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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值乘动车，想到这是集团公
司值乘的首发动车，自豪感让我信心满满。”
2013年12月30日上午8时，迎着朝霞，D8204次
列车从南宁站发出，驶向桂林，飞驰在八桂大地
上。张笑笑和同事们笑靥如花地为旅客服务。回
忆起五年前的首次值乘，如今已成为列车长的张
笑笑感慨万千。

张笑笑来自南宁客运段动车三队，现担任
D8361次列车车长。五年前，这个刚刚毕业的河
北女孩千里迢迢来到广西，成为集团公司第一代
动姐。五年里，她以真诚的服务迎来送往千万旅
客，伴随着广西高铁一同成长；五年后，她已跑
过多条跨省线路，成为集团公司高铁动车通达全
国多个省会城市的见证者。

人如其名，张笑笑脸上总是挂着暖人的笑
容。2017年除夕前夜，张笑笑在车厢里巡视，忽
然一位老年旅客把她叫住，她回头一看，是一位
她帮助过的重点旅客。张笑笑弯下腰，微笑着询
问老人需要什么帮助，意外的是，老人双手把一
封手写的表扬信递给了她，说：“小姑娘，都快
过年了，你们的服务还这么好，感谢你们。”老
人的称赞，让张笑笑心头一阵温暖，她说：“我
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却被老人这样记住，原来
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

每当看到旅客们自觉排队乘车，把垃圾放到
指定位置，在车厢内有意识地压低音量等诸如此
类的小细节，张笑笑的心里都无比感慨，在她眼
里，这是旅客们在无声地支持自己的工作。当遇

到情绪不好的旅客，张笑笑就会想方设法进行化
解，不会太计较，这是她的经验之谈。

作为列车长，张笑笑见证了广西高铁速度越
来越快，动车上的环境和设备越来越好，每一个
细节，都逐步完善，趋向完美。新车自带摄像头
以应对各类情况，车上的紧急装置都加了保护盖
不易误触碰，车厢内新设的大件行李存放处，厕
所有多样专业工具分类清洗等等，一个个小细
节，让高铁动车变得更舒适，旅客出行体验更美
好。“硬件更好了，我们的服务也要不断提升。”
张笑笑说。

“希望集 团 公 司 未 来 都 可 以换上‘复兴
号’。”张笑笑满怀期待地说，“列车提速，服务
提升，我们将会越来越好。”

“想到这是首发动车，自豪感
让我信心满满。”

日前，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在“两微
一端”新媒体平台发起了“高铁五年一路
有你”主题系列征集活动，共征集到寄语
1600多条，现刊发部分精彩寄语，以飨
读者。

马雪冰：2018 年，恰逢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
南宁局集团公司也迎来了广西高铁开通五
周年的里程碑时刻！我们相信，广西将会
在铁路的助力下，依托更加丰富的高铁网
络，继续谱写经济繁荣、民族团结、文化
兴盛、人民富裕的广西之歌！

李锦欣：祝福广西高铁开通五周年！
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祝福，却饱含满满的
深情。自开通以来，出行全靠高铁，大学
所选的专业也是高铁乘务，看来我跟高铁
真的很有缘分。最后，祝福广西高铁，你
的明天会更美好！

李四帅：跟党走，向前进，五年高铁
路，造福壮乡四千九百万人！飞驰在八桂
大地上的广西高铁已悄然融入我们的生
活，引领广西驶入幸福快车道。

覃飙：心系广西，高铁开通 5 年来，
让我感受到时间是如此之短，距离是如此
之近。高铁把广西绘制成一张蓝图，加快
了经济发展，凝聚了广西的文化、风土人
情，把亲情、友情、爱情联系得更紧密。
我爱高铁，更爱在背后为之日夜奋斗的工
作者，是你们创造了奇迹。

刘永刚：我是高铁车迷，自高铁开通
以来，广西旅游全靠高铁，出行更舒心，

更快捷，我对高铁有种痴迷的感觉，很有
缘分。期许广西高铁网更广阔，时速更
快，出行更便捷、更绿色、更舒适。祝福
广西高铁，因为有你更美好！

冯学：五年前，我是一名普通的货运
机车司机，去年我终于成为一名高铁司
机，驾驶着白色的动车奔跑在八桂大地！

刘昊维：2016 年我第一次乘高铁从
河北到广西，真是一次美妙的经历。一眨
眼，广西开通高铁 5 周年了。南宁等我！
桂林等我！北海等我！我将一一去与你们
相约。广西，一个我忘不了的地方。最
后，再次祝贺广西高铁开通5周年！

宁明钦：2016 年末，非常荣幸，受
南宁局集团公司邀请，我参加了南昆高铁
开通首发活动。“山海一线牵”，历历在
目！如今高铁开通五周年，没有过多言语
表达，只有深深祝福，祝愿“中国车”日
新月异、造福八桂！

李欢欢：家在南宁，工作在深圳。
2014 年春运第一次坐广西高铁回家，有
位乘务员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她说：“能回家就是幸福。”因为有了高
铁，回家的路不再遥远。广西高铁并不只
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连接人与人、家与
家、心与心的纽带。

蔡旭：乘龙蛟云腾之势，集八方桃李
之气，开南海荒滨；踏麒麟兆瑞之彩，尽
四海明德之志，享五周年诞。

（苏纪云整理）

2018年12月6日，柳州站东站房正式启用，东西站房实现贯通。至此，
柳州站候车面积达1万平方米，是改造前的3倍。

柳州站的上一次改造是在2013年。广西高铁开通前夕，柳州站进行了站
台升级改造，增设了动车候车室及相关服务设施。

客运值班员唐映梅在柳州站工作了26年。“高铁开通给车站带来了一系
列的改变，我们的工作也随之改变。”唐映梅说。高站台、自助售 （取） 票
机、自助检票闸机、刷脸系统、商务候车室……各种现代化服务设施不断推
陈出新，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也提高了客运人员的工作效率。

柳州站是广西铁路交通的重要枢纽。随着越来越多人选择动车出行，柳
州站日均接发动车达100多趟，年旅客发送量突破千万人次。原有站房候车
能力不足的矛盾也开始凸显。

“碰到客流高峰，进站口外的旅客都排到马路上去了。”唐映梅说。以前
柳州站采取的是分区候车，旅客常常因为要找相应的候车室而拥堵在车站中
厅，影响了后面的旅客进站。每每此时，客运员们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

“这个车在哪个候车室候车？”尽管车站做了很多的引导指示牌，但旅客却还
是习惯“找工作人员问一问”。

为适应高铁发展需求，2015年底，柳州站再一次进行站房扩能改造。如
今，整个车站共有2208个普通座椅和480个按摩座椅，可容纳4500人候车，

是广西第二大高铁站。
旅客进站后就是宽大的一体式候车室，两侧的显示屏上显示着列车的检

票时间和检票口信息，再也不用为找不到候车室而着急。“车站自助服务设
施的使用，潜移默化地带动了旅客素质的提升。大家习惯了看引导标识，使
用自助服务设备。这一方面提高了出行效率，另一方面减轻了客运人员的工
作压力。”与唐映梅同是客运值班员的马雪梅说：“以往一天有三四千人的客
流时感觉就跟打仗一样，现在完全不用担心。”

让唐映梅体验最深刻的是重点旅客接送工作的变化。曾经因为没有电
梯，遇到坐轮椅的旅客，只能由两到三名男性客运人员抬着上下天桥。如今
有了电梯，只需一名客运员引导就可以了，“曾经三个人才能完成的接送工
作现在仅需一个人。”如今唐映梅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如何完
善和创新服务内容。

不仅如此，车站还设置了母婴候车室和医务室；在厕所洗手池的镜子上
还内置了显示屏，可以提示天气信息；在出站层设置了水平扶梯，还有各类
娱乐设施和餐饮服务设施，车站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同时，候车室实行全面
禁烟，积极为旅客提供健康的候车环境。

五年时间，柳州站由传统的老旧站房变成了现代化的高铁站房，让旅客
的出行体验越来越好。而这也正是广西高铁这五年来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在黄智珍藏的照片里，有一张被翻阅得最
多：那是 2011 年 8 月 10 日南宁车辆段举行首批
动车组机械师送培仪式上，他和 10 位同事的
合影。

“当年那批人，还留在机械师岗位干的已经
不多，大多提拔到管理岗位了。”黄智笑着对记
者说道，他是南宁动车所最“老”的地勤机
械师。

2011年8月，黄智在外局培训时第一次接触
到动车组，直到现在，当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
目。“很兴奋，进到高大上的司机室，就像是看
到西洋镜一样，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黄智
回忆道。

当年的这一批学员，都是像黄智一样刚工作
不久的年轻小伙，他们有的出于对新科技的向
往，有的是追求更高技术标准，还有的，就像黄

智一样，希望完成自我的突破。
2013年10月5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南

宁动车所检查库首次接受进车检修作业，白色动
车终于开进“家”了！

两年来不断奔走各地学习，无数次练习和考
试，黄智早已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然而，一盆
冷水很快浇到他脸上。第一次上车检修，仅仅因
为一个研磨子的弹簧配件不见了，众人足足焦头
烂额折腾了4个小时，最后他们请求厂家的技术
员过来帮忙，解决问题只花了3分钟。

那一刻，黄智知道，自己离真正的动车地勤
机械师还有很远的距离。

有人说，动车机械师的工作知易行难，学
会的理论常常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有人说，这
工作知难行易，简单的操作背后藏着大学问。
在黄智看来，一名合格的动车机械师必须理论

与经验兼具，既要明白“怎么做”，也要懂得
“为什么”。

广西高铁动车开通运营后，动车组检修作业
以厂家现场指导为辅，以动车所机械师自行检修
为主。最初，由于暂时没有系统的作业流程与标
准，作业效率很低，检修一列车需要4小时，一
晚上只能检修3列。

知而后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5 年扎根一
个岗位、做同样的工作，黄智并不是没有遇到过
机会。从 CRH2A 型到 CRH380A 型，虽岗位未
变，但科技在变，技术在变，即便已经成为动车
所最“老”的机械师，黄智仍感到专业领域学无
止境，面对时代的发展，他依然仿若新生。

黄智告诉记者，2018年春运，动车所最高纪
录是一晚检修34列动车组，平均检修一列只需2
小时。他坚信，这个数字还会继续被突破。

“第一次进到司机室，手都不知
该往哪里放”

2007 年 4 月 18 日，全国首趟“和谐
号”动车组由上海驶向苏州，标志着我国正
式迈入高铁时代。而当时的南宁局集团公司
还处于全国铁路的神经末梢，是一个不起眼
的小局，“和谐号”动车组在当时看来是那
么遥不可及……

林斌，柳州机务段的一名机车司机，在
集团公司长达6年的高铁空白期，林斌只在
电视里见过“和谐号”，而成为一名动车司
机，是他当时的梦想。

“2012 年底，我和同事一起在南昌培训
时，第一次亲眼见到‘和谐号’动车组，在
进入驾驶室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想，要是能亲
自驾驶一把，那可多威风。”林斌说道。

机会来了。2013年底，广西即将步入高
铁时代。拥有3000多趟行车安全驾驶经历，
13年驾龄的林斌光荣地成为集团公司第一批

拥有动车驾驶证的司机，并和同事张毅、韦
振担当首趟“和谐号”动车组的值乘任务。

“第一次驾驶动车的情景到现在我依然
记得很清楚！那是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时
刻。”林斌回忆起五年前的驾驶经历，依然
难掩激动与兴奋。

2013年12月28日，G530次列车由桂林
开出，驶向首都北京，这是“和谐号”动车
组首次驰骋在八桂大地上。

以前从南宁到桂林需要6个小时，而在
高铁开通后只需要不到3个小时，时间节省
了一半。高铁的开通不但改变了广西人的出
行习惯，也改变了林斌的生活。

成为集团公司首趟高铁“和谐号”动车
组司机后，媒体对林斌进行了报道。那段时
间，林斌可成了“大红人”，身边的朋友纷
纷向他祝贺。“我在媒体上看到你了，真精

神！”这是林斌那段时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令林斌意想不到的是，当时7岁的女儿

在看到媒体对他的报道后，也对他这份不着
家的工作有了更多理解。“爸爸安心工作，
你是最棒的火车司机。”一次出乘前，林斌
的女儿抱着他说。女儿的理解和鼓励成为他
工作上最大的动力。

今年是集团公司高铁开通的第五个年
头，五年间，衡柳、邕北等7条高等级线路
相继开通运营，广西 12 个地级市开通动
车，动车直通全国 18 个省、直辖市、特别
行政区，高铁里程在全国名列前茅……

如今，柳州机务段也从最初的11名动车
司机增加到现在的近300 名，担当动车组值
乘任务增加到175对。由于经验丰富，林斌
成为一名指导司机。“无论身在什么岗位，我
对铁路事业的热爱从未改变。”林斌自豪地说。

2018 年 2 月 1 日 14 时 40 分，伴随着一声风笛长
鸣，柳州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陈荣法驾驶着“复兴号”
动车组G1503次列车驶离长沙南站，奔向桂林。这是

“金凤凰”第一次飞向八桂大地。
陈荣法今年 39 岁，2000 年入路，是一名经验丰

富的老司机。在 18 年的时间里，从时速 90 公里的内
燃机车到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他亲身
感受了中国铁路时速的不断提升。

2013年12月，“和谐号”动车组奔驰在美丽的广
西，拉开了广西高铁开通运营的大幕。2014 年 4 月，
陈荣法如愿成为一名动车司机。2017年7月，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动车组投入运用。
“‘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回荡在耳边，虽已近不惑之年，陈荣法

的工作激情再次被点燃。同年 12 月，陈荣法通过层
层选拔，从该段150余名动车司机中脱颖而出，成为
进入广西的首发“复兴号”动车组司机。

回忆起驾驶“复兴号”首次驶入壮乡的那天，陈
荣法的眼中充满了骄傲。2018年2月1日14时10分，
陈荣法到达长沙南站立岗接车。14 时 35 分，一列宛
如身披彩带的“复兴号”动车组停靠 11 站台，完成
与上一班司机的交接后，陈荣法登上了驾驶室。

“相对于‘和谐号’动车组，‘复兴号’动车组的
驾驶室更宽敞，更加智能化，牵引、制动和恒速手柄
都集成到一个手柄上了，就像汽车的手动挡变成了自
动挡。”陈荣法说道。

14 时 40 分，列车正点驶出长沙南站。 100、
200、300，时速表的数值不断攀升，昔日驾驶内燃机

车“贴地步行”的陈荣法做梦也没想到，十多年后，
他能驾驶高大上的“复兴号”动车组“贴地飞行”。

“复兴号”穿越灵山秀水飞驰，窗外风景美不胜
收。陈荣法目光如炬，紧盯前方，不敢有丝毫懈怠。

“当我看到那块熟悉的路牌‘欢迎来到南宁铁路局’
的时候，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虽然无数次经过，但
是这次感觉很不一样。”陈荣法说道。

18 时 14 分，列车正点抵达桂林车站。列车停
稳，司机丁稳接过了陈荣法的“接力棒”，他将驾驶

“复兴号”继续驶向壮乡首府南宁。
车门打开，陈荣法走上站台，旅客迫不及待地拉

着他合影，这场面陈荣法还是第一次遇见。“回想起
那会儿，有一种当大明星的感觉，很棒！”陈荣法打
趣道。

2018 年 12 月 21 日 18 时 20 分 ，
D8280 次列车准时从南宁东站出发。
在南宁求学的柳州姑娘莫田田坐在疾

驰的列车上去往柳州，一小时后她就可
以吃到妈妈做的饭菜了。“动车已经成为

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莫田田如此描
述高铁。

24岁的莫田田在这个月里已经是第三次乘坐动
车了，“现在从南宁到柳州，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最
快的动车只需要 59 分钟，高铁速度非常‘给力’。”
莫田田晃了晃手中的车票，开心地说道。

2018 年 12 月 28 日是广西高铁开通五周年的日
子。五年前的这一天，衡柳铁路开通运营，广西高
铁实现“零突破”，成为全国首个开通运营高铁的少
数民族自治区。如今，高铁完全融入广西人民的生
活，以安全、便捷、舒适、温馨而著称，是人们出
行的首选交通工具。

在干净整洁的候车厅里，媒体人赵蕊正在准备

采访材料。“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出差是家常便
饭。现在出差我会尽可能地选择动车出行，可以说
是高铁的开通开启了同城时代。”赵蕊说。

除了速度快、搭乘便捷、覆盖范围广等优点成
为旅客对高铁的印象，高铁服务也在不断提升旅
客的幸福感。列车上，乘客大多戴上耳机，安静
地看着手中的杂志或者手机。在飞驰的呼啸中，
偶有乘务员经过，不时弯腰倾身面带微笑地解答
身边旅客的询问，或是查看行李架上的物品是否安
全入位。“这样的环境特别舒
适，我可以自由自在
地 享 受 旅 途 时
光。”27岁的
旅客陆菲
洋摘下
耳
机

高兴说道。
“高铁不仅缩短了我们乘车的时间，舒适度也提

高了。”70后旅客陈玉梅说，“我年轻时也喜欢出去
玩，当时火车票难买、硬座车坐着也不舒服，有时
一坐就是五六个钟头，腰可难受了。”陈阿姨告诉记
者，“高铁开通后，铁路服务越来越好，比如现在用
手机买票不用去车站排队了，还可以订餐。动车上
的座椅可以随意调节，特别舒适。”在陈阿姨及众多
旅客眼中， 高铁不仅是“中国名片”，更是民众出
行的“幸福使者”。

五年之间，广西高铁里程已达到1771公里。每
一趟出行，广西高铁都传递着自信有力的速度。车
厢显示屏上的车速不断飞升，而桌上杯中的茶水却
波澜不惊。窗外风景飞逝，一幅美丽磅礴的壮乡画
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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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人生中最自豪的时刻”

“回想起那会儿，有一种当
大明星的感觉”

见习记者 廖景芝 刘莹莹

广西更美，百姓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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