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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上午，南宁通信段核心网工区网管室内，30多台监
控电脑荧屏发亮，机房设备高速运转，穿着白大褂的通信工何雨
莹正和同事（如上图。艾迎英 摄）在巡检。只见她们专注地盯着
电脑屏幕，眼睛随着鼠标飞快地扫描电脑上密密麻麻的数据。

核心网工区共有11名职工，主要负责管内高铁及电气化普
铁的通信网络监控指挥工作，以及铁路GSM-R通信网络的管理
维护工作，铁路通信的信息、指令在屏幕上一览无遗。因此，
这里也被称为高铁通信的“神经中枢”。

“干这个工作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能有一丝马虎。”
说话的是通信工何雨莹，她告诉记者，“如果出现问题没能及时
发现处理，将直接影响列车接发，严重时可能造成整条线路的

列车晚点。”
“有紧急告警，请及时处理……”一阵急促的警报声让何雨

莹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冷静地查看告警灯后，她快步走到对应
的显示屏前，查找数据、选中目标、确认告警，何雨莹熟练利
落地在电脑上执行操作，一气呵成。

“南宁通信工区，你们平塘站通信基站有告警，请及时去现
场处理。”致电现场工区反馈情况后，何雨莹脑中的那根弦依然
紧绷，她全程目不转睛地盯控着显示屏上处理过程的信息变
化。15分钟后，当得知是由于停电引起的告警并已派人去修复
时，何雨莹才松了一口气。

春运期间，为不遗漏故障，工区巡检工作的频率由原来的4

小时加密至 2 小时一次。“有时候遇到较多需要处理的告警
时，巡检完刚坐下没多久就又要开始下一轮巡检了。”何雨莹
说，她们每班要持续工作 10 小时以上。记者看到前一天其中
一台电脑上就有 7000 多条进路预告和调度命令的信息，为了
查找网络安全隐患，她们要对数据一条一条进行比对。工作
间隙，两个姑娘揉了揉有些干涩的眼睛，起身投入新一轮巡检
工作中。

通信故障复杂多变，工作中，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故障排查处置，不光考验眼力，又考验耐力，为此，她们工区
打造了“每月一课”品牌，职工们轮流分享当月遇到的新故
障或经验做法，为保证“神经中枢”安全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2月18日，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南宁国际铁路港货运营
业大厅前来商谈的客户络绎不绝，呈现一派繁忙景象。大厅的一隅，
货运核算组组长李莜（如图。刘雅琴摄）目光紧盯着电脑屏幕，一
手不停滑动鼠标，一手快速按动计算器，仔细核算每一个数据。

据了解，从2月1日开始，集团公司对预付款客户进行集中
管理，方便客户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前是对着票据一
张一张手工录入预付款抵用，现在使用了新的预付款系统后，数
据实现了从货票系统自动推送抵用预付款。”李莜解释说，“为确
保每笔款项金额抵用无误，我每天上班都要在铁路货运预付款集
中管理信息系统上逐笔核对票据，核算量很大。”

李莜负责本部门的总复核工作，所有的票据都要一一查看，
这不仅考验细心程度，更考验眼力。她平均每月核算上报货物运

单、运费杂费收据、银行卡支付清单、POSS 机刷卡清单、解汇
款凭证等80多种票据报表近万张，且做到无一错漏。“她有一对

‘火眼金睛’，不到半分钟就能看出一张运单费用是否计算准确，
我们都说她的眼里只有数字。”同事卢娟带称赞道。

参加工作 4 年多，李莜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和过硬的眼力，
在去年成为该营业部最年轻的核算组组长。“费用不复杂的票
据，我基本上一眼就能核算出来了。”李莜略显轻松地说，“天天
和数字打交道，看着它们还挺亲切的。”谈话间，李莜拿出一沓
运费杂费收据向记者演示她的核算功力，只见她左手拇指食指来
回搓动，一张接连一张翻过票据，眼神则跟随票据上的数据依上
而下快速刷过，同时，右手在巴掌大的计算器上来回按动，发出
啪啪的清脆声响。

不到5分钟，李莜便对运费杂费收据复核完成，计算器屏幕
上显示的总数和电脑计算出的结果一样。这只是李莜五分钟的工
作量，一天中，她要将这五分钟的工作内容重复上百次。“翻票
据的左手常年有油墨味，右手几个指头也起了茧。” 李莜对记者
展示着她的“战果”，“这台计算器是去年新拿的，现在按键上的
数字都被我摩擦得看不清了。”

“我们的工作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马虎，必须打起十二
分精神。”李莜告诉记者，她的工作与铁路客货运输票据、运输收
入进款等内容息息相关，稍有差错就会影响铁路运输收入。“我全
天都坐在电脑前办公，眼里都是金额、票据号、运单号这些数
字，工作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滴眼药水成了家常便饭……”
李莜不经意地摘下眼镜，揉了揉有些酸胀的眼睛。

今年春运，南宁国际铁路港到发货物量比往年同期多，每天
平均到发 100 多个车，李莜用她的火眼金睛卡控着每一个数据，
全力为春运货运增收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清晨，走进南宁动车所 TEDS 监控中心，
只见硕大的电子显示屏在中央放映，一排排
监控电脑整齐摆放，屏幕上的亮光映在 30 多
名机械师的脸上，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里图片上的每一处细节，眼神专注。

机械师王贵漫（如图。 李珽玉 摄）坐在
工位上眉头微蹙，鼠标轻点，对屏幕上的图
片进行分析。这些图片，是由线路上的图像
采集设备对动车组走行部进行动态采集得来
的。王贵漫和同事们每日的工作就是盯着这
些图片搜索，寻找任何可能造成行车安全隐
患的蛛丝马迹，从而对经过探测站的动车组
进行分析、监控，查找安全隐患，全力保障
动车运行安全。

10 时 20 分，再检查一组传回的图片，王
贵漫就可以回休息室进行短暂休息。“加把
劲，坚持住。”她暗暗给自己打气，移动鼠标
点击电脑屏幕上闪烁的“接车”按钮。在这
里，每名机械师的任务都是系统派工的，屏
幕上“接车”按钮闪烁，说明有新的任务下
达，一旦点击“接车”按钮，则必须在 15 分
钟内完成图片分析及故障上报，由于图片是

黑白呈像，增加了辨认难
度。在图海里找茬，对机械
师眼力、脑力的要求特别
高。

王贵漫早已习惯了这样
的工作强度。10 时 26 分，
她在检查车底左侧图片时突
然眉头皱紧，眼神变得锐
利。这张图是由轨内、轨外
两部分拼接而成，有一根疑
似铁丝的东西恰好在图像拼
接处，因为呈像不够清晰，
王贵漫一时间难以准确下定
论。“组长，你快来分析一
下……”春运期间，只要不
能百分百确认，都要立刻上
报小组长。幸好，经层层确

认后，那处疑点并不是铁丝。王贵漫松了一
口气，拿起桌上的眼药水，滴进微微泛红的
双眼。

机械师丘诗韵是班组里元老级别的“找
茬达人”。她眼睛紧紧盯着屏幕，右手操作着
鼠标有规律地滑动，动作娴熟。她告诉记
者，观察动车组每一个配件的状态时，鼠标
的走向有严格的规定。通过特定的鼠标轨
迹，将监测项点全部纳入视线范围。这样既
可以集中注意力，又可以做到手、眼、脑同
步，确保重点部位不漏项、安全项点全覆盖。

“2016 年，我们只需检查 6 种动车组车
型。现在，我们要检查 10 种。每采集一组动
车组数据就会生成 3000 至 3600 张图，机械师
要从中找出隐患的蛛丝马迹。因此，工作
中，他们不光要有一双‘神眼’，还得有一只

‘神手’。”她笑着对记者说。
在动车所，77 名机械师组成的“神探”

队，用他们的“神眼”和“神手”，严查动
车隐患、保障行车安全。据 2020 年统计，
TEDS 监控中心故障属实率达 62.49%，在全
路名列前茅。

钦州电务段钦州高铁通信车间通信工李
翀蔚 （如图。张文强 摄） 长着一双让人过目
不忘的眼睛，乌黑有光，水波盈盈，大得足
以装下世界，却又容不进一粒沙子。

“通信光缆是铁路运输的神经系统，光缆
的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
刺，要迅速仔细处理好，才能保障信息传输
畅通。”大年初一的夜晚，许多人早已枕着新
年的祝福入眠，而在小董西站机房里，李翀
蔚正忙着熔接光纤。

熔接光纤是个精细活儿，需要高度集中
注意力。李翀蔚打起十二分精神，眼神犀
利，专注地凝视着眼前的光缆。“我用眼神锁
定它。”只见她十指上下翻飞，如做手术一
般，精细地剥除光缆外皮和涂护层，清洗光
纤、切割、熔接……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

“好在现在是冬天，
气温不高。夏天天气一
热，忙起来一脑门的汗，
汗水常常滑落到眼睛里，
猝不及防，那才真是辣眼
睛。”入路 3 年，许多工
作瞬间让这个年轻姑娘印
象深刻，“有时碰上恶劣
天气，风大雨急，熔接光
纤时只能弓着身子，抻着脖
子，眯起眼睛，死死地盯着
两根纤芯。收工后，感觉
自己都成‘斗鸡眼’了。”

于是，李翀蔚养成了
随身携带眼药水的习惯。
今年春运前，李翀蔚还特
地备了“货”——好几瓶

眼药水。每次作业前，她都滴上几滴眼药
水。春运期间，她还利用休班时间反复练习
光纤熔接，提高业务技能。

光纤熔接，是李翀蔚最紧张的时刻。每
当这时，她都不由自主屏住呼吸，瞪大眼
睛。“干这个活儿，手千万不能抖。”她小心
翼翼地将纤芯放入光纤熔接机，灼热的视线
紧紧盯着机器。一秒、两秒……光纤最终成
功熔接。当看到纤芯损耗值为0时，她松了口
气，脸上浮现笑意。

鸡鸣时分，光缆熔接作业完毕，李翀蔚
揉揉酸涩的双眼，如释重负地离开机房。回
到住处洗漱完毕，已是天明时分。今年春
节，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年的她拨通了父母
的视频电话。听到电话那头家人的问候，她
的嘴角挂着微笑，眸中盛满了思念：“爸、
妈，春节好！我可想你们了……”

“姐姐，你的服务太好了，我很开心！”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掩盖不住兴奋，
激动地说。“你下次乘车出行，记得再找敏姐姐！”南宁东站客运值班员梁敏（下
图左。张玥云 摄）屈膝蹲下，与女孩交流，笑眼弯弯，十分可亲。

2月7日8时30分，南宁东站候车厅内，一位看上去年近四十的女士面容憔
悴。她背着一个双肩包，手上提着行李，一旁的轮椅上坐着她的孩子。10 岁大
的孩子佝偻着腰身，看上去精神疲惫。“你好，请问你们要坐哪一趟车？”在大厅
巡视的梁敏见状立即走了过去。

梁敏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在“刘三姐”服务台和“悦途”爱心服务区，为重点
旅客及时提供服务。因为有些重点旅客不会提前预约，梁敏总要到候车大厅多走
几圈，以便发现需要帮助的旅客。

“我们要回玉林老家过年，这次带的东西多，搬得我太吃力了……”原来这
位女士姓吴，准备带孩子乘坐D8393次列车去玉林，坐在轮椅上的女孩患有脆骨
病，是一位“玻璃女孩”。“孩子三个月大就病了，每年都要去外地做手术治疗，
已经持续十年了……”吴女士对梁敏说，“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磕着碰着，
一不小心就会造成骨折。”

见时间还早，梁敏小心地接过吴女士手中的轮椅，将母子三人带到服务
区。办理完服务登记手续后，梁敏端来两杯温开水送到吴女士母女手上。吴女
士看着梁敏忙前忙后，对讲机里还不停地呼叫梁敏的名字，她缓缓地低下头，
试图掩饰泛红的眼眶。“原本我还担心我们母女怎么进站上车呢，看到这位铁
路妹子这么热情地为我们服务，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她才好。”吴女士悄悄对
记者说。

即将检票，梁敏提前将她们送到站台，并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吴女士，
叮嘱吴女士如果需要帮助，又遇上服务台占线时，可直接与她联系。当列车驶向
远方，吴女士母子平安出发，梁敏才收回目光。“刚刚那孩子听说我也姓梁，高
兴地说我们是本家！”梁敏拨了拨额前的刘海，开心地笑了。

梁敏“鹰眼”的功能发挥可不是一日两日了，但有时候“发现、上前、帮
忙”这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流程，也会被意想不到的困难阻碍。就在前几日，一位
阿婆手里紧紧拽着一张纸条，一脸无措地徘徊在车站大屏下。梁敏远远望见便上
前询问，但阿婆操着一口白话，这下把她难倒了。“这白纸上写有车次号和时
间，或许是家人写给阿婆的。”梁敏努力通过细枝末节了解阿婆所需。这时，她
突然想到了温馨提示卡。因为疫情期间戴口罩说话不够清晰，交流时容易把车次
信息听错，所以车站特别制作了印有乘车信息的卡片分发给旅客。阿婆看着卡，
听着她的解释，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的目光始终会追随着旅客，谁需要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对我来说，
一眼就能看出。”梁敏不经意间骄傲地昂起头，口罩上方的双眼笑弯了起来。

2 月 7 日晚，夜深风寒。工程车载着桂林高铁工务段钢轨修理
工队的一众汉子，穿过永福县热闹的街道，来到了永福南站站内。
车停后，周福程 （如图。资音 摄） 摘下眼罩走下工程车，跟随工
友将数十件工机具抬到空地上，等待天窗点的到来。

当天任务是对永福南站站内钢轨焊缝进行打磨。周福程拿出手
机，将屏幕调亮，这么做是为了让双眼适应夜间的亮光。“待会儿
打磨时的火光会很刺眼的，如果不提前看些亮的东西适应，眼睛就
会疼。”周福程盯着屏幕解释道，“这是班里的老师傅教我的绝招。”

23 时 30 分，清点完工机具的钢轨修理工队走进栅栏门，跨上
铁道线，朝站内北端走去。漆黑的铁道线上，十余束头灯射出来的
白光晃动前行，汉子们健步如飞，不一会儿便来到了作业地点。

当晚的任务，打磨两公里左右的线路，“手脚快些，眼神好些
的话，一点半前就能收工。”曾路辉解释道。

曾路辉告诉记者，焊轨工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焊缝处的溢流
肥边。这些不平整的溢流肥边会在列车驶过时造成局部应力集中，
会缩短钢轨的使用寿命。

而有些肥边的宽度仅以毫米计，还被厚厚的泥土和油垢掩藏
着。单靠一盏头灯想要在黑夜里找到它们，则要求焊轨工们有着极
其丰富的“打猎”经验和极其敏锐的眼神。

就在这时，眼尖的周福程似乎寻到了“猎物”。只见他俯下身
子，两眼近乎水平地盯着一处焊缝，又捡起一块石头，把粘在轨
腰上的泥土和油垢刮掉，一条凸起宽度不到 3 毫米的溢流肥边显
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今晚要找的‘猎物’之一。”周福程指着肥边说
道，“我们要做的，就是使用角磨机将这些凸起的肥边打磨光滑，
恢复钢轨焊缝的平整度。”说罢，周福程打开角磨机，将飞速旋转
的砂轮靠近肥边，霎时，尖锐且刺耳的声音划破宁静的夜，高达两
千余摄氏度的火花向四周飞去，宛如铁路线上升起的烟花。

铁道线上，发电机、角磨机噪声大作，铁屑弥散，火光四
溅，无数灼热的铁屑飘落在周福程身上，他依旧心无旁骛。眼镜
片上，映着闪烁的火光，镜片后面，周福程同样目光灼灼，聚焦
在砂轮与钢轨的触点一动不动，仅 3 毫米的打磨宽度，多一点少
一点都不行……

几分钟后，打磨顺利完成。周福程用手摸了摸光滑平整的焊
缝，长吁了一口气，这才脱下手套，揉了揉有些酸胀的眼睛。“干
这一行一定要保护好眼睛。”周福程揉了揉眉心，又刮了刮眼眶，

“不然第二天看东西都有重影，甚至可能落下病根。”
周福程说，今年春节，他会和几个家住外地的工友一起在车间

值守。到时候他们准备拿角磨机去练功场里练练手，就当过年放烟
花了。入路两年，他第一次在车间过除夕夜。“感觉挺新鲜的，除
了放心不下家里的爸妈，其他的都还好。”周福程说。

休息片刻，周福程擦了擦布满铁屑的镜片，瞪大双眼朝下一个
“猎物”寻去。夜幕低垂，月亮刚刚从云层后探出头来。

在南宁供电段兴义接触网工区，有一位老师傅，从
事接触网工作21年，眼神里始终充满从容淡定，他就是
接触网工覃启成（如图。 覃仕庄 摄）。

“我平时主要负责接触网的检查维修等工作，由
于作业地点一般都比较远，我们出工的时间大多在凌
晨三四点，鸡还没打鸣，我们就要起来准备了。”工
作多年，大小隐患、问题他都处理过，这是他自信的
来源。

接触网检修需要在距离地面 6 米多高的半空中作
业，难免让人恐高害怕，经历多年工作锤炼，覃启成
练就了胆大心细的过硬素质。每次提前完成作业任务
时，他都会积极利用剩余时间检查那些容易出现缺陷
和隐患的地方，以确保供电设备质量良好。没有天窗
点时，覃启成也会跟工友们对接触网进行远离步行巡

视，观察供电设备状态是否良好。“我们每
次巡视至少要走十公里，作业过程中我们不
仅需要仔细看分段绝缘器等重点设备，还要
听声分辨是否存在放电等问题。”

近日，工区在品甸站开展接触网检修作
业，准备检查站场两段线岔的覃启成，一眼
就发现了接触网中心锚结处的隐患，立即叫
徒弟刘岳文来看，他们对视一眼便默契地明
白了彼此的意思。原来由于当地昼夜温差
大，接触网热胀冷缩，吊弦已往中锚偏移
了，把网扯得很紧。覃启成对徒弟说道：

“这个问题现在看似没事，但时间长了可能
会造成接触线抬高不足，以至出现钻弓、打
坏接触网设备等严重后果。得马上处理。”
说干就干，他和徒弟立即行动，把吊弦调整
到合适位置。彼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专注，

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吊弦上，让其定位准确。
半小时后，调整完毕，覃启成又马不停蹄地开始

测量线岔参数以及承力索张力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
保各项参数良好后，他专注的眼神才有所缓和，如释
重负般长吁了一口气。

多年来，覃启成带出4名徒弟，他们如今已成为业
务骨干。他坚持业务教学要让大家知其所以然，而不
是机械化的记忆。

春运期间，接触网检修作业工作量和项点都比往
时有所增加，节日也要坚守在工区，覃启成身上的担
子更重了。他与家人的相聚更少了。

“爸爸，你回来啦！”当终于休班的覃启成回到了
家，女儿欣喜地欢呼。看到 11 岁的女儿，一身的疲倦
瞬间一扫而空，他眼神里满是温柔。

在极美的春天，气象更新，万紫千红。
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成就梦想。
无疑，劳动者是幸福的，劳动者是崇高的。春回大地，极目远眺，铁路以及

铁路上的劳动者，像一道绚丽的风景映入眼帘。
你见过凌晨的太阳如何升起照耀大地吗？你见过即将奔驰的列车如何轰鸣仰

天长啸吗？你又见过深情的小伙如何默默转身离开恋人踏上征途吗？这些故事，
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发生。

他们在坚守，挥汗成雨。他们在凝望，眼中有笑，有情，有信义。
铁路劳动者，无论是列车员、火车司机、车辆检修工人还是巡道工、调度

员，面对安全“大考”，比谁都能明白“专注”的意义。他们目光炯炯，全神贯
注，在平凡的铁路岗位上，凭着一双慧眼一双手，识别并消除一个又一个隐患，
全力打造平安铁路。也用热忱的眼神，真诚相待，护佑着旅客快乐前行，温暖众
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铁路人，在凝视手中的工作时，也永远看得见
人生的诗和远方。他们正把辛勤的自己，写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编者

“我的目光始终都会追随着旅客，谁需要什么，遇到了
什么困难，对我来说，一眼就能看出。”

◇本报记者 张玥云 实习记者 李钰丹 通讯员 杨桂莲

那道光一直追随旅客 “我用眼神锁定它”

这才叫做“眼疾手快”
◇本报记者 韦冬梅 实习记者 李钰丹 通讯员 赵诗霖

◇本报记者 资 音 实习记者 黄 斌 刘雅琴

春运期间，工区巡检工作的频率由原来的4小时加密至2小时一次。她们每班要对
7000多条进路预告和调度命令信息数据一条一条进行比对。

“专注”既考验眼力又考验耐力
◇本报记者 封荣权 实习记者 艾迎英 通讯员 徐桂辉

光纤熔接，是李翀蔚最紧张的时刻。每当这时，她
都不由自主屏住呼吸，瞪大眼睛。

◇本报记者 戴佩芸 通讯员 朱慧学

每采集一组动车组数据就会生成3000至3600张图，机械师要从
中找出隐患的蛛丝马迹。

一沓沓运费杂费收据，在她的目光扫射下，不到5分钟，便复核完成，且数据准确无误。

眼镜片上，映着闪烁的火光，镜片后面——

目光和火花一样灼热
◇本报记者 资 音 实习记者 田昌友 通讯员 唐忠宇

从事接触网工作21年，经历过各种“大风大浪”

从容淡定的眼神背后
◇本报记者 卢诗宇 实习记者 唐敏遂 通讯员 韦 杰零到九的变换时刻在我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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