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道摘录
1月12日12次列车乘务中，列车员王淑琴受一位素不

相识的同志委托，把一个9岁的小孩带到北京。当车到北
京时，小孩家长并未来接。王淑琴不顾工作一夜的疲劳，带
着孩子走了20多里路，帮孩子找到了家人。

“三八”青年包车组同志表示：要时刻用雷锋的事迹鞭
策自己，要保持12次列车的光荣传统，让雷锋的精神在她
们包车组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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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次列车“三八”青年包车组第四任列车长李桂茹当
年在北京站的照片。 受访者提供1963 新闻回顾 HUI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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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一张张泛黄的报纸，上世纪60年代一篇篇向雷锋学习
的报道中，每一个新闻人物的背后，都蕴藏着非同凡响的故事。

1963 年 3 月 5 日，《辽宁日报》二版《让雷锋的精神在“三
八”包车组开花结果》的报道中，12次列车乘务人员学雷锋做
好事的事例并非偶然，12次列车是被全国人民誉为“从滔滔洪
水中走向银幕的英雄列车”。1959年7月22日，12次特快列车
在行至绥中县境内的前卫至高岭间被洪水围困三天三夜，当时
的列车长张敏媛带领“三八”青年包车组克服线路中断、食物匮
乏等困难，将车上仅有的食品全部供应给旅客，不仅保护了全
列车612名旅客，还从洪水中抢救出350余名当地群众。当年，

铁道部给12次列车颁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号嘉奖令”，同
时授予“英雄列车”的称号。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12次
列车战洪水的英雄事迹搬上银幕，从此“英雄列车”叫响全国。

“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的精神，随着这趟“英雄列
车”成了铁路客运的经典理念与共同追求。一代又一代12次
列车人传承着实干精神。20世纪60年代，12次列车把学雷锋
作为一个追求、一个准则和一个信念，从此“雷锋”的身影从未
离开。

60多年过去，如今12次列车还在，“三八”青年包车组还
在，岗位上的实干精神仍在不断续写。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
12次列车将学习雷锋的实干精神当成一种传统，一

种习惯。他们把雷锋精神体现在每一趟具体的乘务中，
展现在每一个服务的细节上。

实干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精神品质，是我们党
优良的传统。雷锋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勇于探索的创
造者，他总是把实现崇高的理想落实到本职岗位上，说到
做到，表里如一。怎么学雷锋？12次列车人在日常服务
中找到了答案；学习雷锋学的是什么，他们在实干中找到
了参照。12次列车人让“雷锋精神”与“一心想着旅客，
一切为了旅客”的理念一并走上列车，走进千家万户。

“创新实干”是新时代辽宁精神的实践要求，体现了
辽宁人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意志品格。在
成为“英雄列车”之后，在荣誉面前，12次列车人深深懂
得，“英雄壮举”只是特定时期的瞬间定格，服务好旅客、
不断开创铁路发展的新局面，才是传承12次列车精神，
使其经久不衰的最佳途径。一代代12次列车人正用求
真务实、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意志品格书写着历史。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需要保持“万众一心加油干，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干劲。面临多次艰难险阻、生死攸关的
考验，12次列车人在关键时刻挺身担当。60多年来，车
体在变，热情不变；里程在变，服务不变；考验在变，使命
不变；岁月在变，传承不变。在工作岗位上实干肯干，他
们就是新时代的雷锋。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服务
工作既平凡又伟大，几十年来，12次列车的乘务人员始
终保持着服务旅客质量的高水平。48任“三八”青年包
车组传承着实干精神，她们薪火相传，成为万里铁道线上
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你的旗帜，生辉
贾知梅

采访手记 SHOUJI

1963年
《文艺工作者积极创作
雷锋事迹文艺作品》

这是牛嵩林拍摄
的一组图片新闻，图
片记录了当时鲁迅美
术学院创作雷锋事迹
木刻组画等内容，展
示了在各条战线上以
不同形式学习雷锋、
宣传雷锋精神的工作
场景。

在每一个三月五日

她们的表扬信最多

为了还原当年的新闻背景，回顾事
件的全貌，记者几经寻找报道中的王淑
琴。在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
阳客运段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两位
在铁路部门退休的王淑琴老人，但是经
过沟通她们都不是当年新闻报道中的那
位。“我知道那个王淑琴，她比我大，当时
工作特别突出，经常受表彰。”这是寻找
到的第二位王淑琴对与自己同名同事的
描述。通过她提供的线索，最终我们找
到了与王淑琴一同在 12 次列车工作的
乘务员杜宝瑞，她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学
雷锋做好事的过往。

“我跟王淑琴是好朋友，那年她负责
5号车厢，我在6号车厢。”2月11日，在
沈阳市铁西区吉工一街的一幢居民楼
内，81 岁的杜宝瑞遗憾地说，由于身体
原因，王淑琴已经无法接受采访。“前几
年我还经常跟她通电话，她对人十分热
情，个头儿不太高，健谈，列车里乘客发
生什么事，她都能沟通好，是服务标兵，
当时我们给她起过一个外号叫‘王铁
嘴’。”杜宝瑞说，能在 12 次列车的“三
八”青年包车组工作是一种荣誉，“我们
与别的组赛着走，我们的表扬信最多。
每个人都以身作则，不管做什么事，都想
着车班组，不给列车段抹黑。”

杜宝瑞还清楚地记得王淑琴送小
孩那天的情景。“那时候火车的车次
少、旅客多，列车上特别挤，在始发站，
乘务员提前 40 分钟就站在车厢外立
岗，迎接旅客上车。”杜宝瑞说，那天站
在车厢外，送站的亲属把一个9岁的孩
子委托给王淑琴，并说到北京后家里
人会到站里接。可是列车到了北京
后，旅客都走光了也没能等来这个孩
子的家长，王淑琴不顾工作一夜的疲
劳，放弃了个人的休息时间，带着孩子
走了 20 多里路，在当地公安派出所的
协助下，在北京市郊的丰台区找到了
孩子的家。“后来孩子的家长给列车段
送来了感谢信。”杜宝瑞说，这种好人
好事在12次列车“三八”青年包车组十
分常见，每趟列车下来，都能收到很多
封表扬信。

48任列车长传承实干精神

60多年来，“英雄列车”的乘务人员
换了一茬又一茬，列车车体多次转型更
换，从张敏媛担任第一任“三八”青年包
车组列车长，至今已经传承了48任，但
是“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的12
次列车实干的精神始终没有变。

今年85岁的李桂茹，是第四任“三八”
青年包车组列车长，2月11日，记者一早
到她家采访时，她已经记不太清楚自己是
哪年参加工作、哪年退休的了，但是提起

12次列车，老人家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当年
工作的细节。

李桂茹说，12次列车的车体最早条
件艰苦，设施简陋，冬天烧炉子车厢里必
须保证 18℃-20℃，煤都是乘务员自己
扛上车，特别冷的时候，列车员得提前把
冻住车门的冰刨掉，列车上的厕所每一
站都得及时清理。“三八”青年包车组的
乘务人员都拧成一股劲，帮助旅客解决
困难，“旅客拿行李多的，我们帮忙送出
站；遇到生病的主动给送水、送药；有带
小孩的旅客，我们也会帮着照看，处处为
旅客着想。”李桂茹介绍。

从 1992 年起，12 次列车开始了“牵
手雷锋班”的共建活动，并聘请雷锋班班
长担任名誉列车长，到第25任雷锋班班
长毕万昌，已经先后有9位雷锋班的班
长佩戴过 12 次列车的名誉列车长的臂
章。

2007年，全国铁路实施第六次大提
速，12次列车由沈阳北至北京改为沈阳
北至广州东，营运里程增加到 3029 公
里。列车运行的时间长了，工作虽然更
加辛苦，但是暖心服务从未缺席。

2008年的1月25日，12次列车遭遇
南方50年不遇的暴雪和冻雨，在京广线
上受阻长达143个小时，面对重重困难，
12 次列车临时成立了后勤治安保障组
和医疗救护组，并安排列车员下车采购
食物，没让一名旅客饿肚子。5天后，12
次列车载着 3300 多名旅客平安回到沈
阳北站。时隔49年，12次列车再次书写
了“英雄列车”的传奇。

“我们更应该做一火车好事”

“雷锋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让旅
客感受到那份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关
爱与尊重。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

一火车。我们的工作就在火车上，更应
该做一火车的好事。”2月11日中午，在
沈阳北站东侧的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沈阳客运段内，12次列车第48任

“三八”青年包车组列车长张宗玉，正带
领客运一队的职工家属参观“12次列车
荣誉室”。

据客运一队党支部书记张朝钾介
绍，这个荣誉室内陈列的物品及照片，记
录着 12 次列车所有乘务人员几十年来
学习雷锋的坚实足迹。每当新职工进入
班组，老职工就会带他们参观荣誉室，并
观看电影《12 次列车》。“这已经成为我
们沈阳客运段的一个传统，现在12次列
车的乘务人员都特别珍惜这个岗位，能
被选入12次列车都觉得是很自豪的事，
大家都比着干。”张朝钾说。

2010 年，张宗玉调入沈阳客运段，
被选为12次列车的乘务员，2016年，她
成为第 48 任“三八”青年包车组列车
长。在 2 月 11 日举行的客运一队职工
家属座谈会上，她动情地说：“作为‘三
八’青年包车组的列车长，我感到很自
豪，这让我深深感受到我自己的人生价
值所在，因为小时候我就有着当英雄的
梦想，但那时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但
现在‘英雄列车’恰恰就在身边，老一辈
12 次列车人‘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
旅客’的精神是我们永远都要学习和传
承的。”

客运一队队长潘宏微说，60 多年
来，12次列车的乘务员一直以雷锋为榜
样，12次列车已经累计安全运行约1.37
亿公里，运送旅客 9000 多万人次，获得
旅客表扬信11万余封，锦旗1200多面；
12次列车就像人才的摇篮，先后培养出
1000多名列车长，30多人获得了铁道部
颁发的“火车头奖章”，100多人获得省、
市级劳动模范等称号。

曾经的列车长杜宝瑞戴上她珍藏多年的列车长大檐帽。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1963年
《抚顺市学习雷锋运动深入人心》

经过几个月来在抚顺全市开展的宣传学习
雷锋事迹的运动，雷锋的光辉形象已深深印入
了煤都人民的心目中，全市人民都把雷锋作为
自己的学习榜样。抚顺市氧气厂李树才、沙玉
文避免了爆炸事故，抚顺石油一厂技术员杜荣
甫解决了柴油乳化问题，抚顺市立医院中医科
实习生徐长德帮助老年患者，抚顺龙凤煤矿老
工人子弟李同长救起掉到冰窟窿里的小孩……

1965年
《像雷锋那样热爱人民》

1964年11月15日，在从大连开往北京的31
次快车上，雷锋生前
所在连队的炊事班班
长何洪范在回家探亲
的路上，照顾、护送生
病的老大娘回家，自
己却耽误了回家的时
间；1963年9月的一
天，雷锋班副班长庞
春学和战士魏振贤雨
中开车将带两个小孩
的大嫂送回家……

1973年
《学习雷锋好榜样 当好校外辅导员——记雷锋生
前辅导过的学生陈雅娟的事迹》

1971年11月，陈
雅娟调到部队不久，
金县实验学校四年五
班就要聘请她当校外
辅导员。听到这个消
息，陈雅娟心情无比
激动，马上想到她的
老辅导员——雷锋同
志……

1973年
《雷锋精神代代传——记抚顺市雷锋第一小学十
年坚持学雷锋》

夏日的早晨，从
抚顺矿务局机修厂
附近的一片小树林
中飘出一阵“英雄的
雷锋——我们敬爱的
辅导员”的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