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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火车
需要将头探出窗外瞭望需要将头探出窗外瞭望 左肩熬出伤左肩熬出伤

一张是当年老张全家人捧着奖状和鲜花在“老火车”前的甜蜜合影；一
张是如今小张在“新火车”驾驶室里的“科技范儿”帅照。

一条路，两代人，父子俩的光荣与梦想都印刻在了他们深爱的职业上。
父子两个是不同时代的火车司机 。翻开他们的家庭相册，听听他们的奋斗
故事，感受前进，看见幸福。

张国生今年67岁，开了20多年的火车，想
都没敢想过，如今的高铁一小时能跑 300多公
里。原来从丹东到沈阳绿皮火车得 7 个多小
时，现在动车 3个多小时就能跑个来回。原来
蒸汽机车都是烧煤，煤都是一锹锹地铲到锅炉
里,一趟行车下来,整个人都变成了“黑人”，“变
化太大了，那时候和现在没法比。”

张闻是张国生的儿子，今年 41 岁，也是一
名火车司机，在沈阳机务段工作。与父亲开

“老旧”的慢火车不同，张闻如今驾驶的是高铁

动车。儿子很自豪，“现在的条件肯定是好多
了，车速提高了，车厢干净了，驾驶室也大变
样，再也不用像我爸当年当火车司机那样，还
得探出头去瞭望……”张闻 1998 年参加工作,
已累积安全行驶数百万公里。

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高铁
动车的飞跃，技术一次次变革，历经了两代人
的岁月。老张、小张父子俩见证着技术变革，
同时也见证着生活的突飞猛进。

张国生今年67岁，原来是沈阳机务段的一名
火车司机，2008年退休，跟火车有着不解的缘分。

1972 年，张国生进入丹东铁路机务段，考
取了司机资格证，按照规定，他需要从蒸汽机
车里的一名司炉干起。

张国生说，蒸汽机车驱动的火车，要有人
不断往大锅炉里添煤燃烧，将水转化成蒸汽来
带动，烧煤的大炉子就在火车头的驾驶室内，
司炉的主要工作就是铲煤，是一种重体力活，
让人汗流浃背，非常辛苦。“司炉要保持一个节
奏，铲一大铲子煤，伸进炉子，用力甩开，才能
让煤均匀地散开，这样燃烧才够充分。从沈阳
到丹东一趟下来，得烧10多吨煤。”一趟下来，
整个人都成了‘黑人’，满身满脸就连鼻孔里也
能洗出厚厚的一层煤灰。

困难无法让心怀壮志的人退缩，努力着，

张国生一步步从蒸汽机车司炉，成长为副司
机，再成为一名优秀的司机。

当上司机后，蒸汽火车的另一个特点又让
张国生终生难忘。火车驾驶室不完全封闭，火
车一跑起来就像腾云驾雾，司机坐在驾驶室
里，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必须不断地把头探
出车窗外瞭望。

“火车没有电，没有风扇，火车司机在驾驶
室里，夏天时衣服湿了干，干了再湿；冬天更让
人难以忍受，驾驶室内闷热，而窗外寒风刺骨
……”张国生说，由于长年累月的侧身瞭望，如
今赶上阴雨天左侧肩膀就会隐隐地疼。

虽然工作环境苦脏累险，看着一车一车的
旅客随着“哐当哐当”的绿皮车历经7个小时，
从沈阳安全抵达目的地丹东，张国生还是觉得
十分幸福。

从绿皮车到动车 跑出父子小康路

很多年后，张国生又迎来了“新车型”——
上世纪 90 年代，内燃机车逐渐代替了蒸汽火
车，张国生又成了一名内燃机车司机。

“内燃机车比蒸汽火车先进，烧煤的大炉
子被柴油机取代，没有煤灰，驾驶室干净多了，
驾驶室内冻不着也热不着，再也不用频频探出
头去瞭望了。”

“虽然干净，但噪音大、油味重，司机对
话基本靠‘吼’”，张国生回忆，最要命的，是
机车经常漏水漏油，操纵台红灯一亮司机心
里就发慌，随时有可能停车，停车就是机车
故障。

因此，张国生一直把“彻底瞭望、确认信
号、手比眼看、高声呼唤”这四句口号植根于心
间，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安全。但有时候一个小
零件临时出了问题，也会使正在行驶的火车

“趴窝”。
张国生回忆，一次在从沈阳开往丹东的途

中，火车正在行驶中，突然他感觉驾驶室内的
温度升高了，仪表盘上的指针也有些变化，他
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他立即告诉副司机赶紧
检查哪里出了问题。

凭着多年的驾车经验，张国生意识到应该
是胶管裂了，他告诉副司机去检查一下是否有
漏水现象，“副司机检查后，果然是胶管漏水
了。”张国生说，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时，第一时
间判断自己能不能维修，能维修就尽快修好，
不能维修就及时请求救援。

因为是小毛病，张国生和副司机很快就解
决了，换掉裂开的胶管，这个“小插曲”也就过
去了。类似的事情张国生还经历过多次,都被
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安全意识化解。

内燃机车
司机对话基本靠司机对话基本靠““吼吼””驾驶室油味重驾驶室油味重

对工作的热爱对工作的热爱 促使儿子对火车感兴趣促使儿子对火车感兴趣
张国生工作认真，善于总结，多年下来他

积累了不少开车的经验，这也使得他能连续获
得“3个100趟”第一名。

1993年前后，单位规定火车司机每跑 100
趟，如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会奖励相应的员工，

“我连续获得 3个第一，每次奖励 100 元，相当
于我一个多月的工资，那时猪肉才一块来钱一
斤，能买一百来斤猪肉呢。”张国生笑着说。

问起张国生怎么做到连续拿到“3 个 100
趟”第一名的，张国生说，这靠的是平时的日
积月累，一点一滴的学习总结，干一行爱一
行，干一行钻一行，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工匠
精神。

比如在错综复杂的车站线路中，在出口和
入口处，挂火车头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信号，

“每一个信号都要看好，稍不注意就会跑到其

他车的线路中。
获得第一，不仅有物质上的奖励，更有精神

上的奖励。每次获奖张国生都会戴上大红花，还
有媒体记者前来采访，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奖励对
儿子张闻有了很大的影响。

也许是天生流淌着铁路人的血液，张闻从小
就对火车有感情。父亲是火车司机，他也很自
豪，小时候经常说长大了要和父亲一样开火车。
张国生自豪地说：“儿子的愿望早已实现，而且在
很多方面赶超了我。”

电气机车
解放双手解放双手 分工明确分工明确 工作环境更好了工作环境更好了

41岁的张闻现在是一名动车司机。不过,比
他父亲先进的是,张闻驾驶的是动车、高铁列
车。电气化让司机的工作环境得到了质的提升：
双手解放了，各种仪表实时展示行车情况；空调
有了，冬暖夏凉。

“现在的驾驶环境好，就连前面的风挡玻璃
也是特别制作，即使外面有很大的风，驾驶室内
也不会有太大的感受，这给司机瞭望带来极大的
方便。”张闻自豪地说，现在和以前真是不可同日
而语。

伴随驾驶室环境变化的，还有管理等各方面
的变化，如今司机不仅着装上制服领带、整齐划
一，而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司机承担着全列设

备的操作和监控，而设备检修和故障排查则由机
械师负责。

动车司机的工作环境更好了，但要求也更
高，必须具备电子、电器、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与
技能。由于高铁动车时速太快，不能出毫厘差
错，这要求司机必须聚精会神。“动车每秒跑七八
十米，如果司机打个哈欠，两三秒钟的时间火车
就能跑出去二百多米，这就要求司机不能有丝毫
分神，时刻保持高度集中。”

张闻在每次开车前都要进行例行检查：各开
关状态、各仪表显示，进行机能试验，检查制动效
率是否正常，输入ATP数据等，技术带来的不仅
是环境的变化，还有行车标准的变化。

父子的笑容是小康生活最珍贵的父子的笑容是小康生活最珍贵的““名片名片””
火车司机工作环境变化的同时，还有很多方

面也悄悄地发生变化。
张闻现在每次出车都会随身携带一个拉杆

箱，里面装满了驾照、行车相关的手账、通讯电
台、作业指导书等物品，“大盖帽、白衬衫、打领
带、拉杆箱，这是现在高铁司机每次出行的‘标
配’，而当年我父亲出车时，就用一个篮子装着水
瓶等物品。”

伴随科技给张闻工作或生活带来的变化，张
国生和张闻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好成绩是奋斗出来的，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在司机岗位上，张闻打磨历练，爱一行钻一行，凭
借过硬的本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从同龄人中脱
颖而出，他被评为第一个星级司机；近 3 年来始
终保持一等司机的称号；2017年被评为单位先进

工作者。
父子俩都是火车司机，而且都是客运司机，

这让张闻引以为傲。以前因为工作原因,父子俩
难得坐在一起,可每次见面他们聊的话题依然是
火车。如今，父亲退休在家，父子俩有更多的时
间聊有关火车的那些事，就连张闻上小学的女儿
也对火车十分感兴趣。

“我爸爸是一名火车司机。”这是张闻女儿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虽然在家陪伴她的时间
不是特别多，但她从内心为我感到骄傲。”张闻笑
着说。

工作环境变好了，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张国
生和张闻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就是小康生活
最珍贵的“名片”。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当年，张闻
父亲获奖后，一
家三口在火车前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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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动车司机张闻。张闻在现代化的驾驶室内驾驶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