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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家住虹口区的上海大

学大二学生黄焱堰匆匆吃完早饭就出

门了。在城市另一端，家住青浦的上

海大学大一学生欧阳王子也在差不多

的时间乘上开往虹桥火车站的地铁。

春运最为繁忙的这些天，这群土生土

长的上海学生，选择披上醒目的橙色

马甲，化身“小甜橙”，在虹桥火车站出

发大厅、检票口等重点场所，为返乡旅

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检票口前，他们想办法
让队伍挪得快些

虹桥火车站出发大厅共有30个

检票口。每个检票口前，有四条自助

通道、一条人工核验通道和一位车站

工作人员。当一趟列车从“候车”进入

“检票”环节，成百上千的候车人群会

齐刷刷地朝前挺进，如何确保大家在

最短时间顺利通过闸机进站，成了黄

焱堰和同伴们站在各检票口前要尽力

完成的“头等大事”。黄焱堰的诀窍是

“看”。一趟车检票开始前，他会绕着队

伍走一圈，看看有哪些老人和儿童是可

以引导到人工核验通道作为重点旅客

提前进站的。“老年人往往动作比较慢，

到了自助通道刷身份证常常会卡壳，而

很多小朋友还没有身份证，家长只能用

户口本来进行信息核验，我们就会把这些

重点旅客，尽可能从队伍中先找出来，引

导他们到人工通道提前核验进站上车。”

欧阳王子则喜欢“喊麦”。14B、15B

检票口前，他手里的扩音器，没过多久就

会响一响。“XX次列车即将检票，请各

位旅客将身份证拿在手上，依次有序核

验进站上车。”身份证，是欧阳“喊麦”的

关键词。他告诉记者，自1月13日作为

铁路青年志愿者“上岗”伊始，他便发现

不少候车旅客尤其是年长的旅客会手拿

火车票试图检票进站，但实际上检票口的

自助通道只能刷身份证进站。等这些旅

客排到跟前再去找身份证，显然会大大

影响候车队伍的通行效率，所以每趟车

开始检票前，欧阳都会手拿扩音器绕着

队伍一遍遍提醒大家准备好身份证。

今年春运期间，这些站在检票口前

的志愿者平均每天要引导近10个车次的

旅客。其余时间，他们则会在出发大厅

来回穿梭，主动寻找需要帮助的旅客。

尽己所能，帮助每位旅客
顺利踏上归途

每天在虹桥火车站值守八九个小时，

让这些志愿者碰到了不少“马大哈”。其

中最常见的“乌龙”就是买错车站和看错

时间。很多人买了上海站的车票，却跑来

了虹桥站。也有人抢票没注意时间，把凌

晨的车票错看成了下午。这样的情形，

每个志愿者每天都会碰到好几回。

刚刚送走中午最后一批旅客的上海

大学大二学生戚文杰，又被人拍了拍肩

膀。“小伙子，我的车次1点18分就要开

了，怎么还没开始检票？”一位女士领着

一对双胞胎女孩，一脸纳闷地问他。反

复查看了车站大屏无果后，戚文杰仔细

核对了她的车票——发车时间是当天凌

晨1点18分，而非下午。戚文杰赶紧带

她们来到人工售票窗口，询问是否有改

签车次或重新购票的可能。在得到否定

答复的那一刻，这位母亲眼泪止不住地

流了下来，两个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

“当时我就安慰她们，一定有办法回

家的，并把她们带到值班站长室，向值班

站长说明了情况。值班站长在与人工售

票窗口和检票口的工作人员联系后，最

终让她们登上了当天下午开往家乡的另

一趟列车。”戚文杰说，看着她们脸上重

新绽放的笑容，自己的内心也激动不已：

“作为上海本地学生，以前总感觉春运离

自己比较遥远，但这两天当我看到旅客

们喜上眉梢的表情，我也切身感受到了

春运的温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为

这份温暖‘加一把火’。”

上海大学从2013年起便在每年春

运期间组织学生志愿者到上海两大火车

站参与志愿服务。在因疫情中断了三年

后，今年寒假，得知虹桥火车站需要大学

生志愿者，学校在短短两三天内便招募

到 26位学生志愿者，其中包括 12名

2022级新生志愿者。

上大志愿者今年恢复春运期间到两大火车站参与志愿服务

上海学生化身“小甜橙”助游子返乡

■本报记者 王星

上海大学志愿者在虹桥火车站为旅客提供帮助。 本报记者 王星摄

昨天中午，从长沙开来的K380即将

到达铁路上海南站。站台不远处的上海

南站运转车间调车工班内，调车长陈进

峰和3名连结员谢毅、李碧剑、齐鑫鹏争

分夺秒，把到站的列车及时送到场库。

这样既方便列车检修，也能让站台腾出

更多运转空间。

火车，是春运期间大多数旅客回家

时乘坐的交通工具。昨天，上海南站发

送旅客约3.9万人次，繁忙有序的背后，

离不开调车工班的辛勤付出。

调车工作，就像在为列车“穿针引

线”——陈进峰和同事们不仅负责列车

车厢的分解、连挂和车站车列的取送工

作，把临时有问题的车厢及时更换，还要

按列车运行图图定时间或上一级运输计

划的指令，准时安全地将已编组检修好

的列车移送到站台发车。

“列车在第七站台，大家注意安

全。”陈进峰再次提醒。调车作业，安全

第一。作为调车长，陈进峰需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在工作中精准“观速”“观

距”。从事调车十多年，每一股道上的车

辆到信号机间的距离，陈进峰都能“一目

了然”；每段距离能摆放多少不同型号的

车辆，看一眼就能心中有数；甚至还能在

机车上通过观察地面石头数，精准说出

运行速度。

谢毅、李碧剑、齐鑫鹏三人细心听取

计划安排，提前检查对讲机、手套、安全

带、口笛等备品，认真完成检查线路、挂

车、摘车、防溜复检等工作，确保调车安

全。看似简单的工作流程，却需要连结

员的艰辛付出。齐鑫鹏告诉记者，工作

中的精、准、快，靠的是熟能生巧，需要长

时间的不断练习。

今年春运，除了图定的旅客列车始

发编组以及甩挂作业外，调车工班有时

还要承担增开旅客列车的编组整备。

“车厢一次分拆或一次加挂，叫作一

钩活。春运期间，一晚上最多要完成七

八十钩活，这还不包含列车的编组和取

送等工作，所以晚上调车作业时间很紧

张。”谢毅说道，“最多的时候，我一个班

要走三四万步。”

李碧剑也感慨：“随着春运的到来，

现在连吃饭时间都是不固定的。拿好的

热乎乎饭菜，等到吃的时候都已经变凉

了。但为了让旅客安全回家，我觉得所

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陈进峰有一个对抗疲劳的小秘诀。

“上夜班之前，我会放几颗辣椒在口袋

里，累了困了就咬一口，这能让我保持清

醒的头脑，确保调车安全。”正说着，他从

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辣椒。

就在这时，肩上的对讲机又响了，收

到指示的陈进峰转身登上机车，开始了

下一批作业。

铁路上海南站昨发送旅客3.9万人次，繁忙有序的背后是调车工班工友的默默付出

“春运期间，一晚最多要完成七八十钩活”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春运期间，上海南站运转车间调车工班正在调车作业。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