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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艳

　　

　　一个人、一匹马，行走在群山环绕的云贵高

原，这就是李军的工作常态。

　　眼前这个皮肤黝黑、个头不高的汉子，是柳

州铁路公安处南丹派出所泗亭警务区的驻站民

警。这里崎岖的山路，他走了34年，一草一木、一

站一区，再熟悉不过。

　　但这次，李军有些不舍。这是他执守的最后

一个春运。待冬天过去，步入六旬的他，就要脱下

心爱的警服，与这个奉献了一辈子青春的地方，

告别了。

　　大山里，春寒料峭、云雾缭绕。

　　1月17日，天蒙蒙亮，李军牵着马、挎着行囊，

开始了一天的巡线，“老伙计，让我们一起再看看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吧。”

　　泗亭警务区管辖区段地处云贵高原，这里群

山莽莽，分布着50多个自然村，常住村民近5万

人，多为布依族。连接贵州、广西两省区的黔桂铁

路穿山而过，是沿线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需要

有人常年驻守巡护。春运期间，列车往来更加

频繁。

　　1988年，李军从铁道兵转业后来到这里，负责

沿线治安工作。“我的老家在贵州毕节，当时觉得

这里离家近，没多想就来了。”从此，他把自己牢

牢“钉”在了大山深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黔桂铁路沿线治安环境

复杂，盗抢、路外伤亡等案件时有发生。“穿着这

身警服，就要守护这里的平安。”初来乍到的李

军，暗暗下了决心。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他日复一日走村入户，

宣传铁路法律法规，讲解铁路安全常识，提醒村

民不要图方便上道行走，也不要让牛马进入股

道。为抓住偷盗物资的盗窃团伙，他蹲守在铁路

沿线，警惕地注视着可能出现的“黑影”。有一次，

在抓捕一名偷盗嫌疑人时，他追着嫌疑人钻进山

里，翻山下河，直到嫌疑人筋疲力尽束手就擒。李

军说，“只要他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就决不能放

过他。”

　　还有一次，在与一名扒火车的偷盗嫌疑人搏

斗时，他飞扑而上，将嫌疑人按倒在地，自己却摔

断了手，骨头都露了出来。如今，伤疤依然可见。

“他们是亡命之徒，我也不能怕死，即便牺牲也在

所不惜。”那些年，李军和同事打掉了四五个盗窃

团伙，确保了铁路物资运输平安。

　　34年、12400多个日夜，陪着他一起走过的，是

身边的马儿。“黔桂铁路沿线基本都是山区，路

险、山陡、石多，车难开、人难行。许多人觉得骑马

‘原始’，但在这里特别管用。”因为家中务农，养

有骡马，李军自小就在马背上长大，对马有很深

的感情。从警的日子里，有了马儿的陪伴，他每日

巡线从步行10公里，变成了骑马30公里，检查线路

更长范围更广。

　　这份付出与厮守，换来了布依村寨的安宁与

幸福。在李军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警务区管辖

范围内偷盗、路外伤亡等案件逐年下降，近十多

年来线路事故、刑事案件零发生。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铁路警察，虽然工

作不是惊天动地，但希望乡亲们看到我，能够感

到安心、踏实。”李军说。

　　中午时分，李军牵着马回到泗亭村。在村民

何道芳的家门前，男女老少坐在篝火旁聊着天，

见到他，大伙不约而同围了上来，递上热茶、送上

糕点，拉着他嘘寒问暖。李军像个远道回家的大

孩子，高兴得合不拢嘴。“每次进村都这样，大家

把我当亲人，我也把他们当作兄弟姐妹。”

　　离开后，想着马上就要退休了，他心里忽然

有些伤感，“乡亲们喜欢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换心的。

　　村民朱义春以务农为生，经济条件拮据。他

难以忘记，儿子考上县城高中时，自己囊中羞涩

无法支付学费，是李军来到家里，悄悄留下了一

沓钱。自那以后，朱义春便在农闲时，把家中的马

借给李军巡线：“山路不好走，只要你有需要，就

带上这个伙计吧，寂寞时也有个伴。”

　　村民何道芳也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他的儿子

在独山上高中，第一年高考落榜，改送到南丹复

读。得知后，李军说，“这一年，让孩子住我家，我

老婆照顾着，吃、住更好一些。”就这样，孩子住进

了李军家里，在他的爱人陪伴下，顺利考上了

大学。

　　村民老周曾因偷盗铁路物资被公安机关抓

获。刑满释放后，李军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洗心

革面，好好学习一门手艺。在他的引导下，老周学

习了建筑技术，到工地上了班，生活走上了正轨。

　　李军就是这样一个热心的人。农忙时，他挽起

裤脚跳下田，帮着乡亲插秧；学校开学时，他来到

村屯困难户的家里，给孩子送去学习用品；有村民

到南丹赶圩，他带回自家招待，让大伙吃口热乎

饭。有一年，村民在工地干活被拖欠了工资，他二

话不说找到承包工程的包工头，讨回了薪水……

　　一颗金子般的心，换来金子般的情。布依寨

子的村民，把李军当成了自家亲人。每当李军进

村，都会把他拉到家里喝茶吃饭，走时在他的袋

子里塞上水果、干粮。为支持李军工作，村民组织

了义务护路巡防队，自发到铁路沿线巡逻，开展

爱路护路宣传，及时排查路外安全隐患。

　　如今，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曾经生活困难的村寨，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变成了小洋

楼。依托黔桂铁路，泗亭村还引进了锰矿加工企

业，有了产业支撑，村民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李军看在眼里，乐在心里。30多年的驻守，这

里早已变成了家乡。

李军：
一人一马巡守线路与村寨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被群山环抱的太子城站坐落于京张高铁崇礼支线上，它地处北京

冬奥会核心赛区，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座建设在奥运赛区里的高铁站。

1月21日，冬奥列车开启赛时运输服务，太子城站正式进入冬奥时间。在

奥运村闭环管理区域内，北京铁路公安处太子城站派出所副所长张雄，

带领5名年轻民警，肩负起车站闭环区保障京张高铁冬奥运输安全的

重任。

　　几场雪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的日均温度降至零下20摄氏度。每

天，冬奥列车公交化运行，20余趟列车往返于北京清河站和太子城站之

间。太子城站每天早上6点10分开站，最早一班G8801次列车7点10分就要

抵达。张雄和民警们的安排要完全“对表”开闭站时间。每天早上5点半前，

他们就要洗漱完毕，准备上岗。开站后的巡查要求一日三清，民警们要落

实日常巡查、阴暗角落巡查和消防设施隐患排查和涉奥列车的接送工作，

一直值守到晚10点半闭站，回到宿舍已临近午夜。

　　乘客大多都是国外友人，主要包括技术官员和媒体记者。冬奥列车运

输开始后，每天上下午都有一个运输高峰期。不少国外友人提着大包小包

上下车，赶往赛场或驻地。在这期间，张雄要做好接车工作，确保乘客安全

进出站。同时要应对突发情况，“国外友人对列车的认知和我们不一样，他

们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因此，我们要配合客运部

门做好解释工作。”张雄说，此外，还有粗心落包的旅客，民警们要快速找

到失主并将包送上车。

　　1月7日，距离正式闭环还有14天，张雄就和同事早早进入到闭环区，

从那时开始，工作就拉满了。冬奥会赛前的日均客流量约在三四百人左

右。随着冬奥会比赛的开始，客流量逐步上升。

　　口罩、护目镜、手套等防疫物品是每名民警的标配。接送完每趟列车

后，民警会回到指定的消杀区域进行全面消杀，更换防疫物品。

　　张雄所住的集体宿舍位于太子城冰雪小镇指定的闭环区域。“在这

里，我们要进行55天的连续作战，要学习的东西也比较多，比如日常的巡

查工作、站区的检查监督、列车运行情况的掌握、运动员的运输等等，对民

警的学习能力、体力精力要求都比较高。”张雄说。

　　张雄今年30岁，是一名90后。他2015年入警，2020年8月来到太子城站

派出所。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责任心强又有担当，他被提拔为副所长。

　　太子城站派出所地处偏远郊区，海拔超过1580米，是北京铁路公安局

海拔最高的派出所。张雄日常分管的基础工作较多，包括督导车站安检、

消防等等。忙的时候，他就像个陀螺，一天到晚转不停。

　　“我们这里四面环山，属于‘小气候’地带，一年中有小半年都是冬季，

最冷的时候气温能达到零下35摄氏度。”张雄说，民警的警用棉帽必须遮

住耳朵，否则耳朵就有冻伤的危险。戴着口罩在外面不超过10分钟，经过

两三次吐气，口罩就冻住了。

　　农历腊月二十九上午，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王旭章来到了太子城站，

慰问闭环区的民警们。“隔着十多米远，局长代表局党委向我们表达了新

年的祝福以及冬奥安保的嘱托。天气很冷，但我们的心里很热。我们也请

局党委放心，我们一定会用全部力量护航平安冬奥。”张雄回忆起当时的

情形，闭环区内广场上的国外友人，包括媒体记者，看到中国警察整齐地

站在那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都表示深感震撼。

　　除夕前夜，张雄专门带领民警们录制了给家人的拜年视频。除夕当

天，虽然大家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可伴随着零点钟声的年夜饭却格外香

甜，想到身处奥运的“核心区”，能将自己的一份力量助力冬奥，心里都非

常激动和自豪。

　　张雄介绍，开幕式前，为了保障顺利完成涉奥人员运输任务，他们进

行了很多遍演练。零下20多摄氏度，民警们在站台上反复演练了近3个小

时，“10分钟内，400米的站台，要确保多趟大巴车上的涉奥人员都能快速

有序乘车，这是一个挑战。”

　　张雄说，开幕式当晚，民警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各国运动员入场，“尤其

是看到中国运动员挥舞着五星红旗时，那一刻，心情十分激动，真正感受

到了自己是奉献和参与了冬奥会的。”

　　隔着电波，有人问他身处“核心区”，随时可能面临疫情风险，心中有

没有过忐忑。他秒回说，忙碌起来根本顾不上，作为一名公安民警，确保冬

奥会的安全是自己的职责使命，面对使命召唤，就应该义无反顾冲上去。

张雄：冬奥“核心区”内守安全

　　图①①  张雄引导涉奥人员乘车。

  图②②  民警引导涉奥人员出站。

　　本报通讯员 王洁 摄  

□ 本报记者 申东 本报通讯员 任建国 文/图

　　一条铁路线，一个警务区民警，30年如一日的坚守，民

警谢明奎用脚步丈量着线路安全，也丈量着心中的信念。

　　这里是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腹地，这里有

一条被称为“太西煤走廊”的铁路线，每年千万吨的优质

太西煤，就是从这里运出大山，运向全国，是宁夏最重要

的煤炭运输线。银川铁路公安处大武口车站派出所呼鲁

斯太警务区民警谢明奎，就是这段线路的守护者。2月8

日，《法治日报》记者有幸跟随谢明奎体验了一下巡线护

路过程。

　　早上8点，顶着凛冽的寒风，谢明奎开始了一天中最

重要的工作——— 巡线。呼鲁斯太警务区管辖的线路有63

公里，横跨宁夏、内蒙古两地，线路两侧山大沟深，矿区、

牧区连绵。开矿炸山，山石会崩上线路；放牧牲畜，牲畜会

撞破护网。所以哪一段线路巡视不到，谢明奎都不放心。

路过结冰的山水沟、山石嶙峋的乱石滩，摔上几跤，崴脚

受伤是常有的事。谢明奎告诉记者，去年巡路过程中，他

一脚踩下去，看似结实的冰面一下塌陷了，一条腿全都掉

进了冰水里。他拔出腿，拧干水就继续巡线了。

　　10点多，谢明奎到了柳树沟车站，山里的寒风刺骨，

记者浑身差不多冻透了，58岁的谢明奎鬓角也覆了一层

白霜，都是一路大口呼气所致。

　　柳树沟车站因一段坡度为千分之二十一的铁路展线

而闻名，这段坡道给拉满煤炭的列车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列车溜逸。而更令谢明奎担心的是，附

近牧民家散养的马群、牛群、羊群，经常会游荡到铁路旁，

一旦上了线路，运煤列车撞上就极有可能脱轨甚至颠覆。

　　这时，谢明奎远远看到一群马正向铁路靠近，赶紧一

路小跑冲过去，把马群驱离。他认出这是牧民王庭俊家的

马群，就拐到王庭俊家，叮嘱他好好看管马匹。为了管好这些让人头疼的牲

畜，谢明奎磨破了嘴皮子，磨穿了不知多少双鞋。牧群生病，他帮着联系兽

医，托人买药；牧群走失，他忙着四处打听，奔走寻找。凭一副热心肠，让他成

了牧民的朋友，他的话，牧民爱听。

　　返回警务区，已经是午后，他匆匆泡了盒自热饭，扒拉几口吃完，赶着上

站台，迎接经过这里的唯一一趟绿皮小客车。呼鲁斯太车站没有客运业务，

旅客都是上车补票。平时的安全检查，都落在谢明奎一个人身上。春节过完

正是返程高峰，谢明奎只能一件件行李检查，查验里面是否夹带危险品。

　　呼鲁斯太是蒙语“芦苇生长的地方”，刚到这里时，这里的荒凉让生长在

“天府之国”的谢明奎难以忍受。谢明奎告诉记者，日子久了也渐渐喜欢上了

这里的荒凉。巡线走上几公里遇不到一个人，就唱唱歌，跟自己说说话，没有

人听到，但大山听到了。谢明奎知道，干任何事情，都得有股子热情。当过铁

道兵的他，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修建铁路时，身边的许多战友都倒

下了。他是铁路民警，替那些战友守护铁路的平安，是他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30年，这63公里的煤炭大动脉，没有发生过一起因治安原因引起的行车

事故；30年，这条铁路承载着宁夏经济振兴的梦，越来越迸发活力。而谢明

奎，把30年的心血都洒在了这条铁路线上。山里的风像刀子，在他脸上刻出

道道皱纹；山里的日子像流水，把他的头发渐渐漂白。但是，只要行走在铁路

线上，只要听到身边火车的轰鸣，他就又精神抖擞，浑身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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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本报通讯员 胡勇

　　

　　“老乡，睡觉时记得把贵重物品贴身放。”

　　“小朋友，咱们赶紧把口罩戴好，乘坐火车出行一定要做好

防疫工作。”

　　……

　　表面上看，一句句简单的提示，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然

而，如果一个人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简单的事情坚持干29

年，那么无论多么简单的事情都被加上了一层不一样的光芒。

　　张朝华，59岁，现任重庆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四级高级警

长。自1993年3月从重庆南押运队调到乘警支队后，在乘警的岗

位上干了29年，没叫过苦、没喊过累、没犯过错，与他共事过的

民警、列车员对他的工作都是交口称赞。

　　从警32年，张朝华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获个人嘉奖5

次，先进共产党员8次，优秀人民警察3次，被成都铁路公安局评

为安全保卫岗位标兵1次。

　　张朝华是个很细心的人，工作中他会用心观察眼中所见每

个细节，处理好每一件工作。用他的同事李成的话说，“张警长

是一个很‘较真’的人，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从不懈怠。”

　　1月18日，张朝华在值乘的列车上开展巡视时，发现一名女

孩在车厢连接处徘徊，且无成年人陪同。张朝华立即警觉起来，

走到她身边，轻声问：“姑娘，你爸爸妈妈在哪呢？你怎么一个人

站在这里啊？”

　　女孩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地不愿意透露任何信息。张朝华

见状将她带到餐车，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并一直安慰她，渐渐地

女孩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

　　“姑娘，有什么事情，可以给叔叔说，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张朝华的安抚终于让女孩愿意开始交谈。原来，这个16岁的小

陈家住贵阳市云岩区，因被父母责骂而一时气愤离家出走。上

车后，她才感觉到害怕，可又不好意思找人求助和联系父母。

　　张朝华了解清楚基本情况后，根据小陈提供的信息与其父

母取得了联系，早已心急如焚的父母在得知自己女儿安全后喜

极而泣。列车到达凯里站后，张朝华将小陈平安交给早已等候

在站台的父母。

　　告别时，小陈向张朝华保证，“张大叔，谢谢你一路开导我，

我以后不会再和父母赌气离家出走了，祝你新年快乐！”

　　年近花甲的张朝华在工作上从不拈轻怕重，随叫随到，没

有一点点临近退休的样子。

　　去年12月25日，张朝华在值乘途中不慎患上了重感冒。支

队领导原准备安排休班民警代替他值乘，但张朝华说：“队长，

还有半个月春运就开始了，很多同事还要跑其他列车，这次休

息了，下次什么时候能休息就说不准了。在这个岗位上我已经

干了29年，出乘次数也没几次了，就让我上吧，我保证保质保量

完成任务！”

　　然而第二天，张朝华值乘的列车在返回重庆时，恰好遇上

大雪天气，列车晚点近6个小时都没有收到发车信号。车上的旅

客开始变得焦躁不安，甚至个别旅客还带头吵嚷着要求退票。

　　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张朝华抱病组织客运职工逐一

向旅客解释，并为部分身体不适的旅客送上药品。听到张朝华

沙哑的声音和满头汗水，车内旅客的情绪渐渐平复，带头吵嚷

的旅客也安静地回到座位上，问题在张朝华的努力下圆满

解决。

　　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朝华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做法，

摸索出“五察”工作法，给刚到乘警支队工作的青年民警提供了

很大的帮助。29年来，张朝华抓获各类违法嫌疑人500余名，帮

助旅客找回遗失财物数千件，挽回经济损失上百万元，找回离

家出走未成年人70余人。他的徒弟有7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有13

人成为公安处的骨干力量。

　　作为一名乘警，张朝华工作兢兢业业堪称职业典范。但张

朝华内心却对家人抱有歉意，不只是29年来他极少陪家人过

年，还有妻子因病几次提出让张朝华陪她去医院检查，张朝华

都因为工作而食言。“明年开始，我都可以在家过除夕了，有的

是时间带孙子、陪老伴。”多次对家人食言后，张朝华向家人作

出了“美好退休生活”的承诺。但熟悉他的人都明白，他的一言

一行，都表露出了他对这份职业的不舍。

张朝华：细心又较真的“老乘警”

  图为张朝华对列车餐车的消防设备进行检查。

本报通讯员 苟国力 摄  

  图为李军骑马巡线，守护平安。 林祥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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