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狂风若无、 骄阳不
惧， 坚守在荒芜人烟的戈
壁荒漠， 将一腔热血倾撒
在临策铁路线上； 他勇于
探索、 敢于创新， 在安全
管理上摸爬滚打， 整理出
了一套 “独家秘笈”； 他爱
企如家、 关怀备至， 竭心
尽力帮助 “大家庭” 里的
每名员工。 他就是中铁六
局呼和公司运营维管中心
临策铁路维管段苏宏图车
间主任———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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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戈壁里闯出一片天

5年前， 刘军正式进驻临策铁路，
担任苏宏图车间主任。 “我干了30多
年的工程， 论起条件最艰苦就是这里。
我刚到苏宏图的时候， 一下车立马就
有一种想逃离的感觉。 方圆几百公里
看不到一处人家， 眼前只有一望无际
的戈壁沙漠， 就连正常的吃、 住、 行
都成问题， 更别说在这里长期干工程
了。” 谈及刚进场时的情景， 刘军有些
自嘲地说。

刘军工作所在的临策铁路是内蒙
古临河至新疆哈密铁路的东段， 线路
全长768公里， 穿越了内蒙古西部的巴
丹吉林、 亚马雷克、 乌兰布和三大西
部沙漠和戈壁荒滩， 常常是周围几百
里都是无人区， 真实的写照是 “天上
无飞鸟 ， 地上不长草 ； 十里一个人 ，
风吹石头跑； 夏天像火烤， 冬天像冰
窖； 一年不下雨， 半年沙尘暴。” 即便
是这样， 也没能阻挡这群建设者扎根
大漠的决心。

苏宏图车间组建初期， 由于大部
分员工未接触过维管知识， 147.5公里
的管段线路维管技术施教工作便落在
了刘军一人肩上。 虽然刘军曾接触过
类似工程， 但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管
理。 所以最初的日子里， 他将自己全
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铁路维管业务知识
的学习上。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跑去
职工书屋向书本汲取养分， 这一坚持
就是五年， 是有名的 “书痴”。

从最初的 “门外汉” 到现在的行
家里手， 他先后写下了8万多字的学习
笔记， 总结出了适用于临策铁路维管
的 “三个多” 安全管理办法， 即 “班
前多说一句， 班中多劳一会， 班后多
待一会”。 每天的班前点名时， 他都会
像个 “碎嘴婆婆” 一样， 总要将当日

工作项目、 具体要求和安全事项向班
组人员一一讲清， 让每名员工明确各
自分工； 在天窗点作业过程中， 他又
摇身变成了 “黑包公”， 哪个环节出现
了问题 ， 哪个人没有按照分工施作 ，
他都会毫不顾及颜面当场 “呵斥”， 并
亲自示范作业。 作业结束前， 他还会
在各作业点多转一转、 查一查， 确保
当日作业符合规范要求； 作业结束后，
他又充当起了 “家长” 一职， 将当日
的工作情况进行复盘回放， 发现总结
问题， 盯控整改形成闭环， 同时对次
日工作进行预演和部署。

这样的工作方式， 他同样坚持了
五年， 不仅帮员工们在维管作业过程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且确保了铁
路安全运营， 线路检测优良率， 合格
率均达到了100%。 慢慢地， 他带着车
间全体员工在这 “一亩三分地” 上闯
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远征路上铸“品牌”

刘军是一名 1991年退伍的 “老
兵”， 工作起来雷厉风行从不拖沓， 带
出来的队伍更是整齐化一， 有着钢铁
般的纪律。

夏日里 ， 烈日流火 、 热浪袭人 ，
室外温度接近40℃， 地表温度50多℃，
受钢轨、 石砟吸热影响， 线路设备有
时会高达60多℃。 然而这炎热的天气
并不会影响刘军的工作脚步。 接到调
度命令后， 他带领着作业人员身着黄
马甲， 拿上道尺， 扛起捣固镐、 方枕
器， 推着电动扳手便上了线路……

连续长达三个小时的作业时间里，
每走几步， 他都要弯腰弓背， 说蹲不
蹲， 说站不站， 甚至有时需要检查七
八公里， 处理几十处的线路病害， 这
个动作就要重复成百上千次。 抬钢轨、
移枕木 ， 黄马甲一次次被汗水浸湿 ，

又一次次被烈日烘烤晒干， 就这样一
圈圈的白色汗碱将黄马甲绘成了一幅
层次分明的立体地图， 见证着他过去
的辛苦付出。

寒冬中， 七八级的大风卷着沸沸
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肆虐袭来， 吹得
连眼睛都睁不开。 “应急小组， 请火
速赶往K365+300处， 对伤损钢轨进行
确认， 立即上道作业！” 接到管段内出
现重伤钢轨消息后， 刘军毫不犹豫地
说。 冬日的下午， 气温已降至零下20
多℃， 这群建设者毫不含糊的就冲向
了岗位， 任凭凛冽的寒风吹打在脸上，
哈气在口罩上帽子上迅速结冰……

经过几年的精心维修， 他负责的
管段线路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有
时检查个四五公里都很难找到病害 ，
有些限速地段取消了， 有些正常行驶
的地段提速了……如今， 临策铁路维
管已然成了公司在内蒙古铁路运营市
场的一项 “硬招牌”。

“特殊烙印” 育人才

从自己年轻时开始， 就深受师傅
的言传身教， 刘军深知培养对青年员
工职业生涯有多大影响。 只要是他培
养出的青年人， 身上都有一些 “特殊
烙印”。

第一个烙印是 “甘于吃苦”。 苏宏
图车间成立之初， 当时桶装水是定量
供应的， 只能饮用， 洗脸和冲厕所的
水都不够用。 最让人抓狂的是这里几
乎没有通信网络， 大家平日忙着上线
整修线路， 抽空想给家里报个平安还
要爬上楼顶， 到处去寻找微弱的信号。
这一切 ， 刘军看在眼里 ， 记在心中 。
为了让青年人守得住寂寞安心工作 ，
他带着大家搞绿化、 建大棚、 建活动
室、 建探亲房……如今的苏宏图车间，
不仅生活学习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驻

地大棚里的各种蔬菜也长势旺盛， 象
征生命的绿色真正在 “生命禁区” 中
焕发生机， 环境的艰苦锻炼出了能吃
苦的青年人。

第二个烙印是 “奉献精神”。 自参
加工作以来， 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
南北， 对于他来说， 施工一线就是他
的家 ， 家中的一切都是妻子在打理 。
说起爱人 ， 他总是感到愧疚和亏欠 。
但作为车间里的 “领头雁”， 他选择了
舍小家、 顾大家。 于是， 每当他向家
里报完平安后， 又继 续 投 入 到 了 紧
张的工作中 。 刘军的奉献精神深深
打动着青年人，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
家。

第三个烙印是 “团结一心”。 工作
中多变的他， 在日常生活中也扮演多
种角色， 有时像个贴心的保姆， 哪个
青年人早上不吃饭 、 工作状态不好 、
感冒发烧等情况都在刘军关心的范围
内 ； 有时他像个耿直的毛头小伙儿 ，
看到任何不公平的事发生在自己身边，
就会立刻上去主持公道， 不会因为别
人的眼光而胆怯退缩半步。 然而让青
年员工感触最深的， 是他那种亦师亦
友的感情。 在作业现场， 他会向青年
员工认真讲解线路上的专业知识， 把
自己多年来工作心得倾囊相授。 在生
活中， 青年员工在他面前也没有丝毫
拘谨， 彼此敞开心扉的谈笑风声， 谁
有心事都会第一个向他诉说， 他的寝
室时而是会客厅， 时而又是心理咨询
室。

大漠无垠， 寒暑有序。 5年间， 刘
军走过的路， 就像大漠戈壁中踩出的
驼印， 走得踏实、 走得稳健、 走得令
人忍不住击鼓高歌。 回首时， 那些历
程如同一幅幅剪影， 耐人回味。 这一
串串穿越 “生命禁区” 的驼印， 就是
对刘军最好的诠释和最高的致敬。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魏娜 郭志强

扎根大漠吐芳华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