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4岁的张立忠， 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工电大修段北京线路大修
一车间的副主任。 作为一名子承父业的 “二代大修人”， 张立忠继承父辈苦干实干、 爱路
奉献的传统， 从线路工、 技术员到工班长、 副主任， 在大修施工一线摸爬滚打30余年，
几乎跑遍了集团公司管内的所有线路。 凭借着对施工安全的执着和辛勤付出， 他先后获
得集团公司建功立业奖章、 集团公司先进生产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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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给父辈丢人”

1991年 ， 23岁的张立忠接了父亲
的班， 成为一名线路工。 “我第一天
上班时， 父亲特意叮嘱我说， ‘好好
干， 别丢我的人’，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
心里。” 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张立忠记
忆犹新， “不能给父辈丢人” 这句话，
也深深烙在了张立忠的心里。

“天气热了， 容易发生胀轨 ， 钢
轨拉伸必须达到预定值， 一点也不能
少， 锁定轨温必须准确。” “这处轨距
不合适， 抓紧来调。” ……多年的工作
经验， 养成了张立忠爱较真和雷厉风
行的工作作风。 他参加工作33年， 担
任施工负责人10年， 参加过大小施工
百余次， 从未发生过一次违章。 每次
换轨施工作业， 他必亲自参与方案措
施制定和标准落实， 严把施工安全质
量关 。 “这个差一点 ， 那个差一点 ，
整个施工下来， 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
了。” 张立忠说。

按照北京局集团公司部署 ， 在
2023年换轨集中大修中 ， 首次利用机
械换轨车在京沪、 京广等繁忙干线开
展作业。 这对主管换轨施工的张立忠
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繁忙干线车
流量大、 封闭施工时间有限， 同时京
广线又是夜间施工， 机械化换轨虽说
劳动强度降低了， 可实际上， 对施工
负责人以及操作手的业务水平要求也
相应提高了。

为了熟练掌握机械化换轨技能 ，
张立忠做足了功课。 他主动总结此前
在京通、 京原线机械换轨装置的使用
经验， 并与车间主任、 技术骨干多次
推演机械换轨车运行路径、 作业组织
等， 精心编制施工方案和施工图。 那
段时间， 张立忠晚上盯施工， 白天翻
图纸、 找资料 ， 不断摸索、 总结、 改
进…… “整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 。 ”
“机械化换轨是新领域， 施工组织、 技
术规范、 管理制度等知识都要重新学
习， 年龄大了， 记忆力不好， 我只能
笨鸟先飞了。” 张立忠坦言。 一句 “笨
鸟先飞” 难掩张立忠心头的压力， 学
习新技术要带头， 顺利使用好新技术
的同时还要确保车间所有职工的安全，
此外确保施工线路运营安全更是重中
之重， 不能有半点马虎。

“间距误差要在毫米以内”

铁路换轨施工， 让人很难想到的
是看似粗放， 要求却特别精细———两
股轨 道 间 距 误 差 在 毫 米之内 。 “为
什我们的高铁跑起来速度那么快， 但
是却很稳， 放一杯水都没问题呢？ 这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轨道铺
的 好哇 。” 张立忠笑着道出了其中的

“玄机”。
作为施工负责人， 张立忠每次施

工都全程参与、 慎之又慎， 丝毫不敢
有半点懈怠。 1500米左右的换轨地段，
他要走上好几个来回， 调查工作量走
一遍、 跟随轨道车走一遍、 施工完毕
检查线路质量、 确保无工具遗漏再走
上一遍…… “现场工作容不得马虎 ，
如果现场管理不到位， 即使有再完美
的施工方案也没用， 检查现场执行情
况， 把控好诸多关键细节， 才能让实
际生产无限趋近于施工方案。” 张立忠
憨厚地笑着说。 他总是把 “多走一步，
多看一眼” 挂在嘴边。

2023年 “五一 ” 过后 ， 正在开展
的丰沙线机械化换轨又让张立忠操碎
了心。 丰沙线山区线路， 环境条件复
杂， 大长隧道、 钢梁桥、 小半径曲线、
曲线外轨超高等特殊情况更是让机械
化换轨工作举步维艰。 有着多年施工

经验的张立忠深知， 这场 “硬仗” 需
要更加强而精细的组织施工。

“我们都知道， 机械换轨车在曲
线地段走行过程中， 新旧轨同步更换
时， 上股轨会越换越长， 下股轨越换
越短， 这样容易造成钢轨接头处不能
对齐方正、 容易错位”。 为使新轨顺利
入槽， 张立忠多次组织技术骨干、 班
组长及各岗位操作手召开碰头会， 确
定由撞轨器 、 拉伸机与换轨车加人
工撬轨同时配合的方式， 解决小半径
曲线换轨难题。 同时， 钢轨焊接时采
取上股撤胶垫 、 下股垫胶垫的方法 ，
减少曲线超高带来的影响， 保障焊车
平稳。

施工中 ， 张立忠更是寸步不离 ，
从车列运行 、 出旧入新到拉伸锁定 、
起点焊联……每一道施工工序 ， 他都
严格盯控， 确保施工组织到位、 方案
措施到位、 安全卡控到位。 用他的话

说 ， “节骨眼儿上 ， 只有盯在现场 ，
心里才踏实”。 在他的带动下， 车间职
工共同努力， 高标作业顺利完成了换
轨大修任务。

“确保每趟列车平稳驶过”

作为二代大修人 ， 张立忠小时候
就 已 经 熟 悉 了 铁 路 人 的 工 作 方 式 。
“我小时候， 父亲就是一年见不了几次
面的人 。 我上班后 ， 也是顾不上家 ，
一个月20多天吃住在单位， 之后在家
歇个五六天。 赶上忙的时候俩仨月回
不了家。” 说起工作性质， 张立忠有些
无奈。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喜欢上这
份工作， 家人也都能理解和支持他。

工作中， 张立忠提前工作的意识
特别强。 “作为一名大修人， 一定要
有提前意识， 像我一般会提前三天安
排准备任务 。 因为我们施工的线路
都是已经投入使用的线路， 接到上级
安排说， 这几个小时没车经过， 可以
施工， 我们就立刻投入工作， 封闭作
业 ， 这时候不管是骄阳 、 还是下雨 ，
必须冲上去， 不能停， 否则就会影响
进度。”

所以， 在张立忠的脑子里 ， 始终
绷着一根弦， 那就是确保施工安全的
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推进。 “老张有一
股 ‘爱较真’ 的执拗， 干啥事都坚持
高标准， 责任心那没得说。” “我们都
喜欢和老张搭配干活， 所有的风险点
他都能够考虑到 ， 与他搭档心里踏
实！” ……张立忠是同事们眼中最好的
“工作搭子”。

工作上， 张立忠严格 、 认真 ； 生
活中， 张立忠却是一个脾气温和 、 平
易近人的人。 很少回家的张立忠和同
事们平时吃住都是在宿营车上。 张立
忠跟记者介绍 ， 因为他们得跟着线
路走， 哪里有活去哪里， 所以平时他
和同事们吃住都是在宿营车上， 宿营
车类似以前的绿皮车。 以前车厢只装有
一个小电扇，夏天热，冬天冷，如今车里
安上了空调，生活条件提高了不少。

由于朝夕相处， 他跟同事们处的
就像亲兄弟一般。 “能不亲吗？ 一年
200多天都待在一起 ， 比陪家人的时
间都长 ，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啦 。” 张
立忠笑着说。

一眨眼30多年过去了 ， 当年的小
伙子再有几年就可以退休了 。 时下 ，
张立忠终于可以用实际行动回答他对
父亲的承诺了， 也回答了自己对选择
的承诺 。 与铁轨打了30多年的交道 ，
在张立忠眼里铁轨早已不是冰冷的 。
每每更换钢轨时， 就会有一节节车厢，
一张张笑脸从眼前一闪而过。 看着无
数的列车安全驶过， 这就是张立忠最
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杨琳琳/文 彭程/摄

张立忠:

实实干干家家扎根在轨道施工一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