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转”列车大数据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本报通讯员 赵海花

每天利用接口监测终端，从 800万～1000万条语音和业务

类数据中查找偏差，分析潜在网络隐患，制定优化措施，确保重

载铁路跑得稳、高速列车跑得快，这是 95后高博工作的日常。

入职 5年，从通信“小白”蜕变为“玩转”铁路大数据的无线

网络优化分析骨干，高博先后参与郑太高铁通信网络组建、大

秦重载通信网络改造等大型施工项目，如今他已是中国铁路太

原局集团公司太原通信段技术支持中心数据分析工区工长。

在郑太高铁通信网络组建项目的历练尤其让高博受益匪

浅。郑太高铁纵贯太行山脉，沿线地形复杂，弯道隧道较多。

为了保障开行的高铁列车通信质量良好，准确接收行车调度指

令，白天，高博通过网络接口监测实时盯控车机联控数据，不间

断监测网络信号电平质量；晚上，他背起 10多公斤重的频谱干

扰测试仪、定向天线、测试手机等仪器仪表，抓住天窗点，在铁

路沿线逐段排查、解决影响无线网络环境的干扰源。

勤学苦练之下，高博技能日益精湛，在太原局集团技能竞

赛中夺得 GSM-R无线通信网络维护个人全能第一名。

高博所在的数据分析工区担负着太原局管内大秦重载线

路、大西高铁、张大高铁等客运、货运重点线路的 GSM-R 无

线通信网络优化及数据分析工作。成为工区工长后，他针对

基站设备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通信中断隐患，带领工区技术骨

干搜集大量一手数据，逐条比对，从数据中找变化点，准确定

位问题缺陷，积极联系厂家进行优化升级，为铁路通信网络设

备稳定运行提供了可靠保障。

庞杂、枯燥的数据分析，考验着高博的责任心。对大秦重

载列车进行数据分析时，他发现，核心网络设备在特殊情况下

会大量吞没数据，造成通信异常。通过对异常数据的逐帧分析

判断，他准确定位问题原因，新增数据校验功能，消除了因偶发

数据位误码导致大量机车车地联系丢失的安全隐患。

今年，高博迎来了担任工长后的第二个春运。为了保障

春运期间大秦重载电煤保供和高铁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高博

提前 1 个月，利用 12 个天窗点对重点区段进行全方位的无线

信号数据收集，通过调整频点参数、天线方位角，定位处理 3
处网络隐患，护航春运列车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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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梁淑芳 景双善

围绕车身走一圈，检查轮胎和机械设备

状态，清扫车厢，上车出发，这已成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五部

42车队 301路公交车驾驶员李强每天出车前

不变的工作习惯。

52岁的李强开公交车已经 27年，行车里

程超 40万公里。得益于总结出的行车“数字

宝典”，他始终保持着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

的纪录。日前，李强荣获交通运输部、中华全

国总工会联合表彰的 2023 年“最美公交司

机”称号。

20.5公里线路，每趟都当第一次跑

记者见到李强时，他刚好跑完一趟车。

301 路公交车从和顺花园至乌鲁木齐站

南广场，全线 20.5公里，共 34个站点，单趟 85
分钟。“信号灯 45 个，右转弯 11 个，左转弯 9
个，学校 8 所，医院 4 家，大型商圈 2 个……”

李强对于整条线路早已熟记于心。

尽管如此，他依然每天都把这条熟悉的线

路当成是第一次跑。平日里，李强把路口、上

下坡的注意事项都记录在本子上，每次出车前

都会对照笔记本“预习”一下线路。“这是提醒

自己要时刻小心，也是对乘客负责。”李强说。

301 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位于乌鲁木齐站

南广场，每日客运量较大，比起其他线路，要

提前出车 1个小时，晚收车 1个小时。特别是

春运期间客流量大，特早班和特晚班的司机

都感慨“吃不消”，然而李强却主动申请加入

车队。为了方便工作，春运期间，他干脆住在

员工宿舍。

“调度给李强派车，他从不讲困难，接受

任务最坚决，完成任务也最出色。”车队队长

穆志刚说。

每天4问好，多停30秒

为了体验“最美公交司机”如何服务乘

客，记者坐上了李强驾驶的公交车。

“中午好！”每上来一名乘客，李强都会如

是问好。他说，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拉近司

机与乘客的距离，有时遇上堵车，一句问候就

能让大家多一点耐心。“你像对待家人一样对

待乘客，他们也会更加理解你。”

穆志刚告诉记者，在早上、中午、下午、晚

上，每天 4 次向乘客问好已成为该车队驾驶

员服务乘客的标准做法。

记者注意到，公交车行驶到几个大站点

时，乘客上下车完毕，李强总会再停留 30 秒

才发动车辆。

“师傅，车站都没人了，为啥还要多停一

会儿呢？”跟着李强实习的徒弟吾斯曼·木依

丁疑惑地问道。

李强解释说，这条线路上学校、医院多，

特别是早晚高峰，多停一会儿，就能给赶车的

老人和孩子多留些时间。

一年冬天，李强准备起步离站时，发现车

后方大约 100 米处，有一位老人边招手边向

车的方向跑来。为了让老人放心慢行，李强

打开了双闪，提示老人不要着急。

“在站点等待老人期间，车厢内没有一个

乘客催促。”李强说。也是从那时起，他每到

特殊站点，总会有意多等几十秒。

“乘客们的微笑和感谢，让我感到满满的

幸福。”李强说。

每100公里节约5.76元

乘坐李强驾驶的公交车，乘客们都有一

个共同感受——稳。记者注意到，进出公交

站时，李强都会提前减速，靠车辆惯性滑行。

72岁的李桂英每周都要乘坐 301路公交

车去中医院开药。“李师傅对老年乘客很有耐

心，等我们坐稳了才开车。”老人对李强的服

务很满意。

对于乘客的点赞，李强表示，这源于多年

前的一次经历。

一次，一位老年乘客上车后对他说：“师傅，

拜托您开慢点，我的腰不好。”于是，李强一路轻

踩油门，开得小心翼翼。后来，他就开始有意养

成轻踩油门的习惯，时间长了，他在减速时也尝

试用惯性减少踩刹车带来的车辆抖动。

“公交车保持 30公里～40公里的时速行

驶最安全，也最节能。”李强说，公交司机的眼

睛就像一把尺子，如果前方路口的红灯即将

亮起或者即将进入站点停车，他会提前 200
米松油门减速，依靠车辆惯性精准在斑马线

或站点前停稳，这样一来，既能减少油耗，又

能避免车辆突然加速或减速给乘客带来不

适。久而久之，这些好的驾驶习惯，变成了节

能降耗上的具体数字。

5.76 元，这是李强行驶百公里节约的燃

料费和材料费。据统计，2023 年李强全年节

约燃料费 3507.5 元，节省材料费 1849 元。车

队有 30 辆车，李强每月的车辆能耗都是最

低的。

“开公交 27 年了，我还是喜欢这行。”李

强对记者说。

手 握 方 向 盘 27 年 ，李 强 始 终 保 持 着 零 事 故 、零 违 章 、零 投 诉 的 纪 录 ——

“最美公交司机”有本“数字宝典”

矿井里走出的全国劳模

肢体残疾、3次患癌，劳模赵永琢始终坚强面对，谱写了一曲鼓舞人心的生命之歌——

“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奋勇前行”

本报记者 李国

“我不想让任何一条生命在眼前消失，遇到需要救援的情

况，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下。”望着眼前奔涌而去的嘉

陵江水，“重庆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杨兴安对记者说。

1971年 11月出生的杨兴安是重庆 168义务救援队队长，他

的本职工作是渝中区嘉祺户外用品经营部的一名个体工商户。

挺拔的身材、黝黑的皮肤、齐整的短发，杨兴安给人的印

象是干练、沉稳、踏实。“起初只是爱好户外运动，后来就一头

扎进了公益救援。”近年来，他与同伴一道先后救起 13名落水

者，仅 2023年，就挽救了 6条生命。

2023年 3月，正在江边锻炼身体的杨兴安突然听到“有人

落水了”的呼救声，他转头一看，不远处，一名年轻女子正在江

水中沉浮……没有半分犹豫，杨兴安飞奔至江边一跃而下，跳

进了冰冷刺骨的江水中。

“虽然是枯水期，落水者离岸仅 10米左右，但正处于江心

边缘地带，再往前一点就是暗流和漩涡。”杨兴安回忆说，江水

寒气逼人，尝试抓住落水者肩膀失败后，他赶紧调整姿势，将

左手肘环在了女子的脖颈处，使尽全身力气把人往岸边拉。

救援途中，他多次完全沉入江水中，几乎命悬一线，靠着

一份不放弃的毅力，才终于在体力耗尽前的最后一刻，将落水

者成功救援上岸。此时，他已几近虚脱，全身被冻得发紫，前

来帮忙的同伴赶紧拉他上了岸。

杨兴安英勇救人的背后，是家人的担心与忧虑。“爸爸，早

点回家，不要在江边待久了”“遇到情况最好用工具救援，不要

自己跳下去”……多年来，家人时刻心系杨兴安的安危，每天

总要等到他回家吃晚饭才能安心。

水下环境复杂，光靠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2017 年，

为了汇集更多力量，杨兴安发动身边的桨板、跳水、冬泳等运

动爱好者成立了 168 义务救援队，在重庆李子坝抗战遗址公

园至牛角沱轻轨站沿岸，长期开展公益救援。

日前，记者来到 168义务救援队训练基地，20多平方米的

桥下空间，摆放着一个沙包、几对哑铃，墙角的置物架上，救生

圈、救生衣、救生绳等救生用品整齐摆放。“为了能在救人时保

持最佳体力，每次游完泳后，我们都会到基地进行力量训练。”

杨兴安说。

目前，救援队员已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20多人。大家不

仅自掏腰包购买了 10余支桨板，学习桨板救援技巧，还坚持每

天在江边开展救援演练。眼下汛期将至，大家每天轮班义务巡

逻，为往来群众科普防溺水知识，先后劝阻野游嬉水者数千名。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程志会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推开天津市劳动

模范赵永琢的家门，记者看到，68 岁的她正

在厨房里忙碌着。

只见赵永琢坐在轮椅上，娴熟地将白菜

切成花刀，再切成细丝。用凉水浸泡后，白

菜像凤尾一样张开，煞是好看。随后，她放

入糖、醋和小米辣等调料，一盘清脆爽口的

凤尾白菜便做成了。

喜欢做菜、热爱生活的赵永琢有着无比

坎坷的人生：1 岁罹患小儿麻痹症造成肢体

残疾、14 岁才学会站起来用双拐走路、两次

参加高考均因体检不合格未被录取、3 次罹

患癌症……

面对多舛命运带来的痛，赵永琢没有退

缩，而是勇敢面对，谱写了一曲鼓舞人心的

生命之歌。

“我要告诉世界，我行！”

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残疾人、癌症患

者、烹饪达人、歌唱爱好者……赵永琢拥有

多个身份，但是，她最想让人记住的身份还

是——劳动者。

赵永琢 1956 年出生。19 岁那年，她拥

有了第一份工作，在天津市河东区一家街办

工厂生产乐器零件。

“那时候，我负责手工锉手风琴零件，这

是个精细活，更是个体力活。每天定量要完

成 6 个零件，我一天能锉 8 个。”由于腿部无

力，赵永琢每天都累得腰生疼，回家躺在床

上直掉眼泪，第二天又坚持继续干。

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赵永琢觉得，虽

然辛苦，但是很值得。“我要用行动证明，别

看我身有残疾，但我有和健全人一样的能

力。我要告诉世界，我行！”

1982 年，赵永琢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

范荣誉。“劳模荣誉对我就像是勇敢面对生

活的冲锋号。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坎坷，感觉

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奋勇前行。”

在工作上“玩命”的赵永琢，在学习上也

从未向命运低头。

“我两次参加高考均过了录取分数线，

但都因体检不合格没被录取。”不服输的赵

永琢没有放弃，而是走上了自学之路。

她白天上班，晚上摇着轮椅去十几里外

的学校上课，风雨无阻。一次下课时，恰逢大

暴雨，她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满身都是泥水。

“两个好心的路人帮我把车翻过来，又

扶我上车，还送了我一段路。”深夜 11 点多

才到家的赵永琢，看到在家门口等待多时的

妈妈，笑着吟出了陶渊明的诗：“衣沾不足

惜，但使愿无违。”

1985 年，赵永琢通过了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获得天津外国语大学毕业证，成为天

津市第一个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残疾

人。“我当时‘跑’到学校门口大声喊，‘大学，

你也属于我。’”赵永琢回忆说。

工作之余，赵永琢学以致用，将涉及化

工、纺织、医药等方面的技术资料翻译成英

文和日文。酷爱文学的她还创作出版了文

集《心灵的探索》。

与癌共舞 重获新生

“去年，我做了 3次膀胱癌手术，我还患

有肠癌、肾癌，前前后后总共做了 6 次手

术。”在不足 10 平方米的卧室内，化着淡妆

的赵永琢用平静的语调告诉记者，仿佛在说

着别人的事。

2011 年，55 岁的赵永琢开始出现便血、

吐血等症状，医院诊断她患有肠癌，病情危

重，医生研判手术风险很大。

当时的赵永琢近乎崩溃。“我在病床上

整整坐了一宿，觉得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

给了我一个残缺的身体，又经历离婚，当单

亲妈妈。好不容易退休了，孩子也长大成人

了，可以安享晚年了，却又得了绝症。”

清晨，透过病房的窗户，她看到一轮红日

喷薄而出。那一刻，赵永琢感慨万千：“再难，

生活也要过下去，试一试也许还有生的希望。”

手术过程异常凶险，手术刀口长达 22

厘米，她永远失去了半个胃和一截小肠。

“患癌带来的疼痛，是健康人无法想象

的，仿佛身体里每个器官都在发出哀嚎。”赵

永琢曾住在重症监护室里，近两个月无法进

食，全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原先体重 120
斤的她，出院时只有 60余斤了。

“我也有过无助和绝望，甚至想过放

弃。可每当这时，就会想起之前用力活着的

每一天，我告诉自己，就当每次大病痊愈都

是一次新生吧！”她说。

养花、养猫、做衣服……与癌共舞的同

时，赵永琢将每一天都过得精彩纷呈。

她尤其喜欢做饭，能做出 100 多种菜

品。“今年的年夜饭，我做了 8 道菜，还做了

十几盒扣肉和肉皮冻送给朋友们，感谢他们

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命运以痛吻我 我却报之以歌

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三八红旗手、

两次获得全国自学成才奖……多项荣誉加

持的赵永琢一直很低调，甚至很多朋友和同

事都不知道她辉煌的过去。

赵永琢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社区消夏晚

会等活动中。“我要为自己发声，为残疾人发

声，更要为幸福生活发声。”当别人称她“赵

老师”时，她的内心总是充满骄傲和自豪。

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每天，

我会花 1 小时在线上学习声乐，早、中、晚 3
个时段在家里练歌。”去年，赵永琢花费

1000 多元添置了蓝牙音箱，还为话筒配上

了颜色亮丽的保护套。

只要天气和身体允许，赵永琢都会去天

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唱歌。“唱完歌后，我的

心情特别舒畅，对身体恢复有益，最主要的

是能给听歌的人带去快乐。每次我唱歌，周

围都有很多人在听。”

坚强的赵永琢也有脆弱的时候。“虽然

每天像打鸡血一样激情澎湃，但是夜深人静

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心灵疲惫。恨不得有

人给我力量，扶我起来面对人生。”在日记

里，赵永琢吐露着心声。

“今天，天津市总工会领导来家里慰问，

我们越聊越投机，还一起唱了《今夜无眠》《洪

湖水浪打浪》”“庆‘七一’晚会上，我独唱了

《军港之夜》，台下掌声雷动”……在短视频平

台和微信朋友圈，赵永琢用文字和视频记录

下每天的生活，向身边的人传递着正能量。

如今，作为天津市新时代劳模宣讲团的

一员，赵永琢将站上更大的舞台。

“我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是我能拓

展生命的宽度。”赵永琢说，她会继续放歌新

时代，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之火照亮自己

和他人的前行之路。

图②：1977年恢复高考，赵
永琢在考场认真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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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7年，赵永琢（左
三）在参加一次书画联谊会时
获赠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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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集团新屯
矿-190 水平绞车房，新屯矿机电区副区
长、全国劳动模范顾博正在用游标卡尺测
量钢丝绳的直径，保障井下作业安全。

2007年，顾博从技校毕业后就在新屯
矿当维修电工，长年奋战在阴冷潮湿的井
下。随着智能化矿山建设的深入推进，顾
博在努力提升技能水平的同时，不断学习
智慧矿山建设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所学提
高所在矿山的智能化水平。

如今，35岁的他已经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煤炭行业综采维修
电工技术状元等荣誉，成长为矿山的技术
骨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的全国
两会上，他提出“提高煤炭职工技能水平、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建议，为煤炭行业高质
量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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