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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杨斌是上海列车段沪港车队的
行李员。1983年，刚进入铁路工作
的杨斌做的是上海-乌鲁木齐列车
上的炊事员。1993年，在车上颠了
十年“大勺”的他“转身”成了乌鲁木
齐列车上的客运员，一做又是 4 年
多。1997年5月19日，沪港列车开
行，杨斌被抽调到沪港车队担任行
李员。

至今，杨斌还记得作为行李员跑
第一趟车时的情景：装卸工一斗一斗
拉行李过来，在上海站装车时，居然
有700件货物！“我吓死了，之前都是
跟旅客打交道，从来不知道行李会这
么多，当时就觉得，这个活我恐怕干
不了，这么多货要怎么装啊！”

与和人打交道的客运员相比，行
李员要“神秘”得多。很多人都觉得

行李员的工作很简单，但其实里面的
门道并不少。“光是行李的码放就有
很多要求，既不能超高，也不能堵门，
还要留出通道，要重不压轻、大不压
小、方不压圆，易碎品、易受潮品和不
同站点的货物码放都有讲究，码放时
还要防止货物坍塌。”杨斌说道。

沪港列车开通之初，旅客及其行
李物品是在东莞常平口岸办理出入
境手续，也就是说，东莞之前的中途
站都可以上下客及装卸行李，“那时
的行李量很大，一个往返要一千两三
百件。”行李多、装卸又频繁，行李员
身上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杨斌坦
言，刚开始出乘时他精神高度紧张。
碰到大站，停车也就十分钟，装卸的
货物却有一两百件，作为行李员既要
计数又要观察货物状态，一旦遇到问

题还得迅速解决，“丢一件行李就是
事故，不但自己要出钱赔，队里考核
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肯定不能弄
错。如果数字对不上，重新再来一遍
也要弄清楚。”

沪港列车最初单程需要 30 小
时，列车上配备2个行李员，每8个小
时倒一次班。刚开始，杨斌经常和搭
班主动实施“双班”，“大站装卸货多，
有些小站半夜治安又不太好，所以为
了确保安全，停站时休班的那个人也
会主动来看看。”

这种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大概
持续了一年半。通过慢慢摸索，一年
半以后杨斌终于掌握了行李员的“门
道”。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做行李员
22年来，他管过的行李从来没出过差
错，“这也是蛮不容易的。”

上海社会各界
迎新春慈善晚会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又是一年
除夕到，家家户户共团圆。昨晚，一年
一度的“温暖除夕夜——上海社会各
界迎新春慈善晚会”在玉佛禅寺举行。

晚会现场举行了一系列慈善捐赠
仪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上海玉佛禅寺
方丈、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理事长觉
醒法师首先代表上海玉佛禅寺、上海
觉群文教基金会，向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捐赠人民币200万元，用于关爱未成
年人的公益项目。同时，晚会现场还
举行了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玉佛禅寺
觉群专项基金”的揭牌仪式，标志着上
海玉佛禅寺在上海市儿童基金会正式
成立“玉佛禅寺觉群专项基金”。

同时，为感谢社会各界对“玉佛
禅寺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的关注和
支持，晚会现场还举行了颁奖仪式，
分别为觉醒法师颁发了“杰出贡献
奖”，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上海玉佛禅寺、共青团上
海市委员会、上海银行普陀支行、上
海觉群文教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玉佛禅寺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
管委会办公室等组织和机构颁发了

“优秀组织奖”。
晚会结束后，上海玉佛禅寺照例

举行了传统的撞钟迎新仪式，108响
梵钟，代表108声祝福。

百余“城市美容师”
除夕同吃年夜饭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春节来
临，当你与亲友团聚共享年夜饭。还
有一群人，他们如同忘却时间，在寒
风里，在忙碌中，坚守自己的岗位，为
了春节期间的城市整洁，守护着节日
里的城市。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用
自己的辛勤和汗水，在寒风中干净了
这座城市。昨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
夜，这些“城市美容师”继续坚守在这
里，为了让他们过一个团圆年，在他
们交接班之际，静安区总工会、静安
区城发集团以“团圆年夜饭 欢聚迎
新春”为主题，在环卫职工食堂，共同
举办静安工会向外来建设者致敬暖
心年夜饭活动。

昨天，静安区委书记陆晓栋，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叶
坚华与120余位一线岗位的环卫工
人欢聚一堂，同吃年夜饭，共迎新春
佳节。来自环卫嘉荣班组的一位职
工说：“能这样聚在一起吃顿年夜饭
真的很开心，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活
动现场，静安区领导与职工代表共切
迎新蛋糕，随后的慰问演出中，独唱、
相声、乐器演奏等精彩节目逐一呈
现，而现场的抽奖环节，更是将当天
活动气氛推向了高潮。

据悉，早在春节前夕，静安区总
工会采取多种形式送温暖。目前，该
区总工会已对在档的541名困难职工
发放帮困金69.87万元；开展“电话诉
亲情，温暖进万家”和“农民工健康医
疗补贴行动”，为1100名农民工发放
通讯、医疗补贴；为1308名退休职工
发放节日慰问金72.05万元。为全区
498名劳模发放春节慰问金25万元。

繁忙春运里的“孤独守护者”

列车行李员杨斌的第36个春运
今天是大年初一，很多人都阖家团圆享受着天伦之乐。而“老铁路”杨斌自小年

夜上班后，直到今天临近中午才能回到家。这是杨斌的第36个春运，也是他作为行
李员的第22个春运。在繁忙热闹的春运中，“掌管”着行李车厢的杨斌面对的是一
件件“无声”的行李，工作中他不能使用任何电子产品，不能抽烟，不能离开车厢，更
没人说话，堪称是火车上最孤独的“守护者”。“这么多年，家里吃年夜饭就少我一个
人的情况太多了，已经习惯了。”杨斌笑着说。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2003年10月1日，上海站出入
境大堂启用，旅客在上海站始发时即
办理出入境手续，相应的，沪港列车
的行李车厢从上海站始发时就完成
验关。“在上海站验关后，所有行李都
会关封，途中不再办理任何行包。”杨
斌坦言，行李“一站直达”后，他们的
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减小了很多，但工
作枯燥程度也明显提升。

杨斌的工作日常是这样的：检查
好行李的“车票”，确定好无误后，按
照物品的品类将它们在车厢里安置
好。火车开行后，每个小时到行李车
厢巡逻一次，并到固定的地方“打
卡”。到站后，确认好行李的数量，让
每件行李按时下车。虽然像对待旅
客一样对待每一件行李，但与面向旅
客的客运员相比，杨斌的工作就是一
部“默片”，不用说话，没有对答。

杨斌在行李车厢的“天地”是一

个3平方米的工作间，座椅前方是一
个瞭望窗口，列车行进过程中，他要
通过窗口时时观察车厢内的动态。

“这个长方形的小玻璃窗被我们戏称
为‘电视机’，瞭望车厢就是‘看电
视’。”杨斌介绍说，行李员当班时不
能使用任何电子产品，不能抽烟，不
能离开车厢，更没人说话，所以“看电
视”也是一种苦中作乐。

工作内容枯燥无味，再加上车厢
晃动和持续性的噪音，很容易犯困，
杨斌“抵抗”孤独和瞌睡的方法就是
喝茶。“白天还可以看看窗外的风景，
晚上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只能喝喝
茶。”杨斌笑称，在沪港线上跑了22
年，沿途哪个地方有什么风景他已了
熟于心，“都能背下来了。”他坦言，行
李员这个枯燥孤独的岗位，他们这些

“老人”已经做习惯了，但现在的年轻
人估计做不了。

20多年来，杨斌见证了车厢里行
李的“变迁”。由于行李车通风比较
好，以前春运时，旅客来往沪港两地
时会带很多特产，比如咸肉、咸鱼甚
至蔬菜。而近年来，随着两地生活水
平差距的缩小，行李车厢已基本见不
到这类物品。

更让杨斌感慨的是，随着快递业
的蓬勃发展，火车行李车厢的货物量
以看得见的速度在减少，致使行李车
也大量“下岗”，“以前所有既有车都
有行李车的，现在很多车都不挂了。”
现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高铁、动车列车为主，而高铁动车
都没有行李车，因此行李员的数量也
锐减。杨斌说，高峰时上海客运段的
行李员有一百人，如今只有30多人，
而上海客运段挂行李车的列车也只
剩了3趟，“估计再过几年，可能都没
有行李员这个岗位了。”

沿途风景看了22年都能背出来

跑了一年半才摸索出行李员的门道

杨斌正在登记行李。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