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指针，又一次指向“春运”刻度。

一 年 一 度“ 人 类 史 上 最 大 规 模 的

迁 徙 ”开 始 了 。 天 南 地 北 回 家 的 人 们

将目光同时聚焦到各地的火车站。作

为 特 殊 地 标 ，广 州 火 车 站 是 观 察 中 国

春 运 的 最 佳 窗 口 之 一 ，铁 路 部 门 都 说

“全国春运看广州”。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每年春运，武

警广东总队官兵都会默默守护在这里。

对他们而言，春运执勤，不仅是守护广州

站，更是守望那一趟趟开往春天的列车。

春运的声音

周围一片嘈杂。

中队长梅小龙看到哨兵张了张嘴，

却没听见说什么。

在广州站候车大厅执勤，梅小龙有

时感觉像在家乡赶集。四周遍布匆匆的

脚步声、朋友之间的谈话声、游客的问路

声……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变得格外

吵闹。细细品味，梅小龙在这吵闹声中

听出一种别样的旋律，他觉得这就是“春

运的声音”。

火车进站，响亮的广播声引导着旅

客有条不紊地前进。“我们的作用就像广

播，助力这些回家的脚步。”梅小龙说。

每天夜里，梅小龙都会查哨。相较

于白天的吵闹，夜晚的广州站会安静许

多。事实上，从戴上口罩执勤开始，广州

站变得前所未有的冷清，“有种不真实的

感觉。”任务多、睡眠少、精神高度紧张，

梅小龙觉得，那才是春运执勤的状态。

备勤室是梅小龙最劳神的哨位。这

里不仅空间狭仄，还需要全天值守，有时

换班战友来不及返回，只能在这里和衣

入眠。房间是临时改造的，之间用木板

隔开，上面是车轨、下面是车库、外头是

人群。每当列车经过，木板总会嗡嗡作

响。

“时间久了，大家已经离不开这些噪

音，安静下来反而不习惯。特别是晚上，

枕着轰鸣的列车声，仿佛伴着一首小夜

曲，大家依然能酣然入梦。”曾有战友这

样和梅小龙说。

春运执勤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春

运执勤官兵 24 小时坚守岗位，他们一天

至少站 3 班哨。其间，需要穿常服和皮

鞋，采取立正或跨立的姿势执勤。无情

况无任务时，他们基本不说话，通常只会

看和听。

一次，耳边响起哭喊声。上等兵罗

光超主动上前询问，原来是一名小女孩

和妈妈走散了。罗光超立刻拉着小女孩

的手，开始找妈妈。终于，经过 4 个多小

时努力，母女在进站口的警务亭重逢。

还有一次，耳边传来争执声。上等

兵钟史煌记得，有一名旅客来晚了，退不

了票，便和咨询人员起了争执。吵闹声

让他警觉起来，开始向咨询台靠拢。如

果发生冲突，他必须立刻制止。后来，经

过他的耐心劝解，那名旅客安静下来。

在所有春运的声音里，钟史煌喜欢

听火车到站后的声音——“绿皮车会发

出汽笛声，还有哐当哐当的声响；动车不

鸣笛，但隐约能听到列车摩擦铁轨的声

音。”背对着铁道执勤，通过声音，他发现

除夕这天的列车数量有所变化——平日

里一班哨会经过 8 至 9 趟列车，但是这天

只来了 6 趟列车。

站台哨是唯一可以看到列车的地

方。在那里巡逻，中队长李晓民通常会

将视线集中在人群中，他必须及时发现

并阻止任何特情的发生。一次在站台执

勤 时 ，一 名 四 五 岁 的 小 女 孩 掉 到 轨 道

上。汽笛声传来，火车即将进站，台上乱

成一片，谁也不敢跳下去。站台哨兵发

现后，没有丝毫犹豫，跳下去把人救了出

来。

最让李晓民感动的是春运执勤前的

报名。报名就意味着春节不能回家过

年。他通常会把大家集合在一起，让愿

意参加执勤的官兵举手。这时，队列里

只会传出一种声音——手掌摩擦裤缝的

声音，所有人齐刷刷地举起手来。

“开往重庆方向的 K202 次列车马上

就要进站了，请乘坐 K202 次列车的旅客

尽快到 5 号检票口检票上车。”广播突然

提起自己的家乡，李晓民内心一颤——

今天是除夕，正是全国人民的团圆时刻。

“到零点了吗？”李晓民习惯性地向

广州站大楼顶端寻找时间。那是高 4.5

米、宽 5 米的广州第一钟，也是中国铁路

车站最大的电钟。

指针还未重合。李晓民又将视线拉

向钟表上方“广州站”3 个大字，在它的

两侧，“统一祖国，振兴中华”8 个字更是

气势磅礴。

赤红的大字照亮了深夜的广州站，

也点燃了李晓民的内心。从排长到中队

长，6 年时间只回家过了一次春节，其他

5 次春节都在春运执勤岗位上度过。不

过李晓民明白，正是由于他和战友们的

坚守，一同“点亮”了乘客们的回家路。

指针归零，钟声响起，仿佛广州站的

心跳声。李晓民和战友们依旧坚守在岗

位上，默默守护着这里。听着春运的声

音，他们身姿挺拔、目光坚定。

春节的味道

站在人群中，下士魏冰闻到一股泡

面味，突然有些开心。

候车大厅里，喜欢吃泡面的人已不

多，现在的年轻人在方便食品上有更多

的选择，但魏冰始终对泡面有着一份特

殊感情。

有一次，魏冰因下哨延迟没有赶上

吃晚饭。那时刚刚入伍不久的他，正在

犯“思乡病”，索性选择了一个人在宿舍

里摸黑“躺平”。不承想，“吱呀”一声门

开了，班长为他端来一碗泡面，上面还盖

着两个金黄金黄的煎蛋。那一瞬间，魏

冰特别感动。那一碗泡面，也是他吃过

最好吃的泡面。

现在，魏冰成长为一名班长。如果

发现有战友没吃饭时，他也会端上一桶

泡面，将这个传统慢慢延续下去。

同样对泡面有着浓郁感情的还有上

等兵高飞。每当看到一些吃泡面的打工

人时，他总会想起自己的父母。入伍前，

高飞的父母在东莞电子工厂打工。春节

前，父母就会加入春运的人潮中。他们

的身上，总少不了几桶泡面。

闻着熟悉的泡面味，高飞盘算起离

家的日子，已经 15 个月了。他忍不住地

向站台张望，想象着这些在外打拼的人

们与家人团聚的场景。“曾经，有战友守

护我的父母；如今，就让我守护更多人的

父母。”他默默许下诺言。

在食肆环绕的候车大厅执勤，哨兵

们会嗅到很多“诱惑”：有牛肉面的清香、

迷你火锅的麻辣香、过桥米线的浓香、石

锅拌饭的蒜香……

“ 这 些 香 气 再 诱 人 ，也 不 是‘ 年 味

儿’。”首次参加春运执勤的下士余庆志

说。空气中飘荡的香气，让他不由自主

想起以往春节时的场景——

父亲切好葱花，调好底料，母亲捞出

煮好的面条，用大勺舀满热油一泼，顿时

满碗沸腾、香气扑鼻。年夜饭必不可少

的油泼面，寓意着新一年的红火团圆。

“有了家的味道，才能称之为‘年味儿’

吧。”余庆志说。

今年，官兵们还见证了一对“神仙眷

侣”的春节。参谋葛东谋和妻子吴建芳都

在武警部队服役。他们穿着相同的服装，

有着共同的追求，着实让身边人羡慕。

那天，葛东谋正在火车站查勤，手机

铃响，是妻子的来电。

“东谋，你在哪？我也在火车站。”电

话里，妻子的声音依旧清脆动听。

循着妻子的方位找去，葛东谋一眼

便瞧见了笑盈盈的吴建芳。为了春运，

俩人已经几天没见了。妻子的笑脸，就

像一抹暖阳。

这天，妻子来火车站检测执勤通信

系统。知道丈夫胃不好，她特意准备了

小米红豆粥和胃药。

15 分钟，短得连坐下喝杯热水都要

省 略 ，但 也 长 得 足 够 让 两 颗 心 感 到 温

馨。对他们而言，这个春节陪伴火车站

的时间，远比陪伴家人的时间长。

临分别时，吴建芳拿出手机给丈夫

看一段视频。那是儿子得知妈妈要来看

爸爸，特意录的。方寸屏幕中，孩子左手

比心，右手点赞。那调皮可爱的样子，让

夫妻俩眼眶微微发红。

望着妻子的身影渐渐融入人群，葛东

谋耳畔萦绕着她那句话：“团圆很难，也很

简单。你守着大家，我守着你，就是团圆。”

春节是什么味道？可能是班长递来

的泡面、父母煮好的油泼面、妻子送来的

小米红豆粥。他们藏在关于春节的记忆

里，藏在春运的执勤中。

春天的颜色

白色的“复兴号”驶进站台，上等兵

郭灿坤注意到了白色车体上的红色条

纹。这位刚刚考上美术学院就选择入伍

的战士，对色彩有着天生的敏感。

记得刚下连时，郭灿坤本想拿起画

笔，用色彩定格军营生活的美好。可没

过多久，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没有快意恩仇的战场厮杀，没有诗

情画意的金戈铁马，只有站不完的哨、上

不完的岗、看不尽的人。艺术需要新鲜，

需要灵感，可枯燥的执勤让郭灿坤一度

失去了拿起画笔创作的激情。

“这就是军人的生活，平凡却并不平

淡。”在战友们鼓励下，郭灿坤摘下“有色

眼镜”，试着用崭新的目光去打量眼前的

一切。渐渐地，他发现隐藏在平凡之下

的感动——

上等兵姜北上哨时崴了脚，班里战士

自发轮流地帮他打饭、站岗。心里过意不

去的小姜没等脚好利索，便要求上哨。

排长林子栋的未婚妻是一名列车乘

务员，每次列车来站，林子栋都会跑到车

站上等待。拥挤的车站，也是小两口互

诉衷肠的浪漫之地。

为了看儿子一眼，中士王文运的父

母偷偷来到广州站，一家人就在车站广

场前的哨位上团聚。

……

眼前的一幕幕一帧帧画面，让郭灿

坤更加确信军人的世界是五颜六色的，

有象征卫士坚守的翠绿、象征恋人相守

的纯白、象征家人团聚的橘红……他拿

起画笔，将美好的瞬间镌刻在画纸上。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郭灿坤想起罗丹的一句话。

此刻，他突然明白了坚守的含义：守望幸

福，本身也是幸福。

如果在广州站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不少时代变迁的印记。从 20 世纪 90 年

代的电力机车，到和谐号、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不断经历更新换代，春运所需的

时间也在逐渐缩短。

与列车一同提速的，还有军人的尊

崇感。前几天的一次执勤，上等兵李佳

优遇到一位穿红色风衣的阿姨。她提着

行李，带着五六岁的女儿过来问路。当

得知取票点在远处时，母亲弯下腰，拉着

女儿的手，在耳边嘱咐道：“你待在这里

别乱跑，妈妈去拿票，有事就找武警大哥

哥。”随后，她将行李和孩子留在李佳优

面前，一个人去取票。

“军人”代表了什么？曾经的李佳优

“说不清楚”。但看到这位母亲的背影

时，李佳优似乎明白了——彼此素不相

识，却愿意将孩子托付给他，这是发自内

心的信任，这就是军人的价值。

李佳优感觉心里暖暖的，不仅仅是

因为身上的这身橄榄绿，或是口袋里的

一本士兵证，更是因为这种幸福感来自

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对军人的信任。

以前，李佳优觉得国旗很普通，似

乎在哪都能看到。但有一次上专业课，

看着窗外国旗杆上的国旗随风飘扬，他

越看越美，上课一向认真的他竟然有些

走神。

现在，李佳优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因为红色与五星红旗是一样的颜色。在

他眼里，红色也代表一种激情，一种生生

不息的力量，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为了让广州站这些“温情时刻”长留，

指导员王子平准备了一个日记本，在字里

行间中定格武警官兵的身影，并将其命名

为《春风集》。在他看来：战友们的守护，

如春风拂面，沁人心脾。

“复兴号”即将发车，满载千家万户

的牵挂驶向远方。此刻，年轻的武警战

士们军姿挺拔，用忠诚守护着万家灯火。

万家团聚的灯火，映红城市的上空，

也照进每一名不能回家的军人心底。不

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年的原因，李佳优觉

得“广州站”3 个大字格外红。

春运结束，春天就会到来。也许这

就是春运执勤哨兵的使命：守望，那趟驶

向春天的列车，一路畅通。

（采访中得到欧振宇、丁正立帮助，

在此致谢）

走近在广州火车站守护春运安全的武警官兵—

守 望 开 往 春 天 的 列 车
■黄定龙 滕福民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廖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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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的广州，暖意扑面。在武警老

兵冼文杰的日历上，2 月 25 日被画上了

一个明显的红圈——这一天是正月廿

五，今年春运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也

是冼文杰在广州火车站执行春运任务

结束的日子。

在这个中国人阖家团圆的传统佳

节 里 ，冼 文 杰 选 择 来 到 广 州 火 车 站 执

勤，这也意味着他不能与家人团聚。“一

家 不 圆 万 家 圆 ，万 家 圆 时 心 亦 安 。”他

说，百姓过节，我们站岗。

在广州站执行春运任务，武警官兵

们总会想起 2008 年一组占据了各大媒

体头条的照片——

那 一 年 ，冰 冻 雨 雪 灾 害 让 一 列 列

火 车 无 法 正 常 运 行 ，大 量 旅 客 滞 留 在

广 州 站 ，最 高 峰 时 超 过 20 万 人 。 拥 挤

的人潮从数十米外的高架桥延伸至火

车 站 广 场 。 一 眼 望 去 ，到 处 涌 动 着 黑

压压的人群。

于是，在那个春节来临之前，许多

部 队 官 兵 夜 以 继 日 地 坚 守 在 广 州 站 。

他们有的累得直接睡在地上、有的甚至

站着睡着了。

其中，4 名官兵站着睡觉的画面被

一名记者抓拍下来，之后被艺术家许鸿

飞做成雕塑，命名：九天九夜。

今后的春运不像当年那样人潮汹

涌，但在每一个团圆的时刻，依旧少不

了官兵坚守的背影——

火车驶进站台，返回家乡的人们在

出站口相拥而笑，那抹橄榄绿在欢声笑

语中默默守护。

人潮涌动的机场大厅，屏幕上不断

更新着进出港信息，那抹橄榄绿坚守在

川流不息的人群中。

来来往往的长途汽车、游轮客船，

载回了一批又一批归乡游子，那抹橄榄

绿呵护着他们匆匆的脚步……

他们，背朝着镜头。在他们面前，是

涌动的人流、匆匆的脚步和对团圆的渴

望。望着他们的背影，我们看到了他们

为了更多人的团圆付出的艰辛——汗水

浸湿的衣裳、冰雪堆积的肩头、使命感满

满的眼眸。

团圆时刻，他们有的要坚守到 2 点、

3 点，甚至到天亮……无论是漫长黑夜

还是烈日骄阳，他们都站得笔直挺拔。

那抹橄榄绿，是为旅客守候；那份坚守，

是为春运护航。

坚守，会让“家国”二字刻进骨头里。

坚守的 13 个年里，冼文杰与家人团

聚的时间屈指可数。其实他没有注意

到，在守护美丽风景的同时，他也成为

这美丽风景的一部分。

春运的背后，是无数像冼文杰一样

的子弟兵共同坚守的背影：广州火车站

的武警哨点、冰雪封冻的 5592观察哨、大

山深处的保障仓库……那是一排排挺拔

的背影，那是一张张刚毅的面庞。或许，

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越过他们的肩

头，你可以看到万家灯火和万家团圆。

每一个哨兵都是平凡的，他们和大

多数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家庭、自己

的喜怒哀乐。但每一个哨兵都是伟大

的 ，他 们 以“ 一 家 不 圆 ”换 来“ 万 家 团

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坚守的

背影从不缺席。

团圆时刻，那些坚守的背影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图①：除夕当天，武警官兵在广州火车站巡逻。程长英摄

图②：执勤中，武警官兵热心帮助旅客。杨 洋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