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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高温下的
车站调车人

炎炎夏日，温度高达三十六七摄氏度，

很多人会选择待在舒适的空调间里躲避高
温酷暑的折磨，然而，在远离市区的信阳北
站，却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着厚厚的深
色工作服，每天顶着火热的太阳，穿梭在空
旷而又凹凸不平的铁轨线上， 将南来北往
的列车厢进行有序的解体、溜放、编组。 他
们就是活跃在信阳北站上的调车工人，年
轻的张巍耀就是其中一员。

7

月
25

日
11

时
30

分左右，在北站工
作人员的指引下，穿过长长的铁路线，记者
见到了正在一线工作的张巍耀。远远望去，

头戴一顶黄色工作帽，身穿深色工作衣，瘦
瘦高高的他， 在空旷的火车轨道上格外显
眼。 “小张可以说是我们这里最帅的调车
员。 ”一旁的信阳北站调车指导邓强打趣地
说道。

时间接近中午，室外温度尤其高，不时
会有阵阵热浪袭来。站在烈日下，记者已经
是满头大汗， 但是张巍耀跟他的工友们却
丝毫不受酷暑影响，仍在有序地工作着。在
等待张巍耀的间隙， 记者尝试着用手摸了
一下铁轨， 炽热的温度， 让记者赶紧拿开
手，直呼“好烫”。 “这温度不算什么，你去摸
摸旁边的车厢，更烫人呢！ ”此时，工作暂时
告一段落的张巍耀来到了记者身旁笑着说
道。

“我们这些调车员最怕的就是冬夏两
季”，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张巍耀向记者
说道， 像现在这种天气， 火车皮温度特别
高，如果不戴手套，很容易将手烫伤。 而冬
天的时候，温度极低，万一手碰到车厢，能
扯下手心一大块皮。 他的一番话让记者听
得心惊胆战，但他自己却是一脸平静淡然，

或许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环境的缘
故。

张巍耀告诉记者， 从
2006

年入职以
来，他在调车员岗位上干了整整

7

年，现在
他已经是信阳北站一名调车长。这

7

年来，

他与工友们在远离市区的地方， 无论酷暑
寒冬，重复着单调的工作，“虽然辛苦，既然
干了就要干好！ ” 说起枯燥而又辛苦的工
作，张巍耀真诚地说道。

在简单地与记者聊完几句后， 接到指
令的张巍耀又匆匆赶往较远处的铁轨线上
继续工作，此时已经

12

时许，但一旁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张巍耀和他的工友们还
有至少

40

分钟的活要干。看着张巍耀他们
湿透的后背，为不再占用他们的宝贵时间，

记者只能中断了采访。 为了测试天气到底
有多热， 记者随手将水泼在沿路的铁轨和
火车皮上，可以看见水迅速地蒸发消失了。

“像小张这样的调车员，我们北站总共
有

20

人左右，年龄平均在
30

岁左右，年轻
人，能顶着烈日、冒着风雪做这些工作，真
的很不容易。 ”调车指导邓强告诉记者，信
阳北站是信阳车站管内宁西线上的一个编
组站，是目前豫南最大的火车编组站，又因
与京广线连接，也是个枢纽站。 目前，张巍
耀和工友们每

4

人分成一组， 白天黑夜轮
流上班，平均下来，他们每天能够接发列车
110

列，编组解编列车
12

列
~15

列。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 记者已是大汗淋
漓， 看着在烈日下仍坚持工作的张巍耀和
他的工友们，不得不心生敬意，他们无疑是
最美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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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 张巍耀正通过对讲机与同伴
沟通，认真工作。 本报记者吴楠摄

出租车普遍存在“潜规则” 该找零不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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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张勇）

23

日，市民杨
威像记者反映， 当日早上他乘坐出租车去
单位上班。 到单位门口时， 出租车计价器
上显示是

5.5

元钱。 他掏出
10

元钱递
给司机， 可是司机却找给他

4

元钱，多
收了

0.5

元。 “因为是区区的
5

角钱，张开要
怪难为情的。 但是，这

5

角钱是属于我的，

要不要是我的权力，司机应主动提出找零。

看着司机心安理得的样子，我特别生气。 ”

杨威说。

为验证杨先生的说法，

24

日中午，记者
下班乘坐出租车回家。 当出租车到达记者
家门口时，计价器显示

6.5

元。 记者拿出
10

元钱给司机，而司机却找给记者
3

元钱，只
字不提还要找给记者

0.5

元钱的事。随后记

者提醒司机： 计价器上不是显示
6.5

元吗？

司机说，现在谁还在乎这
5

角钱呀。

在采访中， 很多市民表示遭遇过乘坐
出租车司机不找零的情况。 “作为公共服务
行业， 出租车司机在营运过程中应主动提
出找零，虽然大家一般不会在乎

5

角钱，但
是，要不要是乘客的事，找不找就是司机的
服务态度了。 ”市民王先生说。

市民张先生说， 有一次他从湖东水厂
附近坐出租车到羊山和谐家园社区， 到达
后计价器显示为

12.5

元， 张先生向司机表
示没零钱了，给

12

元行不行，而司机却说
你拿整钱来我给你换零钱。 当时，张先生心
里非常不痛快。

“有时坐出租车计价是
5.5

元， 司机却

收
6

元，当你问他要多收的
0.5

元时，司机
反而以没有零钱来搪塞； 而当你提出给

5

元行不行，司机却不愿意放弃
0.5

元，这是
什么逻辑？ ”市民李女士说。

刚上班的万女士表示， 有些出租车司
机的素质很差，当乘客提出找零时，司机却
恶语相向。 她有一次打车时要求司机找零，

而司机却说“坐得起出租车还在乎
5

角钱
吗？ 掏不起钱就别打车，坐公交车便宜，你
咋不去坐？ ”

“现在很多出租车司机都是车主聘请
的， 这部分司机在营运过程中可能存在不
规范的行为。 但是，不管乘客提出或不提出
找零，出租车司机都应主动提出找零，并且
备足零钱，方便乘客换钱。 ”河区出租办
的夏主任说。

夏主任建议广大市民， 不要因为情面
而不好意思要那

0.5

元钱，这会助长出租车
司机不找零的随意性。

0.5

元钱对于一个人
来说无所谓，但是，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积
少成多就是不菲的额外收入。 只要乘客都
积极地向司机提出找零， 慢慢地就会杜绝
司机乱收费现象，同时，也能促进出租车行
业文明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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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滨河北路虹桥附近，一棵垂柳的巨大枝丫被大风吹断，落在沿河路上，占据了大
半个马路，过往车辆只好绕道通过。据附近一位垂钓者介绍，枝丫虽然堵住了交通，但过往行人
和司机们没有人将其挪开。正当记者打算尝试将枝丫挪开的时候，一位骑三轮车的老者在走过
枝丫后，又停下车走回来将枝丫挪开。 图为枝丫落在马路上的情景。 本报记者张方志摄

回馈社会 大爱无疆

———记全国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黄久生
� � � �

信阳消息
(

记者徐杰
)

在我们这个时
代，在我们的身边，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
站在社会道德的高地上默默无闻， 无私奉
献， 用他们的一言一行彰显着我们这个民
族的美德。

近日
,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进入候选人公示和投票阶段。 我市潢川县
农民工黄久生榜上有名， 成功入围全国第
四届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

黄久生，男，汉族，

1965

年
2

月生，中
共党员， 中建七局一公司项目部经理、

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
党支部书记。

黄久生是
700

位鳏寡孤独老人们共同
的儿子。 黄久生是个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的苦孩子，

6

岁时母亲去世， 留下黄久生和

4

岁的妹妹、

2

岁的弟弟。 父亲走街串巷修
锅补盆，十天半月难得回家一次，是乡亲们
东家一碗饭、西家一件衣把他们养大的。

13

岁的小久生曾在一个深夜， 用他稚嫩的肩
膀、往返

13

趟把邻居李奶奶家的水缸挑满
水。

18

岁出门打工，从建筑工地小工干起，

靠踏实肯干逐渐致富的黄久生， 内心时刻
激荡着报恩的情怀。

1996

年起，每逢年节，家乡的孤寡老人
和“五保”、特困、伤残老人都会收到黄久生
送来的衣被、米面、肉油还有现金，

17

年从
未间断过， 黄久生为此累计出资

230

多万
元。

2008

年，黄久生投资
45

万元在家乡双
柳树镇建设了一所敬老院。 入院的孤寡老
人，除国家发给的补贴外，其他费用全部由
他个人承担，包括养老送终。

黄久生不遗余力地支持家乡建
设，先后为援建家乡小学、修路、购置
医疗设备等捐款

310

多万元。 在郑州打
工多年的黄久生，看到老家来郑打工的
人虽多，但比较分散，工资被拖欠等权
益被侵害的事时有发生。 在黄久生的建
议下， “中共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
支部”成立。 农民工党支部积极为农民
工解决难题，仅讨薪一项，就为农民工
讨回

2000

多万元。

黄久生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入选“中国好人榜”。

本报记者吴楠实习生陈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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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举手投足之间能折射出一个人的素养，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能损害一个
行业的形象。 近年，我市一些出租车司机的不文明行为引发了市民的反感，进而影
响了整个出租车行业的形象。 出租车是我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窗口”，因此，出
租车司机更应该规范运营、注重细节，提高服务质量，在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维护
行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本报即日起推出“我市出租车行业不文明现象”系列报道，旨
在促进出租车行业文明行为的养成。

我市出租车行业不文明现象系列报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