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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3年没回家过年了。
家人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
为了保障列车安全运行和旅客
平安到家，我愿意坚守岗位！”寒
风凛冽中，说话的人眼角隐隐闪
烁着泪花，他是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工务段淄博
桥梁车间临淄桥梁养修工区工
长张珂。

1月12日下午2点，淄河铁路
特大桥下，手持各种工具的9人
小队有序上桥，开始了对这座已
经11 9岁的大桥的维修保养
工作。

“这座桥全长458.4米，由9
个41.22米的主桥孔和2个36.2米
的桥孔组成。以前，这座桥是胶
济铁路的重要通道。2005年后，
因为铁路提速改造，这条线改为
专线使用，现在只有一些货物列
车会经由这座桥梁。”张珂他们
的工区内有两座特殊的桥梁，一
座是2015年建成通车的胶济客
专线淄河特大桥，另一座就是这
座始建于1899年、1904年建成
通车的淄河铁路特大桥。两座

“年龄”差距111岁的大桥，相隔
500米左右遥遥相望。

淄河铁路特大桥横跨时间
的沧桑，历经风霜的磨砺；而胶
济客专线淄河特大桥则像一名
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风发。让
两座桥梁能有这样跨越百年的
相伴，张珂和他的同事们功不可
没，也是一代一代桥梁守护者们
肩负使命、传承不怠的结果。

“今天的作业是紧固螺栓和

螺栓涂油，这两项工作是为了防
止螺栓松动和生锈。”张珂说。

自2011年参加工作以来，作
为一名资深桥隧工，张珂培养了
一项特殊的功夫——— 在判断钢
轨轨距时，不必用轨距尺测量，
只需要俯身弯腰一看，便能通过
目测发现误差和偏移。

但要养护一座百年老桥并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作为一座
钢梁桥，淄河铁路特大桥已经如
同一名老人，尽管精神矍铄，但
身体却已大不如前。为了确保

桥梁结构稳固，张珂和他的同事
们每月都要对桥梁进行一次“体
检”，每半年便要对桥梁的全部
结构进行一次养护维修。用于
检修作业的桥梁步行板仅有一
米宽，低头便能看到桥下布满乱
石的河床。在这样的环境下高
空作业，不仅要有过硬的技巧，
更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

“每当列车经过的时候，桥
面便会和桥梁的支座产生摩擦，
所以每月我们都会对桥梁的支
座补涂润滑油。这样一方面可

以防止锈蚀，另一方面也可以减
少支座的磨损，延长桥梁的使用
寿命。”对于这座桥梁的维修，张
珂有着自己的心得，“列车通过
时会引起桥梁震动，进而造成螺
栓的松动。为了确保桥梁结构
的稳定，我们每次巡检时都要弯
腰敲打每一颗螺栓，确保扭力达
标。有时候一天巡检下来，晚上
睡觉只能侧躺，因为腰已经直不
起来了。”据统计，每年他们平均
徒步近2000公里，护送1095班
次列车安全通行。

与这座百年大桥遥遥相望
的胶济客专线淄河特大桥，每天
上百趟客运列车从桥面上呼啸
而过，载着成千上万的旅客抵达
他们的目的地，其中大部分均为
高铁列车。

“这座桥梁共有21个桥墩，
每个桥墩有4个支座，桥墩、支
座、桥梁间由螺栓进行连接。每
季度我们会对桥梁的全部螺栓
和支座进行一次全面检修。”张
珂介绍道，“春运期间列车运行
密度增大，我们也加强了对桥梁
日常的检查维修，确保旅客能够
平安到家。”

为了不影响列车通行，张珂
和他的同事们每次作业都要等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客专线路
的作业天窗一般是晚上9点半至
第二天凌晨2点。作业结束后回
工区睡下，一般已经是3点以后
了。”日夜颠倒的生活，对张珂和
他的同事们来说，已经成为
常态。

“最初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
热爱。我本身学的是土木工程，
专业对口。工作过程中，我们大
家不断探索修复保养的新方式，
研究怎样更好地加固桥梁，以及
针对工具和零件的更新……能
够更高效、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非常有成就感！”说这话时，张珂
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坚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兵 张欣 郭文轩
周胜华 通讯员 安子康 李
少毅

“护士，麻烦来帮忙给病人
翻一下身！”“好的，您稍等，马上
过去！”1月7日，淄博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肺病脾胃病科从原本24
张床位加到37张，护士站的呼叫
器不时响起。每个呼叫器下对
应着患者的基本信息，住院病人
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甚至有超过
90岁的高龄老人。穿着蓝色隔
离衣的护士不断进出护士站，赶
往呼叫的病房。

“24小时随时待命！”
她每日步数接近两万步

随着医院发热患者和危重
症患者的持续增加，医院医护人
员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挑
战。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肺病
脾胃病科门诊量剧增，是以往冬
季的4倍多。

一上午的时间，肺病脾胃病
科主任殷晓玲诊室内的患者一
拨接着一拨。临近中午，殷晓玲
顾不上吃饭，又步履不停地来到
病房巡查，仔细询问患者病情变
化，认真为患者做好检查。

面对骤然增加的患者，淄博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实行“全院一
张床”政策，通过扩展内、外科
救治病区，合理整合床位资源，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面强化
对呼吸疾病患者的救治。因此，

除了科内的工作，会诊的工作量
也激增。每日步数接近两万步，
每天的三餐仅是抽空吃上几口，
24小时随时待命……对她而
言，这样的工作节奏已成为
习惯。

在殷晓玲的带领下，科室医
护人员再次化身“铠甲战士”，病
房、门诊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
影。大家相互鼓励、关心、安慰：

“再坚持一会儿，再克服一下，还
有很多患者需要救治。”

“这是我的职业责任！”
援鄂勇士再次冲在最前线

“深呼吸，让我听一下。”“别
急，慢慢说！”肺病脾胃病科业务
主任宿献周沙哑的嗓音伴着一
阵阵咳嗽声不时在诊室响起，吃
上止痛药后，他忍着身体不适，
时不时按压太阳穴，忍着头痛依
然坚持为病人看诊。

作为肺病科学科带头人，宿
献周还有一个身份——— 淄博市
第五批医疗队队员。

3年前，武汉疫情发生后，宿
献周主动请缨参战。除夕夜，他
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支援湖北
医疗队，于2月9日正式出征，当
天凌晨落地武汉，带领28名来自

各医院的医护人员组队，负责江
汉方舱医院一个病区的救治工
作。在武汉紧张繁忙的日子里，
宿献周带领队员们顶住压力，圆
满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如今，有着丰富治疗经验的
他再次坚守在与新冠病毒斗争
的最前线，不仅承担着科室病人
救治工作，还要参与全院危重病
人的会诊指导。面对连日的高
压工作，他从未说过困难，只是
不辞辛苦默默付出，把精力都用
在了救治上。“这是我作为一名
医生和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宿
献周坦言，希望自己可以凭借专
业知识帮助更多病人。

“轻伤不下火线！”
医生边输液边写病历

在这个特殊时期，与患者接
触最多的医护人员几乎免不了

“中招”，肺病脾胃病科全体医护
人员坚持“轻伤不下火线”，20多
天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全员
坚守岗位，尽可能不请假，因为
他们知道，大家都在生病，如果
请假，其他同事就会承担更多更
重的任务。

“科里的医生护士都‘阳
了’，很多人都倒下了，但是患者
还在不断增加，为了能守护好他
们，这三周大家都没有完整地休

息，身体好一点就顶上。最困难
的时候是所有的医生都发热了，
发热体温最低的留下来值夜班，
其他的人回家休息。”医生戴奉
新告诉记者，那时的他因感染后
转成病毒性肺炎，仍一边输液一
边写病历，还不时为询问病情的
家属解释病情。

已退休的孙桂芳主任为了
给更多患者提供专业救治，依旧
坚守在岗位一线。

医生韩霄和朱曼自高峰期
以来，始终坚守岗位，即便“阳
了”也没有离开岗位一步。

怀孕的陈中倩医生“阳了”
后体温刚一恢复正常，就立刻
返岗。

结束方舱任务归来的医生
孙静、护士长梁青、护士王瑶瑶，
主动提前结束休整，与科室人员
并肩作战。还有被一个忙碌的
夜班“彻底放倒”的护士安研，在
病床上休息半天后，依然高热的
她坚持在病房帮忙。

正如护士长梁青所说：“这
段时间需要治疗的患者特别多，
工作量特别大，护理姐妹们大多
都是带病上岗，但只要我们坚定
信心，拧成一股绳，一定能迈过
这道坎！”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玲玲 翟咏雪 通讯
员 赵丽亚

日行两万步 他们与时间赛跑救治患者
医院肺病科里“轻伤不下火线”的守护

已经119岁的淄河铁路特大桥，与它身后2015年建成通车的胶济客专线淄河特大桥遥遥相望。

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肺病脾胃病科医护人员在忙碌工作。

“为了旅客平安到家，我愿意坚守岗位”
百年铁路大桥上有这样一队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