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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基金8月23日起发行
优质资产稀缺，资产荒趋势明显，长期

稳健投资品种愈发受到关注。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8月16日公告，东方红战
略精选沪港深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将于8
月23日起发行，立足债市投资，优化股债
配置，参与新股申购，通过积极主动管理，

追求长期稳健收益。
东方红战略精选沪港深混合基金将立

足债市投资，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
线配置等策略精选个券，在严格控制风险
的基础上，努力获取长期稳定收益。

广告 投资有风险

新轨放入指定位置后，一名拿着
道尺的工务开始每隔一米左右校检
新轨和另一侧旧轨的距离是否符合
规定的1435毫米。之后大伙便开始
固定夹板、螺丝等。12点42分，轨道
更换的大部分工序已经完成，剩下的
工作包括再次检查螺丝的松紧、轨距
水平是否合规、收拾工具，最后再把
伤轨移到安全位置。赶在3点20分
之前回到工班，接着完成内业和相关
工作记录，以及上报。

但属于李文华的工作还没有结
束。在首班载客地铁之前会有一
班检测用的轧道车，李文华需要亲
自上车“添乘”，即跟车观察换轨段
是否能正常通行。“我们当时在现

场虽然会很谨慎和认真，检查螺丝
有没有拧紧、距离是否符合规范、
工具有没有收拾好……但还是要
再次跟车检查一次，而且第二天运
营结束后我们还要再复查一次，再
次拧紧螺丝，做到万无一失。”李文
华告诉记者。

一小时后的首班地铁发出时，这
群工务人员才算下班。收拾整理完
后，李文华大概在早上六点到家，睡
到九十点就醒了。“以前可以一直睡
到下午，现在睡不了这么久了，而且
心里总惦记着才换的钢轨，睡也睡不
踏实的。我做轨道已经有三十多年
了，但现在是越做越怕，感觉肩上的
责任也越来越大。”李文华说。

施工人员正在移动新的铁轨。 青年报实习生 孙启珺 记者 施培琦 摄

夜深人静钻进闷热隧道争分夺秒
和隧道铁轨打交道的维保工务人员作息倒置保障地铁安全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
工作都是在每天地铁运营
结束后，大部分人已进入梦
乡时才开始，伴随着次日的
首班地铁发出而结束。这
群人的工作地点是隧道，最
高温度可达40℃，在闷热昏
暗的环境中，他们一周五天
天天泡在这里。他们就是
地铁维保工务人员，正是有
了他们坚持和负责，地铁的
安全运营才有了保障。

青年报见习记者 黄馨儆

晚上11点半的临平路站早已结
束运营，电梯和闸机已经关闭，在售
票大厅的墙角坐有七八个身着工务
制服的人，正等待着工区队长和组长
的通知，开始当天更换铁轨的工作。
此时4号线大连路工区队长李文华
和龚组长先行下到站台检查。

这七八名工务属于大连路工区
全职工队伍。这支队伍去年年底成
立，本有十九人，现在只剩十六人。
这支队伍几乎都是80后，大多数人
都有三至五年的工作经验。除了完
成平时对铁轨的检测、保养和维修
外，该队伍还肩负起培养后备力量和
人才的重任。

大连路工区是从宝山路到浦东
塘桥，期间22公里的双向铁轨十多
个站点都是该工队的负责范围。11
公里的巡检、维护、保养、维修、更换
轨道等都由这十六人完成。

工务队的工作时间是从当天的
地铁运营结束后开始，到第二天凌晨
首班载客地铁发出结束。但首班地
铁发出前有一班轧道车要先走一遍
全程，以确保铁路沿线是安全的，因
此工务人员的现场工作必须在次日
凌晨3点半前完成，也就是说每天现
场的工作只有短短三个小时左右。

在铁路部门习惯了正常工作制的
李文华刚进地铁部门时也叫苦不迭。
每天凌晨，工务人员必须打起十二分
精神，准备和时间赛跑。李文华回忆
起当初刚来地铁部门时的情景说：“刚
来的前三个月是最难受的，生物钟调
不过来。晚上人家睡觉时你要保持清
醒状态，等到早上人家起床了你才开
始睡觉，当时我基本是从早上睡到下
午四五点，起床吃完饭差不多又要开
始新一天的工作了。家里面也几乎照
顾不到，都是家人分担得多。”

凌晨打起十二分精神和时间赛跑

这种白天睡觉，晚上上班的工作
一度被吐槽是“美国时间的工作”，再
加上繁忙的工作，大半年的时间里有
三位工务选择了辞职，留下来的十六
人还在坚持着这份地铁最基层的工
作。“有时候我们也为这些小年轻着
急，好多都还没有女朋友。但这种工
作时间根本没时间去谈恋爱嘛，我们
也曾向上面建议过组织联谊会帮帮
他们。”李文华告诉记者。

如果说工作时间特殊是这份工
作的特点之一，那这份工作需要的责
任心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是更关键
的。“这算地铁里面最基层的工作之
一了，检修维护直接关系到第二天的

地铁运营。铁轨上跑的是地铁，地铁
里面装的是人，我们不得不万般仔细
和小心。所以每次现场作业我都要
提醒大家注意，一是提醒刚来的小青
年注意操作规范和在隧道的安全，二
是要提醒他们把弦绷紧。”

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和十多年的
工作积累让李文华年年都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在地铁部门已工作13年
的李文华还有10年左右才退休，他
打算一直坚持下去。用李文华自己
的话说，除了已经习惯这份工作的技
能要求，以及工作对生活的保障之
外，还有“已经培养了一种干一行爱
一行的态度”。

“美国时间工作”更需认真负责

11点36分，所有维保人员起身
往楼下走去。在站台上，列车进站的
屏蔽门全都开着，虽然站台内开着空
调，空气中也有一股闷热，旁边的维
保人员说是来自地铁隧道里的热气。

此次的工作内容是更换一根12.5
米长，底部有锈蚀的伤轨。伤轨有铺
设在地面上的，也有部分是悬空架在
基坑上的。于是四五名工务开始铺设
木板，两名工务开始量出12.5米的尺
寸，四名工务把龙门吊推到另一端准
备吊装新轨，七八名工务用短扳手等
工具把固定轨道的螺丝和挡板松开。

十五分钟后，一名工务戴着口
罩、拿着切割机开始了切割。锯片刚
一接触钢轨就迸发出四射的火星、发
出尖锐的噪音，还伴随着一些青烟。
大约四分钟后，伤轨和旧轨断开，负
责切割的工务退到一旁仰着头呼
吸。十几米外的地方也能闻到切割
的味道，但除了切割的工务，没有一
人戴口罩。“其实隧道的空气中还有
很多碳粉，是白天地铁运行时和隧道
顶部的触网摩擦产生的。我们完工
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和洗鼻子，鼻
子里面全是黑的。我们工作赶时间，
里面又闷热，带口罩呼吸不方便。”李

文华说。
密闭隧道里的温度比站台高出

不少，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左右，
再加上空气不流通，体感温度会更高
一些。穿着工作服的工务人员刚铺
完木板，额头和脸颊上已经出现明显
的汗珠。隧道里不仅闷热，也没有很
亮的照明灯，工务人员需要带上头灯
操作。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工务们的
制服已经紧紧地贴在背上，额头上、
脖颈上都是湿涔涔的，借着昏暗的灯
光也能看到浅蓝色制服的上半身已
经变成了深蓝色。

半小时内，更换轨道的所有前期
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好，赶快把扳手
工具全部移到一边，准备搬旧轨。”李
文华一声令下，工务们迅速把长短扳
手和撬棍搬放到一侧。十四人以“骑
马”的姿势依次跨在旧轨上将其搬
除。随后，大伙又依次跨在新轨上，
弯着腰，低着头，带着白手套拎住工
字钢的上翼缘。在一声声“一二三”
的号子中，十六人拎起新轨的同时往
后送，每次随着号子结束，新轨就被
往前传递了一段距离，“还有1米！
加油！”终于，在六次号子后，新轨被
移到了原先旧轨的位置。

闷热隧道里换钢轨四小时内完成

现场完工后还要写报告和跟车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