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人的车站

747公里长的临策铁
路线上，有412公里为戈壁
无人区。毛德呼热车站是
无人区内的一个小站。3月
19日，记者乘坐为沿线车
站运送给养的57031次列
车来到了毛德呼热车站，
听坚守在这里的铁路职工
讲述他们的故事……

戈壁滩上的坚守

在临策铁路线上，每
个车站通勤职工每班由两
人组成，半个月倒班一次。
57031次列车每周一从临
河启程，周四从策克车站
返回，沿线车站职工绝大
部分乘坐这趟车上下班。

当日，记者一下车见
到了刚来接班的两名职
工，他们是56岁的刘红旗
和58岁的王全喜。王全喜
说：“57031次列车这次是

过来送水，桶装水供我们
饮用，水箱里的水作为其
他生活用水，有10天以上
的用量。水在这里非常珍
贵，用时非常节省，从不浪
费，洗脸、洗菜和洗衣服用
的水，留下来擦地。”

毛德呼热车站周围，是
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车
站里，从值班室到宿舍，从
厨房到活动室、卫生间，干
净整洁。此外，车站还配置
了用于锻炼身体的器械，储
放各类药品的保健箱。

刘红旗告诉记者：“休
息时，我们还能打乒乓球，
下盘棋……”

工作生活好搭档

刘红旗和王全喜的工
作分室内和室外作业。室
内，主要是通过监控行车
调度、计算机连锁设备，监

控信号机显示及列车的运
行和货物装载状态等；室
外是列岗接发列车作业，
作为二传手将轨道车发出
的信息传到杭锦后旗中控
站。另外，要是大风将砂石
等异物刮进岔道，他们第
一时间要清理干净，保证
列车变道正常运行。

目前，每天有18趟列
车经过这里，其中有两趟
旅客列车，列车24小时不
间断运行，夜间行驶占到
60%以上。正常情况下，由
一个人待班。但是，如果轨
道电路出现分路不良现
象，或是出现小客车接发
工人作业、会车等情况，尤
其是列车超长停靠时，需
要两人同时出场作业，无
论是刮风下雨。

刘红旗和王全喜既是
工作搭档，也是生活搭档。
两人以站为家，每天有主、

副班之分，要是碰到一人
身体不适，本来是副班的
一方就主动承担起主班的
职责，腾出时间让搭档休
息好。两人还是烹饪好手，
炒菜、炖菜、拌凉菜，样样
通。吃饺子也不误事，王全
喜拌馅和包饺子，刘红旗
擀皮。有时他们也会因清
洗锅碗之类的小事拌嘴，
不过很快就没事了……

当着记者的面，王全
喜开起玩笑来：“红旗，咱
俩待的时间比跟妻子在一
起的时间还长，成了真正

‘夫妻’了，但我吃得比你
多，你吃亏了，咱们过两天
快‘离婚’哇。”刘红旗笑着
说：“我才不了，离了上哪
找你这么个勤快人。”两人
还说，每次来车站前，他们
一起上街，采购上班所需
物品和食品，然后订好食
谱，谁的副班谁做饭。

想起家人很愧疚

“除了列车进站，平时
就我们两个人，风沙声之
外几乎听不到其它声音。
在这样的车站，我们既是
值班员、炊事员、保洁员，
还是水电维修工。”刘红旗
对记者说，妻子常年患病，
他一直很担心。但是，工作
性质是这样，困难是需要
也是能够克服的。

王全喜的岳父今年95
岁了，10多年来和王全喜一
家生活在一起。老人掰着手
指头盼女婿回来，每次王全
喜上班走时，老人要送到门
口千叮咛万嘱咐。“岳父就
是我的亲父亲，我不能天天
尽孝，觉得很愧疚。”王全喜
说，但是，自己所从事的职
业看似平凡却责任重大，安
全生产重于泰山。

据临策铁路运输管理

部工会主席张智天介绍，
临策铁路全长747.236公
里，设有20个车站，从2009
年12月26日开通运营。临
策铁路沿线夏季地表高温
50度，冬季达到零下42度，
昼夜温差大，春、秋、冬季
多风，沙害严重。个别车站
交通不便，无公路进入，日
常只能靠一部电话与外界
互通消息。像刘红旗和王
全喜一样，坚守在各个车
站的职工们克服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默默无闻
地奉献在各自岗位上，正
是有他们的这份坚守，才
有了这条生命通道的畅
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2日，记者踏上了返
回临河的57031次列车。车
离毛德呼热车站渐行渐
远，而刘红旗和王全喜的
故事，却深深地印在了记
者的脑海里……

刘海燕40岁出头，长
卷发、一件皮衣、一条短
裙，搭配一双高跟鞋。穿着
时尚，从穿扮上很难看出
她是个农民。

刘海燕的家乡在达拉
特旗恩格贝镇，父母是这
里的农民，看着父辈们每
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生活，却换来心酸的收成，
她立下誓言：决不当农民！
于是，她发奋学习，外出闯
荡。她在企业当过销售经
理，自己开过饭店，经历丰
富。对于种地，她确确实实
是“门外汉”，几乎没下过
田。

2015年，刘海燕的母

亲生病了，年迈的父母需
要有人照顾，弟弟在外地
工作忙，只能偶尔抽空回
家。老人孤独的身影、惆怅
的眼神，让刘海燕沉思：陪
伴才是最大的尽孝，身为儿
女，要让他们快乐地度过老
年时光。她一转念：回乡，在
农村也能有一番作为！

“一辈子学不会个庄
稼人”，“她这生瓜蛋子，怎
么能当得了农民？”众声喧
哗时，不服输的刘海燕已
经想好要做什么：要做就
做能赚钱的农业！

回乡后，她探访了在
山东做蔬菜批发的朋友。
在山东的蔬菜批发市场，

一种小小的南瓜引起了她
的注意。这种深绿色的小
南瓜叫贝贝南瓜，是目前
流行的一种高端食品，个
头很小，1个大约6两左右，
吃起来口感粉糯、甜度高，
进口的贝贝南瓜1斤能卖
到3元，国产品种的贝贝南
瓜1斤也能卖到2.4元。

经了解，恩格贝的土
壤、气候都适宜种植贝贝
南瓜。2016年，刘海燕在家
乡承包了300亩土地试种
南瓜，因为温差没有控制
好，虽然没有赚钱，但让她
积累了经验。

去年，刘海燕自己种
200亩，带动恩格贝镇、白

泥井镇10多户农民种植
200亩，专门从山东聘请技
术人员全程做技术指导。
年初，刘海燕便在网上发
布销售贝贝南瓜的信息，
开拓市场，广泛积累客户。
贝贝南瓜获得了丰收，因
品质高，一经上市就有了
品牌效应，发往北京、深圳
供不应求。

走出传统农业增产不
增收的怪圈，带动乡亲们
致富，是刘海燕的心愿。

“只要让农民看到好处，就
会跟上来”。去年跟刘海燕
一起种南瓜的有10户。种
植贝贝南瓜成本1亩大概
2000多元，平均亩产2500

斤，纯利润在4500~5000元
左右。

恩格贝镇乌兰村的乔
三挨，去年种了2.7亩贝贝
南瓜，严格按照技术员的
指导进行田间管理，纯收
入达到16800元。贝贝南瓜
每年5月20左右种植，8月
20日左右成熟，生长期短，
正好与大田玉米错时，既
不耽误农民种植大田玉
米，又能让一部分农民靠
打工赚取收入。贝贝南瓜
种植成功让乡亲们刮目相
看，慕名而来。

今年刘海燕计划种植
2000~3000亩南瓜，另外推
广种植中药材。这个冬天她

也没闲着，到安徽、河北等
地的中药材市场考察。她对
种植中药材信心十足：“咱
这中药含量高，我准备种防
风、板蓝根、沙参，估计能推
广开。”

“幸福生活是靠奋斗换
来的。只有奋斗了，才能找
到通往幸福的大道。”刘海
燕对记者说，一家一户的种
植抗风险能力弱，让农民农
业转型，就得有人做“先
驱”，等项目正规了，就能带
动更多父老乡亲致富。经过
一番历练，这个门外汉变成
了行家里手，她也爱上了种
地。她说是家乡的这片土地
成就了游子的事业。

刘海燕：恩格贝的种瓜能手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王玉琢 实习生 高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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