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演结束，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小

演员与嘉宾合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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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林怀的最后一个春运

◎五彩传说的故事譻訛

当一列列火车载着旅

客奔向家乡的时候， 在纵

横交错的铁路沿线， 无数

铁路民警正在贡献着自己

的一份力量， 呼和浩特市

察素齐车站派出所的老民

警孔林怀就是其中一位。

2017年春运， 是孔林怀职

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春

运。

岗位标兵能手

“今年夏天我就该退

休啦， 这是我工作生涯的

最后一个春运了。 让我难

以割舍的， 不仅是和同事

们通过多年工作建立起来

的友谊， 更有铁路线上的

这份情怀啊！”迎着刺骨的

寒风， 正在巡查铁路线的

孔林怀， 擦着患有眼疾的

双眼里流下的泪水。

今年59岁的孔林怀，

是呼和浩特市察素齐车站

派出所的一名老民警。孔林

怀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年从部队转业投身铁

路警营。他从基层线路民警

干起， 先后担任副所长、指

导员、 所长等基层领导职

务， 按照干部任职年龄规

定，又从所长岗位“做回”线

路民警。28年来， 孔林怀始

终坚守基层一线， 兢兢业

业，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一方

平安。 拉开他的办公桌抽

屉，里面放满了立功受奖荣

誉证书和奖牌、奖章。让孔

林怀最为骄傲的是，在2013

年，在国家铁路公安局仅有

过一次的评选中，他被评为

“我为改革做贡献” 岗位标

兵能手。当时，全国获此殊

荣的仅有百人。

看不见的春运人

谈起铁路春运， 在大

家眼中， 一定是难以买到

的火车票、 摩肩接踵的人

潮， 抑或是忙于安检或者

穿梭于人流中维护乘客安

全的警察。 但是对于孔林

怀来说，他的春运工作，大

多数时间内都是在乘客看

不到的时候进行的。呼（呼

和浩特）包（包头）客货双

线是呼铁局管内车流密度

最大的线路， 日均过往旅

客列车80余列， 货物列车

120余列。孔林怀肩负着呼

包间54公里线路的治安管

理工作。徒步沿线巡逻，查

看线路护网、 信号灯设备

是否损坏， 检查车厢之间

的每一个挂钩， 货车车厢

内是否有违禁物品， 检查

周边废品收购站是否收取

铁路物资等等， 都是孔林

怀的日常工作。

1月13日上午，记者见

到孔林怀时，他正带着两

位年轻干警在站台附近

的铁路线上巡查。 他说，

对于安全检查工作，不能

仅限于言传，而是必须身

教。他要利用他的最后一

次春运，把一些检查工作

的要点 ， 再次教给接班

人。

两位年轻干警告诉记

者，近些天，孔林怀每天都

要带着他们在线路上仔细

检查， 细致到连信号设备

箱上的一个螺丝松紧都不

放过。孔林怀一边教，一边

叮嘱他们，在春运期间，做

这些工作更要严上加严，

任何疏忽， 都有可能造成

火车运行不畅、受阻，甚至

出现安全事故。

站好最后一班岗

54公里的铁路线周

边，有54个村庄。在54个村

庄里，有很多农牧民。铁路

沿线两侧牧草丛生， 部分

放牧人员习惯到线路两侧

放牧牛羊， 加之认为两侧

为自家田地， 对铁路警察

的管理存在很大的抵触情

绪， 给线路行车安全带来

隐患。

当天吃过午饭， 孔林

怀又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对

铁道沿线的徒步巡查，途

中偶遇一位羊倌， 看到孔

林怀， 羊倌热情的先向他

打起了招呼。交谈中，记者

无意间在羊倌的羊鞭子上

发现一行字， 借过来仔细

查看，发现写的是“远离铁

路，人畜平安”。羊倌笑着

说，这是孔林怀发给他的。

原来， 为了取得沿线农牧

民的理解和支持， 杜绝牲

畜上道， 孔林怀此前自制

了150多根羊鞭子，并在上

面书写“远离铁路，人畜平

安”“爱路护路，人人有责”

的安全警示标语， 亲自送

到农牧民家里， 时刻提醒

农牧民注意安全。 许多放

牧人员感慨地说： 每当拿

起孔警官送给的羊鞭子，

就会想起到他的安全提

示。

眼瞅着马上就要退休

了， 在别人认为他是已经

“船到码头车到站” 的时

候，孔林怀却不这么想，他

坚定地告诉记者：“俗话

说，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对

我而言，英名谈不上，认真

了一辈子倒是真的， 所以

站好最后一班岗很重要。

最重要的， 我这工作如果

不认真坚持， 失去的可不

是我的‘英名’，而是巨大

的国家的财产和旅客的安

全。”

文·摄影/本报记者杨佳

仅仅68天的培训，对

孩子们能唱成怎样，谁也

心里没底，30首曲目他们

真能合唱到位吗？2007年

5月4日，五彩呼伦贝尔儿

童合唱团在家乡海拉尔

首演，所有的老师在侧台

上捏了一把汗，但是孩子

们却特别从容 ， 发挥自

如。

“其实生活中的他们

真的有些小， 有的尿床，

有的睡觉时吃着大拇指，

有的穿衣服还需要大人的

帮助。但是只要站在台上，

他们就成为了艺术家。”鄂

伦春族学者白兰给予孩子

们很高的评价。 孩子们在

舞台上所表现出的超越年

龄的淡定， 在白兰的意料

之中，又出乎她的期待。

王纪言的同事、 文化

学者王鲁湘看完演出写下

这样的观感：

演出的成功来自一种

精神气象， 是统治过世界

的民族的一种宫廷气象。

这种气象经过这么多年，

竟然在民间保存着， 传承

着。这台演出，孩子们表现

出来的东西， 就是这种气

象。

首演当天， 许多孩子

的爷爷奶奶， 这些在草原

最深处、 森林最密处度过

人生的长者， 端端正正地

坐在了海拉尔老礼堂的最

前排。 老人们有的以翻倒

的桌子为凳， 有的盘腿坐

在毡子上， 带着不适应和

局促……当清澈的歌声响

起， 任何藩篱和界限都不

再 存 在 。 王 纪 言 注 意

到———

一首童谣刚从孩子口

中冒出几句， 老人们已然

跟着轻声合唱， 歌声打湿

了被岁月染白的双鬓。这

是37个孩子和他们祖祖辈

辈亲人们的同心歌唱啊，

草原上的老人老泪纵横，

而这些稚嫩声音中隐含的

苍凉与厚重，纯净与忧伤，

更让远道而来的家人百感

交集，猝不及防……

站在故乡的大草原

上，面对亲人的目光，孩子

们更放松，更自然，深情的

歌声从心底涌出， 就好像

在大草原上静静流淌的海

拉尔河。

开演了， 王纪言还没

瞅见从蒙古国赶回来的鄂

伦春族的老朋友孟松林，

就给他去了个电话。 孟松

林在电话那边回答：“在呢

在呢， 我正一条腿立在地

上。”孟松林当时是呼伦贝

尔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知名的蒙古文化学者，他

来参加活动每次坐的都是

主席台的位置，但是现在，

偌大的礼堂竟然容不下孟

松林的一双腿了。此刻，他

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鄂伦

春之子。此刻，他甘愿撑

着一条腿看孩子们的演

出。

演出不对外售票，每

个孩子分到20张票，让他

们邀请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和亲人朋友来观看，剩

下的票送给了当地学校

和文化部门 。 演出开始

前，导演小喆还在后台做

最后的音响调试，观众席

传来的嘈杂声让她禁不

住掀开了舞台帷幕的一

角。只见这座千人礼堂足

足挤满了近乎两倍的观

众，“全是脑壳在晃”，一

直挤到了舞台的咫尺处。

孩子们每人那20张票，在

家长的热心安排下，发挥

了双倍的效用。

由于人太多，进来的

人根本无法按照座号就

座， 最前面的只好铺着毡

子席地而坐， 主席台的桌

子也被放倒当座位， 实在

没地坐的人就挤在过道

中， 连导演控制台周围也

挤满了人， 秩序却出奇的

好。

一直以来支持五彩呼

伦贝尔合唱团的热心人也

从各地赶来看首演。 席慕

蓉、余秋雨自不用说，余秋

雨的夫人、 黄梅戏表演艺

术家马兰， 香港儿童合唱

协会主席唐少伟， 香港剧

作家何翼平， 钢琴演奏家

刘诗昆，琵琶、钢琴双演奏

家孙颖等各界大腕坐在了

牧民之间， 这些身份迥异

的人，这一晚，因为共同的

感召，挤到了一处。

孩子们的歌声引领着

观众经历了一个个情感的

高潮直到终场， 演出结束

了十多分钟， 看门的老头

还不见有人出来。 他奇怪

地推门一看， 数千名观众

欢呼起立， 对着台上谢幕

的孩子如痴如醉地鼓掌。

看门老人感慨地说， 几十

年了， 没见过如此感人的

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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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林怀（中）在查看线路护网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