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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向西一条向南，师徒两代火车司机见证——

重庆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广
首趟中欧班列“第一棒”

江彤已经开了30多年火车。他认为自己职业生涯
的高光时刻，是10多年前驾驶第一趟中欧班列（渝新欧）
的经历。

“那肯定是非常自豪的！”江彤回忆说，首趟中欧班列
（渝新欧）的司机不是谁都能担任的，当时单位进行了一
系列筛选，他通过层层选拔后才进入“初赛圈”，此后又经
过了一段时间的严格培训，才最终被确定成为首趟中欧
班列司机。

首发当天的画面，江彤至今记忆犹新——因为有些
激动，他早早就起了床，洗漱后，提前来到班列旁，绕着火
车仔细检查了一圈，然后进入驾驶室，仔细检查机车、进
行制动机试验、进退级试验……每个环节，他都格外小
心，生怕有一丝疏漏。

发车仪式现场，热闹非凡。江彤坐在驾驶室里，努力
抑制着起伏的心潮，让自己平静下来。

“当时真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江彤回忆说，发
车指令终于来了，自己的每个动作都做得非常到位。

“很多人可能有误解，觉得我会一路从重庆把列车开
到德国去，其实不是。”江彤说，一趟班列分了不同段，每
一段都有相应的司机，就好像是跑接力赛一样。作为“第
一棒”，江彤的任务是把列车从重庆沙坪坝开到四川达
州，然后“交棒”给下一个队友。

“第一棒”必须跑好，否则会影响后续的运输时效。
重庆至达州全程242公里，线路桥隧占比达41％，

运行约3个小时抵达达州站，其间要控制运行速度。比
如，限速100公里时速的路段，要保持在95公里左右，
开慢了可能延误，超速了又会触发监控装置，导致自动
停车。

江彤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准点抵达达州。
这趟班列，是第一次让内陆地区的货物通过铁路走

出国门运往欧洲。

意味深长的“传承者”

除了做好驾驶工作，江彤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带
徒弟。

随着重庆开行的中欧班列越来越多，工作量也越来
越大，需要有更多年轻人顶上。江彤是经验丰富的老师
傅，自然要通过带徒弟来传授经验和技艺。

吕嗣湘，是江彤众多徒弟中的一个。

在重庆火车司机圈，江
彤可谓大名鼎鼎。供职于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重庆
机务段的江彤，是全国首趟
中欧班列的司机。

10余年来，江彤见证了
中欧班列（渝新欧）从年发车
不足100班到现在年开行超
过2000班的发展历程，也见
证了团结村中心站从被农田
环绕的小站向西部地区铁路
枢纽的蝶变。

如今，头发花白的江彤依
旧在驾驶火车。让他倍感欣
慰的是，自己的事业得到了
接续传承，他们所见证的重
庆开放之路，正越走越宽广。

2013年，吕嗣湘进了机务段。彼时，正是中欧班
列（渝新欧）起势之际，江彤驾驶任务增多，吕嗣湘就经
常跟着师傅，学习机会也多。他坐在副驾驶位上，仔细
观察师傅的操作，遇到不懂的便直接问。

吕嗣湘说，师傅不仅会教他抓住工作要点，还在一
些细节问题上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

例如，雨天过隧道，因为洞内外的铁轨干湿度不一
样，摩擦力也会不一样。如果在进出隧道时不注意，容
易导致列车“空转”，影响铁轨和列车安全。对此，江彤
告诉吕嗣湘，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便是在进出隧
道的时候，操控列车的砂管“下砂”。

“重庆隧道很多，对‘砂’的需求也很多。”吕嗣湘
说，师傅在带他时一直强调，出发前要检查砂箱是不是
满的。这一习惯，吕嗣湘至今都保持着。

在江彤的指导下，吕嗣湘很快就“出师”了，但他没
有跟师傅一起跑中欧班列（渝新欧）所在的襄渝线，而
是被分配到了渝怀线。

2017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开行常态化班列，吕嗣
湘成为最早一批开行这条“南向通道”的列车司机。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传承”——西部陆海新通道
可谓是中欧班列（渝新欧）之后，重庆在开放通道上的延
伸与拓展。吕嗣湘则传承着江彤的“衣钵”，驾驶重庆的

“开放列车”，为重庆的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添砖加瓦。
如今，师徒二人行驶在两条不同的开放大通道

上。一条向西拓展，让重庆与亚欧大陆紧紧相连；一条
向南延伸，让内陆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近。

一脉相承的“认真劲”

在列车行驶的方向上，师徒相背而行；但在列车驾
驶的“认真劲”上，两人却一脉相承。

“驾驶列车是很枯燥的，江师傅在带我的时候就经
常说，干这份工作要有责任心，更要学会耐得住寂寞。”
吕嗣湘说，一年到头重复跑同一条线路，那些熟悉的铁
轨和山脉河流看多了，也会觉得厌烦，没有一颗“坚守
的心”，很难做好工作。

驾驶的过程也是非常辛苦的。吕嗣湘说，一趟列
车开下来，一般都在5个小时以上，中途不能上厕所，
更别说玩手机什么的。虽然每次驾驶前都会提前休息
好，但还是免不了会有疲倦的时候。

“江师傅教了我一些克服疲倦的方法，比如买点泡
椒，困倦了就吃一个，一会儿就精神了。”吕嗣湘说，在
冬天，遇到非常困的时候，他会打开窗户，把头伸到窗
外几秒钟，刺骨的风瞬间让他清醒。

运输货物种类的变化，也促使大家不断提升驾驶
技能。“近些年，列车运输的货物种类明显多了，我们运
输不同货物，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吕嗣湘说，以前班
列运输的多为煤炭、钢材等货物，如今增加了很多“高
端”产品，比如智能装备、汽车等，运输这些产品的要求
也有所不同。

比如，在刹车时，因为货物重量不同，制动距离也
不同，减速刹车的时机就要有所区别。对于汽车等货
物，司机要提前预判线路状况，尽量减少颠簸，做到平
稳起步、安全缓刹。

师徒二人，驾驶火车一路飞奔。他们所见证的，是
越走越宽广的重庆开放之路——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渝新欧）已累计开行超1.5万
列，运输箱量超130万标箱，运输货物近1700万吨，累
计运输外贸货值超5300亿元。

在中欧班列（渝新欧）的带动下，全国的中欧班列
不断涌现。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中欧班列已累计开
行超8.7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22个城市，成为服
务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

西部陆海新通道方面，2023年重庆运输货物近18
万标箱，同比增长21%，货值约280亿元，同比增长
16%，比2017年重庆首次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时，货运量增长了60倍，货值增长了87倍。

此外，重庆还实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其他物流
大通道的联动。2023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
列、长江黄金水道联运9.25万标箱，同比增长62%，比
2019年增长了30倍。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工作中的江彤 （机务段供图）

吕嗣湘谈及师
傅江彤时，仿佛打
开了一扇记忆的闸
门，话题如泉水般
源源不断地涌出。

据重庆日报

◀中欧班列（重庆）第10000列列车在重庆团结
村中心站等待发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