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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洪功培，老家金华汤溪，19岁开始就在铁路部门

工作。

1980年，眼睛小小的洪功培成为一名铁路公安，

工作第二年，就感受到了难忘的春运。

从杭州到上海，现在坐几十分钟高铁就能抵达的

距离，当时坐绿皮车足足需要七个小时。

“都是人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普遍不富裕，即便手上有些

钱，在凭票购物的那个时代，没票的话也买不到东西，

回家的人们行李都很简单，有个旅行袋都算是阔绰的。

火车上最常见的行李是用网兜装的。

“人们用网兜买上一些水果提着，水果罐头和大

白兔奶糖都是好东西呀。”

洪功培小时候还坐过大篷车。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大篷车是什么，大篷车有点

像现在拉货的火车车厢，只有一扇大铁门，车上的厕

所就是掏个洞，用个草帘子一隔。到站了，列车员铺

上一块木板让乘客下车。”洪功培说，那时候从金华到

汤溪春运时会加开‘大篷车’，现在可能只能在影视作

品里看到，但在那个年代却承载了回家的希望。

“我从金华坐到汤溪只要 2 毛钱，半个小时坐 3

站，铁皮厢里同样也是挤得满满当当的。”

1981年第一次参加春运1981年第一次参加春运

1 月 25 日晚 11 点 05

分，首趟从杭州出发的增开

列车K4173次出发了。

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

队乘警洪功培都来不及感慨

就投入了工作。60 岁的洪

功培即将退休，他将在这趟

列车上迎来职业生涯的最后

一次春运。

忙碌了41年，这个有些

微胖的老警察见证了火车从

绿皮车到空调车再到高铁的

变化，更亲历了太多人回家

的故事。

再过10天，他就要退休了，这是他作为乘警参加的最后一次春运

一个老乘警的回忆：那些年经历的春运

【编者按：大雪纷飞，春节将至，放眼浙江大地，多少新气象、新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从今天起，钱江晚报推出“新春走基层”专栏，本
报记者将分赴基层第一线，进车站、下社区、跑企业、走乡村，去记录一个个鲜活故事、一处处动人场景。首篇我们讲述的是 2018 春运
杭州首趟临时列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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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调动，洪功培在一段时间里先后到派出

所、看守所工作，等他重回乘警岗位，已是2004年了。

那年春运，他在杭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执勤。

往云贵川方向的春运客流，往往是最集中的。“那

个时候云贵川方向的打工者非常多。一节车厢核定

载客 118 人，但起码装了两三百人，当时站台上全是

人，很多人买了票都上不去车，甚至要从车窗里爬进

去。”

回想起十多年前，洪功培说那份艰苦，换做现在，

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下来。

那时候挤，不仅仅是因为人多车少，还有一个很

大的原因就是行李多。

“一年在外奔波，回去的时候总想着带点什么回

家，他们返乡的时候，背着大大的行李，被子都要带着

的，为了省钱，从家乡往回返的时候又把被子带了回

来，真是恨不能把家都搬着，锅碗瓢盆能带的都带

着。”

洪功培说，其实这种想法他们这个年纪的人都

懂，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奋斗过来的，2004年的生活哪

有现在这么好，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和现在不一样。

“辛苦赚来的钱，都攒着，要带回家去呀，那可是

一年好不容易攒下来的。也不舍得办银行卡或者通

过邮局汇款，手续费能省则省，往往带着现金上车。

钱都偷偷装在随身带的编织袋里，有人甚至十万二十

万的现金都放在身上。”

回来的时候大家往往带着家乡的腊肉上车，车厢

里弥漫着浓浓的腊肉味。

乘客多且复杂，乘警们的工作量也很大。

“列车一开动，车厢里就要走一圈，查看一下车上

的设施，比如配电室的门有没有锁好,车把车门有没

有锁好，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但是人多行李多的车厢，一整列车检查下来，两

个小时都不一定能走下来，“大冬天下来几乎都是一

身汗了”。

在这种时候乘警不仅要注意到乘客的情绪变化，

还得注意车厢里“奇怪”的人。

“在车上东看西看的就两种人，一种是穿制服的

乘警，另一种就是小偷了。列车的流动性太大了，小

偷一偷完马上就会下车，等旅客发现自己东西丢了的

时候，小偷早就下车了，所以防范工作很重要。”

洪功培说，春运回家的列车上最见不得人被偷，

偷的可都是人家一整年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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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至重

庆的列车

上 ，满 车

厢 腊 肉

味。

春运车厢里人挤人的状态是什么时候得到改善

的？

“高铁出现之后，就好多了。”在洪功培的印象中，

高铁的出现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乘客们的包裹少了很多，编织袋也变成了轻便的

拉杆箱。物流各方面方便了，人们也很少带家乡的特

产。身上带着的现金也不多了，“现在出外打工者回

家乡，也就带几百块钱，都习惯打在卡上了，大量现金

带在身上的情况越来越少。”

再过10天，洪功培就要退休了。

他说，这么些年工作下来，最幸运的就是感受到

中国铁路的巨大变化。有了高铁，乘客素质也在不断

提升。

“以前很多乘客上了车就吃个不停，瓜子壳、花

生皮随手就扔了，当时车上人还多，卫生都没法搞，

到了终点站，车上的垃圾都要铁锹往外铲，现在乘

客真的好太多了，自己会准备垃圾袋，把垃圾都放

进去。”

相比金钱，大家也学会了更珍惜时间。

即将接过洪功培手中接力棒的是一位年轻女乘

警陈清。

小姑娘江苏盐城人，1994年出生，毕业于河南郑

州铁道警察学院，学的是治安专业。毕业后进入杭州

铁路公安处，是当时10名新人中唯一的女民警。

加入乘警支队，陈清拜洪功培为师。她说师傅这

样的老民警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而这些在学

校里都是学不到的。

这次跟车是陈清第一次参加春运。

在列车行驶中，她学着和师傅一起一个个车厢巡

视和检查。

“大姐，挂着的包是你的吧，要看好。”看到趴在茶

几上的乘客随手把手机放在桌面上，陈清也会叫醒乘

客，“不好意思，醒一下，把手机收好。”

夜渐渐深了，车厢里的洪功培再一次当起了广播

员，这位老乘警的声音平稳洪亮，提醒着乘客注意夜

间的财物安全。

也许是职业习惯，凌晨 3 点的洪功培精神还很

棒。

我们问他，退休后有什么打算。他笑了，眼睛眯

成一条缝说，打算帮女儿带外孙女，回一下汤溪的老

家，平常再去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

这么多年春运，很难得大年三十回家吃年夜饭，

对家里人的亏欠，所有铁路人都懂。“今后我可以大胆

地说：老婆我可以天天陪着你了。”

10天后就要退休10天后就要退休
最幸运的

就是目睹

了中国铁

路的大发

展。

洪功培和徒弟陈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