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国光：用车轮传递“拉萨温度”

我在拉萨

送夜归人回家，迎着晨光启
程。九年来，边国光驾驶着出租
车，将足迹留在了拉萨的每一个
角落。他是拉萨的“活地图”，熟
知每一条大街小巷，无论客人要
去哪里，他都能迅速找到最快捷
的路线；他也是拉萨的“热心
人”，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老年人、残疾
人乘车免费，为尿毒症患者筹集
善款……边国光的出租车不仅
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他传递
爱心、播撒温暖的流动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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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学雷锋车队”
免费搭载老人和残疾人

边国光来自陕西，今年50岁，来拉萨已经
十八年了。九年前，他成为一名拉萨出租车
司机。凌晨四点三十分，当大多数人还沉浸
在梦乡时，边师傅已经准时醒来。作为长白
班的司机，这一作息时间，如同精准的钟表，
伴随着他九年如一日的坚守。五点整，他准
时出门接车，开始一天的奔波。

“嬷啦，咱们这是要去哪里啊？”边国光关
切地询问着，同时迅速跑下车去，热心地搀扶
着老人上车。老人名叫格桑卓玛，住在城关区
蔡公堂乡，今年83岁了。当天，她特地赶往西
郊安居苑，想去女儿家中抱抱可爱的曾孙。边
国光立即表示，将免费把老人送到目的地。格
桑卓玛笑得合不拢嘴：“这位师傅的车子好干
净，服务也周到，难怪车上有雷锋标志。”

2021年6月5日，边国光加入了拉萨市学
雷锋出租车志愿服务队。这支由22名志愿者
组成的队伍，始终坚守着“市区内七十岁以上
老人及残疾人单独乘车免费”的服务承诺。
在过去的三年里，边国光和“学雷锋车队”成
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已免费搭载老人超过
1500次，捡拾并归还失物300余次，为残疾人
提供援助服务300多次。

“作为队里的老队员，我深知自己应该起
带头作用。平均每个月，我都会免费搭载六

七位老人和两三位残疾人，我非常理解他们
在出行时所面临的不便。有时候，如果连续
几天都没有拉到需要帮助的老人，我还会感
到着急呢。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鼓励
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共同为特殊
群体贡献一份爱心。”边国光笑着说。

筹集善款
为尿毒症女孩献爱心

2022年 1月29日，边国光像往常一样开
着出租车在拉萨的街道上穿梭。当车子缓缓
驶近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公交站时，他注意
到路边一位不同寻常的乘客。那是一位年轻
的女孩，她披着外套，脸色苍白，焦急地伸出
手臂试图拦车。边国光立刻靠边让女孩上了
车。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无意间瞥见了女
孩左胳膊上的留置针管。在交谈中，他得知
女孩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需要定期前往医院
进行透析治疗。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非常惊讶，也感
到很难过。”边国光回忆道，“这个女孩只比我
女儿大一点，却要承受这样的病痛。我当时
就跟她说，叔叔虽然暂时不能帮你太多，但我
可以免费送你去医院。”在将女孩安全送至目
的地后，边国光和女孩互留了电话。他告诉
女孩，自己是拉萨市学雷锋出租车志愿服务
队的一员，团队里有22名热心肠的驾驶员。
他承诺，无论任何时间，如果女孩需要前往医

院，只需一个电话，他和团队成员都会义无反
顾地为她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回到公司后，边国光将女孩的遭遇分享给
了团队其他成员。大家听后纷纷为她的不幸
感到心痛，同时自愿捐款，为女孩筹集一些治
疗费用。不到两个小时，大家便为女孩筹得了
2100元的善款，并准备了水果、牛奶等爱心物
资，为女孩和她的家人带去了温暖和关怀。

见证拉萨变迁
回老家还开“雷锋车”

边国光在拉萨的生活异常简朴，身上的
衣物早已洗得褪色，饮食也是简单到不能再
简单。但这样的节俭，并非是吝啬，而是他对
家庭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作为家中的顶梁
柱，边国光曾经肩负着供两个孩子上学的重
任。他深知，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是为了给
家人一个更好的未来，“我的女儿已经找到了
工作，儿子也在部队上参军。看到他们有了
自己的生活和前途，我感到无比欣慰和骄
傲。如今，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父母身体健康，
安享晚年时光。”

过去的18年里，边国光见证了拉萨翻天
覆地的变迁。他回忆起早年间，尘土飞扬的
道路和商铺里用塑料纸遮盖商品防尘的情
景，不禁感慨万千。如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
宽阔平坦的道路、整洁干净的商铺，以及日新
月异的城市面貌。

拉萨交通条件的变化，使得边国光能够更
加轻松地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物，极大地丰富
了他的生活体验。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边国
光最初常常因文化习俗的差异而遇到误解。
尤其是与年龄较大的人交流时，双方语言上的
隔阂使得沟通异常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边国光的努力适应，这种沟通障碍逐渐解
除。他学会了尊重并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用
更加包容的心态去与他人交流。

治安的显著改善更是让边国光对拉萨赞
不绝口，在他看来，拉萨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安
全城市。这些变化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生
活环境，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坚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拉萨这座城市将变得越来
越美好，人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在边国光的笔记本上，43页纸，密密麻麻
仔细记录着每一次“学雷锋车队”成员们拾金
不昧、免费搭载老人残疾人的事迹。边国光
坚信，只要大家始于心、见于行，雷锋精神就
会一直传承下去。

“今年2月28号，我的出租车报废了，下
一步，我计划带着我的笔记本回到老家咸阳，
回去后我依然会开出租车，免费搭载出行不
便的人，继续做好事，把拉萨市学雷锋出租车
志愿服务队的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人感受
到雷锋精神的温暖和力量。感谢拉萨让我的
生活越来越好，我在拉萨真的挺好的。”边国
光眼含热泪说道。

商报讯（记者 张雪芳）那曲市安多县平均
海拔5200米，素有西藏“北大门”之称，巍峨险
峻的唐古拉山脉贯穿全境，申格卡岗村就坐
落于山脉腹地，青藏铁路从村子西面穿过。
因为海拔高、产业单一，申格卡岗村曾是一个
贫困村。2011年开始，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藏集团公司）开始对申格
卡岗村进行定点帮扶，如今村里不但脱贫，还
拥有了桶装水厂、温室大棚等产业、设施，传
统高原牧村迎来“蜕变”。

在拉萨西站工作的托尺就出生在申格卡
岗村。“我们村是青藏集团公司的帮扶对象，
驻村工作队到我们村后，村里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让我有了在铁路上工作的梦想。”托
尺说。

托尺，一名95后的铁路青年，2017年高
考后毅然选择了自己向往的铁路专业，怀
着对铁路工作美好的向往，托尺开启了三
年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活。
2020 年大学毕业后，应聘来到青藏集团公
司拉萨车务段拉萨西站工作，成为西藏那
曲青藏铁路旁申格卡岗村“走出去”的第一
位铁路职工。

从记事起，长辈们就对他讲过青藏铁路
给申格卡岗村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和便利，
他也在村里给弟弟妹妹们讲述青藏铁路的
就业福利待遇等，也是从扶贫办进村帮扶开
始，他就种下了一颗去铁路工作的梦想的

“种子”。
在校期间，托尺便为自己定下目标：奔赴

青藏铁路。为此，他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夯实
专业基础。那段时间，“挑战极限 勇创一流”
的青藏铁路精神在他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通过努力，托尺拥有了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
和实践技术技能，毕业后，他顺利进入拉萨车
务段，在调车组工作。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做
到最好。”托尺常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几
年如一日的铁路调车工作中，他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高原铁路人的青春担当，诠释着火热
的青春。他深知身上的责任与肩负的使命
就是保证每批货物安全准点地抵达目的地，
他看到的不仅仅是铁路的迅速发展，更是前
辈们对铁路事业的那份执着坚定和那份沉
甸甸的责任感。

拉萨西站货场作为青藏铁路西藏段最
大的货运站，主要承担西藏各市地货物的到
发业务。青藏铁路通车以来，拉萨西站货场
的建设和发展是青藏铁路推动西藏经济社
会发展的“缩影”。2021年，随着拉林铁路的
开通，拉萨西站货场辐射带动周边的作用也
日益凸显。

2024年春运期间，拉萨出现了持续降温、
降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0℃，但为了运
输保供、民生物资运输，调车组不分昼夜，在
寒风中坚守着。编组场里一列列货车，如同
钢铁巨龙蜿蜒驶过，调车组的小伙子们如同

“驯龙高手”，挂在冰冷的货车车辆上紧张忙
碌地快速解编车辆。

“都说我们是守护春运安全的‘隐形人’，
虽然没能直接服务旅客，但是看到一列列货
车编组成列，安全准点地开往各地，无数的民

生物资运往千家万户，心里便会升起一种自
豪感，感觉自己的坚守奉献都是值得的。”托
尺一边扎安全带一边说道。

牵出、连接、停车、推进……春运中的拉
萨西站编组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
平调电台传出的一声声指令，一节节货车平
稳驶入预定股道。今年是托尺第三次服务春
运，作为拉萨西站调车组一名联结员，需要根
据调车作业计划做好一系列“穿针引线”的工
作，将货车编组成列，保证列车的安全正点发
出；为应对低温作业，托尺身穿冬棉袄、头戴
防寒帽、肩挎对讲机，在寒风中检查连挂车辆
的连接状态、软管、货物装载状态及车辆的防
溜状态。

今年春运期间，托尺所在的调车组平均
白班编组12列、夜班编组18列，接到调车计
划一干就是一整天、一通宵，有时候甚至没
有吃饭时间，从编组场的西头到东头有1公
里多，他总是照顾其他同事，自己在股道奔
波，比其他人走更多的路。

“调车工作需要强健的体魄，想成为一名
联结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外，更要有
一个好身体。每当看到列车安全驶出，我的
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刚干完一批作业
的托尺乐呵呵地说道。

作为一名普通的95后铁路青年，青藏铁
路这条高原大动脉给了他尽情展现自己的舞
台。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书写着
生命的价值，用勤奋努力展示着新一代高原
铁路人的蓬勃朝气，在雪域天路这幅圣洁的
画卷上奋力书写着当代高原铁路青年最闪耀
的青春。

托尺:帮扶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位铁路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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