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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是 1975 年我驾驶进口 6Y2
机车飞跃秦岭的照片，这个是宝成铁路
通车纪念章……”打开家中一个保存完
好的长方型木盒，曾经驾驶电力机车飞
驰在宝成铁路的女司机胡学政爱惜地拿
出一件件宝贝：宝成铁路通车纪念章、电
力机车女司机任职令、安全行车嘉奖令、
出席省人代会代表证等，对我述说当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女工的火车司机梦

对宝成铁路的向往，源于她的父
亲———一名铁道兵。在胡学政童年的记
忆里，父亲每天早上都要拿着工具到秦
岭山中修铁路，晚上才能回来。母亲总是
用大手帕给他包上两个馒头，再准备一
壶水，这是父亲的午餐。父亲总说，等铁
路修成了，以后出去就不难了！

父亲喜欢带着她看长长的火车停靠
观音山车站，再鸣着长笛缓缓驶向大山。
那时她就想：能驾驶这条巨龙翻山越岭，
多棒啊！只是，当时还没有女司机的先例。

1973 年，电力系统首个“三八女子
带电作业班”模式传播到全国各地，各行
各业争相效仿。宝鸡电力机车段也决定
招收一批电力机车女司机。这对于刚入
路不久的胡学政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
那年，19岁的胡学政第一个报了名。当
时招收条件苛刻，不但要求业务技术过
硬，还要通过政审。最终，胡学政从众多
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女电力机
车司机学员。

女司机的蜕变之路

与胡学政一起被选拔为电力机车女
司机的一共有 21人，年龄最大的 22岁，
最小的 18岁，都是刚上班不久的新工。
她们每天从段部所在地，徒步 3公里到
运转车间，参加为期 3个多月的集中培
训。学习技规、行规、安全、机车运用原
理、机车线路图，以及主断路器、主变压
器、制动机、牵引电机、转向架等机车大
部件作用原理。
“男同志能干的，我们女同志也能

干！”与同期男司机学员相比，胡学政她
们多了一项体能训练。每天早晨六点半
起床，10分钟洗漱完毕，便开始近 1小
时的跑步拉练，八点钟准时集中上课。

1974 年 4 月，培训考试考核达标
后，胡学政和另外一名女学员，由两名男
司机（一正一副）带着上线进行“实战”学
习，熟悉线路状况、背记沿途站名、掌握
牵引客车或货车列长和站线长度等。半
年后，考核合格的胡学政被任命为电力
机车“学习副司机”。

起初，在驾驶室看到蜿蜒曲折的铁

路盘旋在巍峨的秦岭之巅，窗外翠绿的
山峦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胡学政总是
欣喜不已，为自己能成为机车乘务员而
感到无比自豪。随着上线次数增多，尤其
是熟悉线路状况后，认识到宝成铁路秦
北区段仅 42.8 公里就有 48 个隧道、48
座桥梁，列车运行几乎是出了这个隧道
进下一个桥梁，而且最大坡度达 30‰，
是当时全国机车运行难度最大的线路，
她心里的责任感和危险意识越来越强，
“走得趟数多了，越开越小心！”

学习达标后，胡学政晋升为副司机，
配合司机工作，观摩学习司机操作技术。
学习在不同区段、进出不同车站如何控制
机车运行速度，或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突
发情况后，怎样采取制动措施，怎样及时、
平稳、准确地将车停在合适或指定位置。
“当年跑车最难的就是，克服夜间行

车打瞌睡问题，那时货车基本上都是白
天装车夜晚运行。为了避免眼皮打架，本
来可以坐着开车，索性站起来；本来不会
喝茶，学会了每趟出乘前，备好一大杯浓
浓的茶水。”就这样，胡学政安全顺利地
完成了一趟又一趟运输任务。

驾驶“铁龙”翻秦岭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1975年 5月 1
日，胡学政、高琨璞、廖淑琴三名女同志
被正式任命为电力机车司机，成为中国
首批电力机车女司机。
“‘一把闸’运用得恰到好处，火车开

得有模有样！”这是师傅和搭档对胡学政
的评价。可真正让胡学政从一个新手司机
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的“铁龙”驾驭者，却
源于一场有惊无险的行车事故隐患。

有一次，胡学政牵引直快客车，行至
黄牛铺至秦岭区间，出隧道时，她的一声

鸣笛惊吓了在铁道旁吃草的黄牛，黄
牛突然窜上铁道一动不动。情况紧急！
胡学政立即采取停车措施，但已经来
不及了，列车冲了过去，撞死了黄牛。

车停车下后，胡学政和副司机急
忙下车查看，并迅速采取规范处置措
施。虽然有惊无险，并未中断列车运行，
但事后胡学政还是感到后怕，“如果牛
压在钢轨上，那厚厚的牛皮，很可能造
成列车脱轨，后果不堪设想！”那个晚
上，胡学政辗转难眠。“开车，一点都马
虎不得，这可是关系乘客性命的大事
啊！”父亲的嘱托反复萦绕在耳边。

从那以后，胡学政开车更加小心
了。同时，她积极和同事们研究完善
行车规范，并对突发情况处置流程做
了严格规定。

后来段上成立“三八女子乘务
组”，任命胡学政为司机长。她带领乘
务组严守行车规章，精准操纵机车，出
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因工作表现突出，
乘务组多次被评为路局、分局、段先进
集体，她本人也作为先进代表，先后出
席省团代会、省妇女代表大会等，并当
选陕西省第五届人大代表。

铁路情怀是会感染的。当年，父
亲守护宝成铁路 42年，后来包括自己
在内的 6个兄弟姊妹全部分布在铁路
各条战线，如今女儿也成为一名铁路
工作者。胡学政说：“这条铁路，是我
们一家三代的光荣和梦想。”（赵选团）

红心依旧向宝成
———第一代电力机车女司机的故事

老党员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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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 14
年浴血奋战，军民伤亡超过 3500万人，
930 余座城市被占，380 万将士喋血疆
场，直接经济损失 1000亿美元，间接经
济损失 5000亿美元……一个个数字，记
录着这场伟大斗争的艰苦卓绝。从爱国
人士许德珩“团结救亡、奋起抗战”的奋
力疾呼，到巾帼英雄赵一曼“未惜头颅
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视死若归，
亿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以气壮山河的
斗争谱写了保家卫国的伟大篇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和平力
量、正义力量的胜利。这是一场全方位
的斗争，中共中央 1943年提出“十大政
策”，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条战线结合起来整体制敌。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是一场全民族的抗争，4 亿人民共御
外敌。日本的一名历史学家说：“日本不
仅仅是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是败给了
中国人民。”这是一场全世界正义力量的
奋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救死扶伤，德国
商人拉贝保护中国难民，波兰记者汉斯·
希伯报道抗战壮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
人民、国际组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
予的宝贵支持。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没有退路、唯
有前行，没有妥协、只有斗争。母亲送儿
抗日、妻子送郎从军、工人冒险生产、商
界捐钱捐物、学生深入敌后的感人故事
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毛泽东同志曾说：
“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
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
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从白山黑
水的“村村烈士碑”，到滇西抗战“十荡十
决，甘死如饴”，人人抱定敢死之心，汇聚
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力量。穷凶
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并没有压垮
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
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不仅展现
着敢于斗争的精神，也锻造着善于斗争
的本领。面对野蛮残暴的侵略者，从麻雀
战、破袭战，到地道战、地雷战，人民群众
探索出一系列富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战
争方式和斗争艺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
动，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率

先吹响抗日号角，开辟广大敌后战场，
将自己的主张转变为全国抗战的政治
总路线，提出《论持久战》等战略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中
国人民激发智慧，以高超的斗争艺术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
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的必胜信念。”从抗战胜利出发，中国人
民继续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敢于同一
切艰难困苦斗争，推动这个曾经满目疮
痍的国家，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实行伟大的改革开放，跻身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
加速变化，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
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
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今天，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就是要弘扬抗战精
神，继续拿出当年那种敢于同困难作斗
争的精气神，在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书
写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5年前的那场胜利说明，只要中
国人民团结一致、不畏艰险，就没有什
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挑战不能战
胜。今天，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我们将
创造更多辉煌的业绩。 (转自人民网）

一生不忘初心 只为万家祥和

77年前，参加抗日游击队，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杀敌，
成为地道战中的英雄；72年前，担当开国大典警卫兵，为

和平解放北平、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绩；63年前，投身
宝成铁路建设和职工子弟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铮铮“铁

军”；6年前，签订遗体捐赠书，缴纳万元党费，承诺献出
终身。93岁的离休老战士冯万和，为党和人民献出一切，
一辈子用行动践行：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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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政 渊右冤 与同事在国产
SS1型电力车司机前合影遥

陕西抗战老兵关爱团敬献给冯万和的牌匾。

冯万和常常怀念自己的军旅生涯。

手持器官捐献登记卡和自愿书。

北平解放时担当军管会管理
员的冯万和（左）。

向宝鸡铁路社区特困户捐款。

活到老学到老，冯万和喜欢坐在阳台上读书学习。

弱冠之岁立初心
争当战斗英雄

初夏的宝鸡，云淡风清，花满陈仓，
上马营铁路小区里绿荫成片，芳草碧翠。
久居这里的冯万和，虽然白发依稀，满脸
皱纹，但是精神矍铄。这位德高望重的离
休老战士，1928 年 1月出生在河北省丰
润县的一个村子里，在九兄妹中排行老
四，是地道的穷人家的孩子。
“快 10岁时，‘七七事变’发生，家乡

沦为敌占区，眼睁睁地看到日本鬼子在
村里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冯万和
回忆，童年时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敌人
的“三光”政策更是雪上加霜，激起了他
的国仇家恨，小小少年心中埋下革命的
种子。

冯万和的父母是晋察冀边区的地下
共产党员。在父亲的带领下，冯万和从小
就干起了抗日挖地道、为地下党放哨、给
游击队送信等“小兵张嘎”式的拿手活。
耳濡目染的革命经历锤炼了他的意志，
16岁时，他加入八路军，扛起了保家卫国
的枪。
“那时条件很苦，所有东西都要从敌

人手里缴获，我们只有先下手为强。”冯万
和记得第一次上战场，在北里庄伏击战
中，他们用一颗手榴弹和一支步枪，歼灭
了许多日本鬼子，为受难同胞报仇雪恨。

这场胜仗，让小兵冯万和从鬼子身
上缴获到一把剃须刀，他随身携带当作
纪念品，常常拿出来为战友们剃胡子。

后来接连打胜仗，冯万和缴获了很
多武器，领到了“三八”大盖步枪和三发
子弹。正式当上军人的荣誉感油然而生，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入党之初，我就想当战斗英雄，为

党奋斗终身。”回想艰苦岁月，冯万和难
掩激动的泪水。他清晰地记得，18岁参加
四平保卫战，他成为营队 500多名战士
中幸存的 30人之一；20岁参加黑山阻击
战，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他生存下来的巨
大精神动力。

辽沈战役结束，冯万和被调到东北野
战司令部，担当谈判代表李子光的警卫
员，亲历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军事、政治斗
争。开国大典那天，负责北平军管会事务
的冯万和，全副武装站在天安门华表旁，
圆满地完成了新中国成立的警卫任务。冯
万和坦言，每次回忆那段历史，心中的自
豪感责任感使命感都会增强。

而立之时践初心
投身铁路建设

解放后，立过赫赫战功，本可以衣锦
还乡的冯万和，却坚持投身国家建设。
1958年初，30岁的他主动申请支援刚刚
通车的宝成铁路建设，从首都北京，来到
秦岭山下的陕西略阳，干起铁路工作。

“从小就想开火车，我觉得这和打
仗一样威武。”在略阳机务段，冯万和
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圆了儿时梦想。从
略阳开火车到凤州，山区条件十分艰
苦，火车司机少，劳动强度高。考虑到
参加过战争的他身体不好，组织上调
他到蔡家坡铁路职工子弟中学担任党
委书记兼校长。

在当时，这个学校是西北铁路人才
摇篮，冯万和学历不高，对他来说又是
一个全新的考验。

为站好新一班岗，给国家“三线”
铁路建设输送人才，他开始发奋读书、
看报、学知识，并向学校老师虚心请
教。几年下来，他将学校管理得井井有
条，教学质量名列全省前茅。

后来，冯万和又服从党的分配，到
更需要的地方去。他先后在兴平站担
任管理人员，在原咸阳车务段、普集镇
车务段等单位担任主要负责人，为确
保铁路运输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年轻党员就要带好头，把工作搞

上去，把群众关系处好，为人民办实
事。”干到老、学到老、活到老的冯万
和，在山区铁路多个岗位从事管理工
作，带出一批批优秀的党员职工。他经
常找职工谈心，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
情况，为一线职工调转户口，申请单位
房，争取招工指标，解决实际困难，受
到职工广泛好评。

耄耋之年守初心
为党奉献终身

“人活着就是为了名声，不当好人
当坏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冯万和
的爱憎分明体现在生活的点滴中。他
家里客厅、餐厅、卧室，悬挂着大大小
小 30多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这

是他最敬佩的人。他家里还贴着周总理
及十大元帅的画像，有事没事他总喜欢
看一看，看后每每觉得精神百倍，思想倍
受鼓舞。

客厅的柜子上，摆放着冯万和曾荣
获的 14枚奖章和奖杯。有抗日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章，还有庆祝建国 70周年纪
念章；有华北解放纪念章，还有铁路老战
士勋章。每一枚奖章背后，都有沉甸甸的
故事，冯万和说，这些故事三天三夜都讲
不完。

打开压在箱底的一个文件包，里面
放着两份珍贵的文稿，一份是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自愿书，一份是冯万和的遗嘱。

2015年 1月，年近九十岁的冯万和，
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与宝鸡市红十字
会签订协议，逝世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
给国家。
“以前，有无数战友和老乡为国牺

牲，老天给我留条命，就是让我为党和
国家作点贡献。”捐献遗体这事，刚开
始时儿女们不同意，冯万和召开了三次
家庭会议，才最终确定下来。现在，冯
万和被宝鸡市好几个单位聘请为爱国主
义教育辅导员，市红十字会颁发的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成为他给年
轻人“传经送宝”时最生动的教具。
“马上建党 100周年了，我也要发挥

好光和热。”几年前，冯万和捐赠过 1万
元助困金，分发给宝鸡铁路社区 10个特
困户家庭。如今，他还执意多作贡献，就
为了圆梦初心———为党和人民奉献一
切。

冯万和早已准备好 1 万元党费，要
在人生走到尽头时交给党。用他的话说：
跟着共产党，过着好日子，即使百岁依然
年轻，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忘记党的恩情。
（黄鹏 王虎 李婷 范晓东 高月瀹文 / 图）

冯万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