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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6 点多，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天已经大
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客运段5633/
5634次列车的列车长刘伟带领班组成员早早到达越
西县普雄站，检查车体车控、打扫卫生……做好发车
前的一项项准备事宜。刘伟瞥了眼手表，旅客进站
时间已到，他快步走到列车外，准备迎接旅客上车。

刚才还安静的站台此刻变得热闹喧哗，几十个来
自普雄县各乡镇、村庄的旅客已经聚集在车门前，在班
组人员的安排下有序上车。身背竹篓、手提竹篮的瓦
吉木村村民布尔依哈也在其中，每天他都前往西昌市
的农贸市场出售自家种的大米和蔬菜，再从当地批发
农产品回到普雄售卖，背篓里装的东西也随着农时的
变化而改变。“一个背篓有几十斤重呢，多装点才能多
卖钱嘛！”这个50多岁的彝族汉子爽朗的笑声里，似乎
充满了对这趟旅程的期盼。

这趟在普雄站至攀枝花站间往返、平均时速仅
有 32公里的老式绿皮车，串联起了山沟沟中的 26座
小站。赶集、做生意、探亲、上学，乘客的出行目的各
有不同。车厢里的场景更加“精彩”，角落里，被装在
编织袋里的小猪崽仍不老实，发出哼唧声；背篓里的
绿头鸭探头探脑，“嘎嘎”地叫着；笼子里挤下了几十
只芦花鸡，昂着头颅“审视”着车厢。在列车尾部的

“动物车厢”，列车员说不定还能和拴在这里的牛、
马、羊等大型牲畜打个照面。

将沿线能找到的村庄全部设置停靠站点；在多
条高铁线路宣布涨价时依然选择几十年不上调票
价；家禽和农副产品免费上车……老乡们需要“慢火
车”，“慢火车”也必然要为更好地服务旅客而持续升
级。如今，“慢火车”的列车服务和设施设备也有了
大变化，这些变化都落在了刘伟和旅客们的眼里。

在悠长岁月里，一列列公益性“慢火车”架起了
乡村和外面世界沟通的桥梁，承载着乡民们对未来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当今高铁网密织交错，处处追
求快速、标准化的时代下，“慢火车”如何与时俱
进？当发车的汽笛声响起，答案或许就藏在这趟旅
程中……

功能之变：不再只是交通工具

刘伟在成昆线的“慢火车”上已经值乘了 30 多
年。1968 年，他的父亲从西藏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成
昆铁路，刘伟也在这里出生、成长。自6岁起，刘伟就
乘坐这列“慢火车”去普雄镇上学，成年后，他接过父
辈的班，穿上了那身铁路制服，并依然选择在这列承
载着他年少时美好记忆的火车上工作，一干就是几
十年。

“我小时候，这辆车就是一辆普普通通的绿皮
车，没啥特别的。现在可是大变样喽！”他抚摸着自
己再熟悉不过的车体，眯起眼睛回忆道，“这两年，
除了‘动物车厢’外，列车还打造了‘学习车厢’‘流
动集市’等主题车厢，这已经是一辆多功能型的‘慢
火车’了。”

在“学习车厢”，两侧靠窗位置拆除了部分座椅，
取而代之的是几套高度合适的课桌椅。车厢两侧各
放置一个书柜，这是车辆联合四川省图书馆打造的

“彝乡情·慢火车·悦读新空间”，有上千册精选图书
可供取阅。改造后的车厢变身“移动自习室”，让学
生们可充分利用乘车时间学习。

王娟是喜德县喜德瓦尔学校的高一学生，学校
规定，高一、高二的学生每两周放一次假，从周四放
到周日。王娟的家在西昌市月华乡，离学校不算远，
乘“慢火车”十几分钟即可到达。她并不想浪费这段
时间，一上车就拉着同学马海阿衣直奔“学习车厢”，
坐在桌子前温习功课。“晚了，可能就抢不到桌子
了！”这个17岁的小姑娘有着远大的志向——去北京
的中央民族大学读书。

“我们可以在车厢里复习和讨论上次考试的错
题了。”一旁的马海阿衣也开了腔。她家在喜德县光
明镇光荣村，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则去了广东打工，

“我之前去参观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后也想从事
航天工作！”一次游览，在马海阿衣心中播下了“航天
梦”的种子，她喜欢坐在列车靠窗的桌子前看书，但
偶尔她也会发呆，透过车窗盯着那片蓝蓝的天，对天
空，对宇宙的憧憬愈发强烈。

“吉克，你也在车上？真是好久不见了！”刘伟突
然在车厢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自己的
老朋友吉克木各。今年56岁的吉克木各是喜德县乐
武乡人，从年轻时就颇有经济头脑，平日里在乡间收
购猪、牛、羊，然后乘坐“慢火车”运到山外贩卖。靠
着做生意，把一大家子人拖到了冕宁县的泸沽镇，住
上了楼房。吉克的人生也伴随着行进中的火车车轮
一起滚滚向前，掐指一算，竟也过了小半辈子了。

“这可比我年轻时条件好多了！”在刘伟的带领
下，吉克木各来到“流动集市”车厢，忍不住感慨道。
据刘伟介绍，大凉山物产丰富，有的老乡习惯用这趟
列车将土豆、核桃、山野菜等特产带到集市售卖，但
由于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土特产都是靠着肩挑背扛
销往城里，销售速度慢，时间跨度长，一些时鲜瓜果
有时在路上就已经腐烂。“流动集市”车厢设置了“集
市通”和看板，能够交换沿线集市、农产品价格和供
需信息，大大提升了老乡们的售卖效率。“我们拆除
了老式座椅，两边安置了单排坐凳，留出车厢中部的
位置作为流动交易区，有时老乡们在列车上就能完
成商品交易。”刘伟说。

除此之外，这节车厢的尾部还设置了“商务洽谈
区”，你家有多少土特产，我用多少钱收购，几句交谈
间，就可能书写出新的“致富经”。“不管是一元钱的
生意还是上万元的生意，都可以在我们这列车上敲
定。”刘伟说。“真好，以后在车上就能谈生意了！”吉
克木各激动不已。

列车不仅功能性越来越强，“颜值”也发生了变
化。“慢火车”升级后，推出了“彝乡情”服务品牌，车
身涂装融入了彝族文化元素，体现出浓浓的少数民
族风情。

“慢火车”在既有大件行李车厢、行李车功能性

改造基础上，立足公益性“慢火车”助力乡村振兴责
任担当，引入民族特色，响应旅客多元化需求，打造
多功能型“慢火车”，它不仅是拉动沿线经济社会发
展的核心引擎，也是促进各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平台。

货物之变：折射乡村产业变迁

“这是谁家的羊？可不能拴在这！”车厢厕所的
洗脸台旁，竟拴着一只黑山羊，刘伟发现时，它还转
着黑溜溜的眼珠，警惕地盯着他。看着山羊主人将
山羊拴到“动物车厢”后，刘伟才放了心。

如何在不影响其他乘客出行的情况下，合理管
理和安放这些家禽和牲畜，几乎已经成了班组工作
人员的“必修功课”，但刘伟却乐此不疲。“以前老乡
们的背篓里大多是从山上挖的野菜或者砍的树枝，
甚至还有塑料瓶等废品，后来背篓里装的是自家养
的鸡、鸭，现在很多人富起来了，拉着牛、羊、猪一起
上车，能看出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看似只是货物的变化，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乡村
的快速发展和百姓生活幸福感的提升。“我还记得小
时候，家里养了几头猪。有时父母会熬一锅浓浓的
玉米糁粥，要先喂给猪吃，那时候山里的条件很艰
苦。”吉克木各说。二十岁时，他就开始借助这列“慢
火车”跑买卖，出售自家养殖的猪崽。后来，吉克木
各又开始收购村里其他农户养殖的猪、牛、羊进行贩
卖，寻找收购商、谈价钱、卖牲畜……吉克的生意越
做越大，最多的一次，他赶了五十多只羊上火车。

喜德县位于大凉山腹地，很多乡镇交通不便，如果
用汽车运输牲畜，翻山越岭，风险较大，因此安全便利、
票价低的“慢火车”一直是他的首选。据吉克木各计
算，如果用汽车运输的话，包车价格是800多元，但是

用“慢火车”运输，只需要5~6元的车票费用，大大降低
了成本。“5633/5634次列车全程票价 26.5元，50多年
来一直保持这个价格。沿线彝族老乡所携带的家禽和
农副产品均享受公益性运输，行李车运输的行李、包裹
运费由车站按规定收取办理。”刘伟说。

白衬衣，黑西裤，再搭配一双牛皮皮鞋，如今的
吉克木各俨然一副城里生意人的模样，腰间别着的
一部智能手机是前两年新换的，由于在当地的牲畜
交易市场已经小有名气，有时一个电话就能为他带
来一桩生意。借助“慢火车”跑了36年买卖的吉克木
各，摆脱掉了过去的贫困，也将四个孩子养育成人，
现在5个孙子也上了幼儿园，由老伴照看。

在车厢的角落里，沙玛克地和朋友聊得开心，这
个来自喜德县红峰村的彝族小伙刚刚从西昌市农贸
市场购买了两只猪崽，他娴熟地用编织袋将猪崽装
好，再用小刀在袋子上划出一个圆形，大小刚好够猪
崽将鼻子伸出来。“这样既不会把车厢弄脏，又能保
证猪崽健康，不会让它们透不过气。”沙玛克地说。

和吉克木各一样，沙玛克地家也从事养殖业，虽
然规模不大，但足够一家人生活。“这头大一点的猪
崽是 1000元，小的是 600元。买回去再养三、四个月
就能出栏了。卖给我们当地的养殖场，一公斤猪肉
的售价能有 16 元呢！”沙玛克地算了算，再加上家里
种地的收入，一年可以挣十几万元。下车时，沙玛克
地和朋友一人拎起一条编织袋扛在肩上，说说笑笑
地向车站出口走去，心情不错的沙玛克地还哼起了
一首彝族小曲，曲调中满是欢快。

2020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包括喜德县在内的7个
县退出贫困县序列。经过艰苦奋斗，11 个贫困县全
部如期摘帽，207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05.2万建档立
卡贫困户全部脱贫，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地也迈开奋进的步伐，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变

化不断涌现，中共凉山州委办公室、凉山人民政府办
公室印发的《凉山州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增收三年行
动方案（2023—2025 年）》也提出，立足优势特色产
业，聚焦粮油、畜牧、果蔬、蚕桑、中药材、花卉、烟草
等优势特色产业，打造一批现代农业园区。

产业的发展更带动了大家致富的决心。“这几
年，老乡们带的货物的种类多了，数量大了，除了土
特产、大型牲畜外，在春耕期还时常能看到有人携带
小型农机具、化肥农药等登车，大家都干劲十足。”刘
伟表示。

通过“慢火车”，铁路沿线的村民不仅把自己的
买卖跑得红火，也让村里的其他村民们不愁自己养
殖的牲畜和家禽带不出大山。随着凉山州从脱贫攻
坚迈步乡村振兴，老乡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带货”
的种类、数量、频次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也让这辆

“致富车”更加名副其实。

服务之变：创新民族特色服务手段和方式

列车行至沙马拉达站，这里紧邻悬崖河谷，是成
昆铁路上条件最艰苦的高山小站之一。一位老人正
背着一筐木姜子茎登车，刘伟赶紧从背后扶住了他，
往上一托，帮助老人顺利登车。

列车在升级，货物在变化，这也对班组工作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除了帮助旅客们搬运竹
筐、竹篓等行李外，针对旅客携带编织袋、大提包等
行李物品较多且易破损的特点，车上还设置了“百宝
箱”，配备针线、胶带等用品。每个班组还专门配备
了行李小拖车、绳子等备品，便于旅客搬运、固定较
重物品。

相比于其他列车，5633/5634次列车有一个显著

的特点：几乎都是彝族旅客。尊重彝族人民风俗习
惯，创新民族特色服务手段和方式至关重要。为了
便于交流和沟通，2017年，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招聘了6名彝族高职生补强到各班组，彝族列车
员吉步日哈就是那时候来到了 5633/5634 次列车。
列车员的工作更加繁复琐碎，吉步日哈要用彝语、汉
语“双语”模式为旅客讲解乘车注意事项，针对老年
旅客等特殊群体，还要为其现场补票。这些老年乘
客没有智能手机，只能现金结算，时间长了，吉步日
哈也习惯性地在兜里装上一把零钱，方便找零。

刘伟所在的团队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成都客运段集动二队，现有 8个班组，职工 129人，
最大年龄59岁，平均年龄48岁。这也意味着，很多和
刘伟一样的班组工作人员都将青春献给了“慢火
车”。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车组工作人员也和常年
乘坐“慢火车”出行的彝族老乡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这样的感情逐渐演变为不断提升工作服务质量的动
力源泉。

彝族列车长阿西阿呷是集动二队的“明星车
长”，翻开她的履历，2020年“最美铁路人”、中国共产
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等头衔十分闪耀。
不过，她最熟悉的称呼还是“阿呷车长”。1996年，21
岁的她登上5633/5634次“慢火车”，开始了她的客运
生涯。日子长了，关系近了，老乡们也亲切地称呼她
为“阿呷车长”。

20多个冬去春来，在这列穿越大凉山腹地的“小
慢车”上，阿西阿呷与彝族同胞之间有着许多个令人
难忘和感动的故事。在这些旅客中，让她记忆颇为
深刻的是喜德县尼波村做土豆生意的依伙伍沙。

在阿西阿呷的记忆里，初遇依伙伍沙时，他还
只是个小商贩。尼波盛产土豆，依伙伍沙就把自家
的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地运往西昌市售卖。“虽然他
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很有经商头脑。”阿西阿呷说。
工作不忙时，阿西阿呷喜欢和这些彝族老乡坐在一
起拉家常，和依伙伍沙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土豆是
凉山州的特产之一，当地人爱吃土豆和土豆制品，
你为什么不继续把土豆生意做大？”一语惊醒梦中
人，在阿西阿呷的建议下，依伙伍沙开始从附近村
子的农户处大量收购土豆，再加价卖给批发商或土
豆制品加工厂。

“又一批土特产上市了，有香椿、折耳根、蕨菜、
牛口刺、鹅蛋等，香椿、蕨菜1元1把，折耳根2元1把，
鹅蛋 4 元一个，欢迎大家来 7 号、8 号车厢购买！”这
天，阿西阿呷在列车上发出了一条朋友圈。“在车上
看到老乡们带了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就帮他们吆喝
一下。”工作28年来，阿西阿呷从未更换过手机号，并
自愿充当起土特产“推销员”。

布尔依哈也是阿西阿呷的老朋友之一。“她这个
人蛮实在的，又勤快，平时遇到困难或者烦心事，我
也习惯跟她聊聊，相处得跟自己家人差不多了！”谈
起阿西阿呷，布尔依哈连连称赞。

一辆“慢火车”，串起了班组工作人员和彝族老
乡之间深厚的情谊。服务在提升，感情也随着里程
数的增加而不断升温，为沿线村民带来“慢温暖”。

观念之变：山窝窝里升起新希望

自1970年通车起，5633/5634次列车就日复一日
穿梭在崇山峻岭中，伴随着“慢火车”开出开回，连接
起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送出了一批批有梦想、
有志向的年轻人，又将先进的理念运回了大山。

喜德瓦尔学校的前校长阿苏尔史也是大山里走
出来的孩子。1987年，10岁的阿苏尔史与6名来自李
子乡中心小学的小伙伴被选拔到喜德县城关小学读
书。阿苏尔史家在西昌市礼州镇，距离火车站仅几
公里，每天由父亲骑车送他去车站，小小的他坐在后
座上，听着老式车用力蹬骑时发出“吱扭吱扭”的声
音，这一切成为镌刻在他脑海中的永恒画面。

工作数年后，他来到喜德瓦尔学校担任校长，他
走过的路，他的学生们依然在接着走。“这所学校成
立于2019年，刚建校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和我当年
一样，乘坐‘慢火车’上学，据学校统计，最多的时候，
乘坐‘慢火车’的学生有700多人。”阿苏尔史说

眼前的“慢火车”早已不是阿苏尔史记忆中的样
子，而最让他感慨的，还是列车上乘客们的变化。“以
前山里的村民家里穷，很多人都没怎么坐过火车，更
不知道火车上也有规则需要遵守。我小时候，车厢
里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用‘脏乱差’形容也不为过，那
时候甚至还有人因为买不起票而逃票。”

今非昔比。凉山彝族自治州打赢了这场脱贫
攻坚战，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让村民“富口
袋”，更要“富脑袋”。如今，在国家相关教育政策扶
持下，大凉山人越来越重视教育。在阿苏尔史乘坐

“慢火车”上学的年代，车上很少见到女孩，但如今，
车上的学生中，女生的数量大幅提升。随着教育的
持续深入和对外界的不断接触，旅客们的素质也在
提升，主动维护车厢环境，自觉购票补票，轻声交谈
不吸烟……再不见从前那番景象。

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德荣这次也特意登上列车，
村民们和老乡们的精神面貌让他十分感慨。今年已
年逾古稀的他年轻时曾在黑龙江逊克县下乡插队，
虽然后来返回上海，但心中却有着强烈的农村情
结。“我想坐这辆车去山里看看，现在的农村、农民是
什么样，和我那个年代有没有区别。”他在西昌站上
车，一路坐到终点站普雄站，身旁的村民热情地与他
攀谈，介绍起自己此行的目的，当胡德荣举起相机，
村民们也报以热情、善意的笑容。

“同志，请问到哪站了？”胡德荣问。“到红峰站
了。”吉步日哈答。常年在火车上工作，刘伟、吉步日
哈等班组工作人员对于这条线路的各个站点了如指
掌，有时甚至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就能辨别出到达的
站点。随着沿线彝族老乡建起新房，以前的土坯房
越来越少了，吉步日哈透过车窗远眺，绿油油的庄稼
和高高矮矮的砖瓦房构成一幅醉人画面。

列车到达普雄站时，刚好是下午5点半。送走了
最后一名旅客，刘伟伸伸懒腰，落日的余晖洒落铁
轨，正如希望的光芒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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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长岁月里，一列列公益性“慢火
车”架起了乡村和外面世界沟通的桥梁，承
载着乡亲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当
今高铁网密织交错，处处追求快速、标准化
的时代下，“慢火车”又有哪些新变化？

清晨，停在铁轨上等待发车的5633次列车。

学生们在“学习车厢”温习功课。 沿线村民带着大包小包登上“慢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