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

志

人
物
志
不
仅
是
一
个
展
现
交
通
行
业
内
特
色
人
物
的
事
迹

人
物
志
不
仅
是
一
个
展
现
交
通
行
业
内
特
色
人
物
的
事
迹
、、描
绘
先
进
集
体
形
象

描
绘
先
进
集
体
形
象

的
版
面

的
版
面
，，更
是
彰
显
行
业
人
物
的
向
善
力
量

更
是
彰
显
行
业
人
物
的
向
善
力
量
，，记
录
生
命
之
光
的
地
方

记
录
生
命
之
光
的
地
方
。。

2024.12.18 星期三 编辑：章燕飞 设计：孟雅娣 校对：刘婷婷 人物4 志志 投稿邮箱
tougao@jtlydb.com

心中有坚持，工作有方向
1973 年出生的单杏花来自江西省婺源，后考

入西安工业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17 岁走出家
乡，第一次坐上火车，踏上求学路，车站里排长队
购票的场景清晰地印在单杏花记忆中，却未曾
想，此后她就和铁路结下深厚情缘。

1996年刚就读华东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与
控制专业研究生时，单杏花就被抽调参与国家重大
科研项目“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的研发
和推广工作。那一年，单杏花亲身经历了铁路售票
从手工时代转向计算机时代的历史巨变。

在研发和升级“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
统”的过程中，单杏花曾遭遇了重重挑战——
2010 年春运的第一天，经过十年磨一剑的 12306
网站终于迎来了试运行。然而，好景不长，2011
年 12 月，当网站全面开放网络售票时，巨大的流
量冲击让系统频频“崩溃”，支付渠道单一、购票
流程复杂等问题接踵而至。2013 年，12306 客户
端 APP 的上线，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改观，春
运高峰期的抢票大战依然让系统“压力山大”。

面对网民的吐槽和舆论的批评，单杏花和她
的团队并没有气馁，反而越战越勇，向这个全球
最复杂的购票系统发起了挑战。他们在售票策
略、席位控制等方面取得了理论和技术上的重大
突破。

在 2010 年左右，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蓬勃发
展，“互联网+”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在时间紧
迫、任务繁重、要求极高的压力下，单杏花和她的
团队开始了铁路 12306 互联网售票系统的开发之
旅。

“那时候，1.0 版本的系统很脆弱，需要针对
每个站做优化调整，没有师傅、没有指导书，我就
要独立负责后台和前台的很多子系统。很紧张，
最怕票卖不出来，或是票卖错了，又或是钱没收
对，但试运营的结果很好，一切都很顺利。从那
时起，我开始对自己在计算机应用技术方面有了
信心。”

随着系统的不断升级，从 1.0 到 5.0 版本，再
到新一代系统，单杏花不断充实自己的业务和技
术知识，从旅客列车的开行方案到运行图编制，
从客规到运输组织，再到售票组织和收入清算，
她从一名学习者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专家。

2020 年 6 月 20 日晚，铁科院集团公司科研楼
监控大厅。大屏幕上，1667 盏绿灯全部点亮。每
盏灯代表一个普速车站，显示绿色标志着电子客
票票制转换成功。这一刻，中国铁路客票票制完
成由纸质客票向电子客票的蝶变，铁路出行进入
无纸化时代，旅客平均检票时间缩短三分之二。

心中若有光，花开自芬芳
在 12306 团队中，工程师们常常幽默地说：

“我们每天都在过‘双十一’。”面对不同车次、不
同车站、不同行程的旅客，系统必须实时监控、实
时出票，确保旅客的上下车安排严丝合缝。

不同于电商网站，铁路票务系统的逻辑算法
要复杂得多。就拿余票计算来说，同一条线路上
不仅有普通列车和高铁，还有多个运行区间，每
趟列车还要区分不同的座位等级……一次简单
的余票查询，可能就需要进行数万甚至数十万次
的复杂计算。以京沪高铁为例，这条线路从北京

到上海共有 24 个站点，每个站点都可能是乘客
的起点或终点，这意味着每张车票有 276 种不同
的组合方式。如果一趟车有 1000 个座位，那么单
单这一趟车就可能衍生出上万种售票方案。再
加上随时可能发生的订票、退票和改签，以及与
全国数千个线下售票窗口的数据同步，这背后的
数据量简直是天文数字。

在单杏花和她的团队的不懈努力下，12306
系统如今不仅能承受全球最大的流量冲击，还解
决了因复杂运算导致的系统“宕机”问题，以及黄
牛党和抢票软件带来的安全挑战。目前，12306
的日售票量可以超过 2000 万张，高峰日均访问量
超过 500 亿次。

如今，那些曾经让人头疼的排队买票的场景
已经成为过去式，12306 售票系统已经成长为全
球最繁忙、最强大的票务交易系统。电子客票、
候补购票、空铁联运、适老化改造、无障碍服务、
铁路畅行扫码……这些便民服务功能接连登场，
让旅客的出行变得更加便捷，让每个人都能享受
到铁路与数字融合带来的便利。

甬金衢上金华城区段项目团队：
安全生产就是工程推进的生命线

□记者沈颖惺通讯员应珑珑

在2024年金华市交通建设工程产业工人安
全生产技能竞赛的赛场上，来自金华市重点在建
项目的36支精英队伍共162人同台竞技，纷纷亮
出看家本领。甬金衢上金华城区段项目团队凭借
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获得团体一
等奖以及个人一、二等奖。

运筹帷幄，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
能有这样的成绩，着实不易。“我们团队是临

时组建的，成员包括项目一标安全总监丰东阁，
项目一标安全科长李亚鹏，项目三标安全总监高
明。”队长陈卓介绍，这支团队由甬金衢上金华段
指挥部牵头项目部成立，构成“1+3”的模式。

整个比赛分为理论考试和现场实操，总分为
100 分，理论考试占 30%，现场竞赛占 70%。理论
方面考察了施工行业今年以来的一些新的规章
制度，以及大家工作中使用到的相关设备的操作
标准规范；实践层面则是在规定时间内对三种起
重设备——龙门吊、汽车吊、架桥机等主办方提
前设置好的隐患进行细致摸排，杜绝任何一处可
能发生事故的隐患。

“比赛内容广而全，既考验深度，也考验速
度，非常考验我们团队的临场反应、个人技能以
及默契度和配合度。”为了在短时间之内提升默
契度和技能，团队总是见缝插针抽时间备战。陈
卓说：“安全条线的工作每天都很忙，所以我们往
往只能等到下班以后，才有时间聚在一起，针对
性地开展培训，努力地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补齐自
己的短板，团队成员之间互帮互助，充分模拟比
赛现场，不断丰富理论知识水平和实操技巧。”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团队的无限潜力，陈卓要

统筹好全局。“获奖的三人各有所长：丰东阁既有
扎实的理论基础，实操现场也力求精准；李亚鹏
在理论方面颇有建树；高明在现场实践方面更有
技巧性。”对于每一位团队成员擅长什么，陈卓娓
娓道来，“参赛之前，我专门邀请浙江省特种设备
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为期一周的培
训。”

丰东阁注重细节，在比赛中胆大心细，不容
错过每个小问题，不放过每一个可能出现的安全
隐患；李亚鹏理论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对理论
竞赛的题目抱着一探究竟一追到底的态度，不断
探寻最准确的理论知识；高明比赛过程善于把控
全局，在对自己了解的架桥机、龙门吊知识领域，
不拖延比赛时间，对稍微欠缺的汽车吊知识领域
做到不放过每个细节。整个团队“一盘棋”谋划、

“一股绳”协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在实操比赛中，主办方在水平尺下面放了

个小东西，这个隐患非常隐蔽，如若不是经验丰
富的安全工作人员，很难察觉。”陈卓感叹道，“每
一处细节，每一个小问题，我们都要寻求最优的
方案。”精于工，匠于心，正是在平时的工作中将
理论深入于心，将实践熟练于手，才能快速精准
找到每一个可能发生事故的隐患点。

以人为本，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这场比赛只是甬金衢上金华城区段项目团

队在交通建设安全生产领域无数精彩瞬间的一

个缩影。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他们始终秉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用“认真、较
真、顶真”的工作理念，牢固树立“安全是一，其
他是零”的共识，以“用先行扫除隐患、保项目
平稳推进”的工作作风，落实好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促进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为项目高质量建设发展提供坚
实的保障。

从业多年，陈卓他们深知，安全生产管理归
根结底是人的管理。“我们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对所有的管理员和工人都会事先进行一系列培
训，包括用电、消防、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严
谨实行培训考核制，并用反面事故给大家以警
惕，多方面提升工人的认知。”陈卓介绍道，“然而
在实际工作中，肯定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到工
人一级能落实下来的可能只有 80%。”

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几人基本上一有时间就
跑工地，多跑、多看、多盯，不仅关注施工进度和
质量，更将注意力放在安全隐患的排查上。无论
是设备的运行状态，还是工人的操作规范，他们
都一一检查，确保万无一失，有力推动在建项目
安全平稳实施。

以人为本也是甬金衢上金华指挥部安全生
产的第一准则。今年，结合省委省政府“三支队
伍”建设中有关“高素养劳动者队伍建设”要求，
项目联合重交大、省特检院、省公路技师学院等
专业院校，成立全省首个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产
业工人教培基地”。同时，上线自主研发的安全
视频教育小程序，利用班前会等时间，拓宽产业
工人安全教育途径。线下和线上两个教育平台
为项目建设团队提供了安全理论学习、实操培
训、科研攻关、经验交流等空间和资源。“散开满
天星，聚是一团火”是浙江交通集团浙高建公司
甬金衢上金华城区段项目的人才队伍建设理念，
接下来将充分利用平台优势为建设项目源源不
断输出各类技能人才。

12306背后的“技术大脑”
铁路12306客票系统，全球最大的实时票务交易系统，高峰时每秒出票1000多张，用户从提交

需求到出票只需要1.2秒，单日最高访问量超500亿次。庞大的系统背后，有一个娇小的身躯，她就是
铁路12306的技术领军人——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单杏花。中央宣传部日前
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单杏花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她“时代楷模”称号，褒扬她是“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
建设的铁路先锋”，号召全社会向她学习（本报12月12日头版报道）。

□据人民日报、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