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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霞是东胜区 1 路巾帼专线驾驶员
队伍中的一员，也是天安公交集团的一名
老员工了，从作乘务员到现在的驾驶员岗
位，她一干就是22年。“在我心里，公交就是
我的家，和它呆的时间要比和家人呆的时
间都长。每天早晨6点钟到岗，检查车的安
全状况，打扫车厢卫生。”她说，现在 1 路线
上的全部是新车，她们这些女司机自然对
车内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相互
竞争，相互提高。“公交事业的发展也是我
个人成长的一面镜子，在公交上我可以看
到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最初没有人让座到
现在只要老年人上车乘客主动让座、从最
初享受服务的理所当然到现在渐渐的理解
和关爱、从大家你推我挤的上车到现在的
文明排队……”她表示，一路走来自己感受
到了这种变化的温暖，更坚定了她对这份
事业的热爱。

在张红霞女公交司机的背后，她也是一
名普普通通的母亲。在后者角色的扮演
中，记者感受到了她对孩子的内疚和歉
意。“我对女儿亏欠的太多了，她出生刚满
三个月，我就开始上班了。在她上学的时
候，自己也从来没有接送过一次孩子。”谈
话间，她的眼里有些湿润，记者心里明白，
这源于她对女儿的愧疚。因为工作的特殊
性，在孩子上一年级时，她就让孩子自己梳
头、洗衣裳、打扫家。在她心里，她知道这
些都不是孩子这个年龄段该承担的，但没
办法，因为没时间。在家里中的不足，张红
霞在公交上得到了弥补。辛辛苦苦 20 余
载，她从不知名的驾驶员到队伍中的榜样，
领导眼中的好员工，这一路走来虽艰辛，但

对于她来说看，也是很幸福的。
40 岁驾驶员郭燕，开公交车也近 20 年

了，这20年的陪伴也让她爱上了公交事业，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开公交已经成为生
活中的习惯。“‘回家了也不知道收拾一下，
公交车倒是擦得铮明瓦亮的’、‘我也不知
道家里怎么收拾，你要是问我一些车上的
毛病啥的，我能好好给你说说’这是我和我
老公经常在家说的对话。”郭燕说，开公交
和家肯定是不能兼顾，不过二者我选择了
公交，家里人虽然嘴上那样说，但都还挺支
持的。

在郭燕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她
刚来公交公司那段经历。“最初的车都是汽
油 、柴油车，我每天早上 4 点 30 准时起床，
到了停车场用火盆烤油底箱，再给车里加
热水，折腾上1个小时就出发了。那会车也
都是旧车，前面没有暖风，冷的那几天，我
都被冻感冒了。”她说，自己刚开始的那几
年，她开的几乎都是早车，所以坐车最多的
就是学生，每次拉上一车的学生，她都特别
开心，因为自己可以感受到孩子们的活力，
这种活力，可以激励她工作的斗志。近 20
年的公交生涯，现在郭燕开的是新公交车，
因为自己经历过开旧公交的生活，所以她
特别珍惜现在的公交，每天都会擦洗车辆，
以耐心、细心、温和的态度为每位乘客做好
服务。

张红霞、郭燕作为东胜区巾帼专线公交
中的两位驶员，她们熟练的驾驶技术、周到
优质的服务赢得了乘客的广泛赞誉，她们
是公交战线的“姐妹花”，更是新时代奋斗
的巾帼女杰。

公交战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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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交通行业服务窗口之一的公交人，承载着服务大众的职责，在这支队伍中，活跃着一支美丽的“红

色娘子军”，从服务一线的驾驶员到公司账务的“管家”出纳员，从机械式整理票款的整款员再到繁冗忙碌的综合
干事，从火眼金睛的监控查看员到维修配件满满当当的库管员，她们没有节假日的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数不清
的认真书写着公交人精神。

公交姐妹花——张红霞 郭燕

赵焕晓，康巴什公司 4 路公交驾驶员,2012 年 3 月入职，6 年的工
作中她坚守着一辆车一条线路，用微笑迎接南来北往的乘客。

她将车厢的每个角落打扫的干干净净，有老人乘车时她都要等
坐稳后才起步，乘客咨询问题她耐心解答，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
温暖着每位乘客。她说：“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把本职工作做
好，做到优质服务，就必须让乘客满意，当乘客需要时，我会尽力帮助
他们”。

人间自有真情在，春雨润物细无声。赵焕晓，作为一名女性驾驶
员，她很骄傲，因为她是公司 27 名“女将”中的一员。作为一名驾驶
员，她又是平凡的，因为像她一样工作在一线的驾驶员仅阿康公司就
有190多名，他们甘于平淡，默默无闻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着奉献之
歌。

党建知识“传播人”——党务工作者潘妍琪

线路“知心人”——驾驶员赵焕晓

潘妍琪，康巴什公司出纳员兼支部党务工作者，这就意味着除资
金核算外她还要负责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作为党务工作者，她善于作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经常与党
员谈心，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在她的努力下，阿康公司党支部
在不断壮大，2017 年党员队伍发展到了 18 人，阿康党支部连续 5 年
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得到上级组织和集团党委的赞许。

成果诠释每份努力，收获兑现每次付出。在每一次的党员发展
工作中，在每一份党员基础档案中，在每一位新加入组织的成员中，
她总是认真细致做好工作，时刻不忘党务工作者的职责。

赵玲玲，阿康公司库管员，她管理着公司所有公交车辆的配件和
维修材料，她工作认真细致，对各种材料了如指掌，分类整齐，将库存
和出库手续办理的井井有条。

赵玲玲的工作比较特殊，由于公交收车在晚上，所以她有可能需
要晚上上班来配合车辆维修配件的领取，她说“需要的时候就得到
岗”。

她工作的认真程度是出了名的，每次工具置换，她都会检查分析
工具的使用情况，查看使用寿命，详细登记备案，为成本管控当好“把
关口”。

配件“把关口”——库管员赵玲玲

高宇，2016年12月入职公司，虽时间不长，但她为了更快更好地
融入工作，虚心向领导请教、向同事学习，从刚来公司了解甚少到现
在的“小灵通”，她下了不少功夫也投入了很多时间，同事们经常看到
她加班工作的身影。

综合办公室，作为公司的“指挥中枢”，既承上启下又协调左右，
还要传递信息，工作也是千头万绪，有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文件批
转、人事管理，工作内容复杂繁冗，为尽快将这些工作理清，她利用业
余时间加班加点学习，将整理好的一些资料重新找出来翻看。

“小事中看责任，责任中无小事”。 因为责任，她爱岗敬业；因为
责任，她愿意付出；因为责任，她拥有价值。她把每项工作都抓实、抓
细、抓牢、抓靠，努力提升自己，不断超越自己，以最饱满的工作态度
迎接每一天。

资料“管家”——综合干事高宇

很多人想了解坐公交车投入的 1 块钱
最终去了哪里？带着这样的好奇走进整款
员的工作岗位——1元钱集散地。

阿康公司整款员姬鹏霞和马永梅，她俩
负责整理票款。她们的工作是好多人盼望
的“数钱数到手抽筋”，可是她们的辛劳却
不为人知。通过两道门，从整款室传来倾
倒分拣硬币的声音，走进整款室，桌旁放着
投币箱内胆，桌子上是满满的一元纸币，整
款员穿着蓝色工作服专注点钞，每根手指
上下齐动，寂静中只能听到唰唰的数钱声。

人们常说“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
手抽筋，是一种惬意的生活”，然而当你看

过公交整款员的工作，也会觉得原来数钱
也是个辛苦活。钱不过夜是票款中心的基
本要求，所以每天阿康公司总共 64 台车的
票款都要在当天清理完毕才能下班，这里
除了纸币和硬币，残币、假币、游戏币有时
也会夹杂其中，这些都需要她们逐一筛
选。由于岗位的特殊性，她们没有假期，腰
酸背痛，手指磨出的老茧是这份工作辛苦
的最好诠释。

整款工作看似机械简单，但人的因素很
重要，需要能吃苦和超乎寻常的细心来完
成工作，她们在平凡普通的工作岗位上默
默付出。

另类“指尖绝技”——整款员

交接班未更换星级牌、非站点上下乘
客、工作服穿着不规范……这是贴在公司
通知栏里的监控违纪通报明细，阿康公司
监控查看员王芳每周一准时更新一次。

在她的办公桌上，放着好几本台账，有
存储图像信息资料的回放查看操作记录，
有每天登记的监控日志，有详细记录监控
录像运转、维护、检查的台账。为保证车辆
硬盘每月至少查看一遍，她按硬盘更换计

划每周将车辆硬盘进行拆卸更换一次，再
通过转换器回放查看视频录像。

说起这份工作，她笑着说：“刚到单位
上班时，一个电脑屏幕 4 个监控画面，全天
不停的播放，眼睛盯一天画面，等下班时总
感觉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现在的她练就
了“火眼金睛”，对每个违纪的细节都能察
觉到、捕捉到，促使驾驶员违纪从每月50多
起下降到每月20多起。

火眼金睛“探头”——监控查看员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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