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司机郑艳梅：

22年服务乘客初心不改 把车厢当成第二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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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

人物名片 郑艳梅

女，汉族，1978年10月出生，
2000年7月参加工作，2018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为达州市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Z1线路驾驶员。“线路有
终点，服务无止境”，是她的座右铭。

达州公交司机郑艳梅，原籍河南。20
世纪90年代，为了学开车，她专门来到达
州借住在亲戚家，18岁就拿到了A1、A2驾
驶证，22岁入职达州市公交公司，实现了

“去城里开公交”的梦想，从此在达州扎
根。“我没干过啥大事，只希望能把一件
件小事做好。”从业22年，郑艳梅的安全行
车总里程已超过130万公里。

“我爱公交车，爱我的乘客，也爱我
的职业。我的愿望是，退休的前一天都
坚守在驾驶室。”在平凡的岗位上，郑艳
梅22年来初心未改，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坚守岗位22年
她成了公交女司机“元老”

从22岁进入达州市公交公司，郑艳
梅至今已坚守岗位22年，她告诉记者，自
己从小就想开车。对女儿的想法，父亲
非常支持。在她17岁时，家人东拼西凑
借来7000元学费和生活费，帮她圆梦。

“学车时，只有我一个女生。当时我
很瘦，1米6的身高，只有80多斤，坐在庞
大的公交车上，显得有点不协调。但我
的车感很好，教练夸我有天赋，每个考试
科目都是一次性通过。”郑艳梅说，拿到
驾驶证意味着终于迈过了逐梦的门槛，
为此她兴奋了许久。入职后，郑艳梅如
愿成为一名公交司机，22年过去，她已是
达州城区公交女司机中的“元老”。

“她是个喜欢钻研的人，爱学习，从
未发生过交通违法、有责交通事故，不仅

服务质量零投诉，还超额完成营运生产
指标。”同事介绍，郑艳梅除了经常通过
向前辈请教、自己钻研等方式提高业务
能力，还会利用休息时间，对新上岗的驾
驶员进行指导，通过跟车营运的方式帮
助他们规范操作，以老带新，共同进步。

坚持责任至上
22年安全行车超130万公里

“20世纪90年代末，达州的公交车不
多，但款式不少。”郑艳梅说，当年，她开
过带“气包”的老式公交车，全车55座，机
械式方向盘、机械式挡杆，车顶上放着用

袋子装着的天然气燃料，无论是行驶还
是保养，对驾驶员的技术要求都比较
高。也正是如此，郑艳梅养成了认真负
责的良好职业习惯。

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气包车”退
出历史舞台，郑艳梅驾驶的公交车也迎
来了多次升级换代。如今，她驾驶的Z1
线路公交车，变成了气电混合的新能源
车。“车况好了，道路也变好了，现在开着
公交车穿梭在达州城区，是一种享受。”
郑艳梅告诉记者，从业22年，伴随着她不
断成长的，是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市民生
活条件的极大提升。

开公交车，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乘客，有的和善，有的挑剔。“刚参加工
作时，我经常会遇到挑剔的乘客。有的
明明已上车，但看到是个女司机在开车，
会下车等下一趟。”尽管心里会难受，但
她依然迅速调整好状态，“我很清楚自己
的责任，就是把每一位乘客安全送到他
们的目的地。”

在工作中，郑艳梅把10米长的车厢
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一直坚持每趟次
打扫，保证车内车外都是干干净净的。
安全，郑艳梅同样重视。她坚持认真记
录每一条行车日志，包括车辆保养、换
油、检修等信息。一旦车辆出现故障，她
便将信息及时反馈给修理工进行维护。
22年来，郑艳梅的安全行车总里程已超
过130万公里。

她常说一句话：
“线路有终点，服务无止境”

2017年暑期，郑艳梅还在驾驶K1公
交车。一天，从徐家坝公交首末站准备

起步时，一个女学生突然挡在车辆前
面。“姐姐，我手机和钱包都掉了，身上没
有钱了，能不能坐你的车去火车站？”郑
艳梅立马招呼女学生上车，自己掏出1.5
元塞进了投币口。“到了火车站，我拿出
身上仅有的100元给她，因为她还要坐火
车到南充去。”

让郑艳梅没想到的是，9月开学时，
这个女学生在徐家坝公交站等到了她，
将100元还给了她。“我早都忘记那件事
了，也从没想过她会专门来找我还钱。
接过钱的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郑艳
梅说。

“以前我开10路公交车时，有位经常
坐车的老人家和我成了朋友。”郑艳梅回
忆，老人已80多岁，行动缓慢。乘车时要
走一段陡坡，为了方便老人上车，郑艳梅
会尽量把车停得离她更近一点。变更服
务的公交线路后，郑艳梅3年多未见到这
位老人，十分挂念。2020年春，疫情暴
发，在火车站公交首末站当防疫志愿者
的郑艳梅见到了老人，两人紧紧握住对
方的手，聊了很久。

“线路有终点，服务无止境。”这是郑
艳梅常说的一句话。获得达州市第五届
劳动模范后，公司专门以郑艳梅的名字
命名了Z1线路的一辆公交车，被乘客称
为“郑艳梅劳模号”。

今年，郑艳梅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
表。她一直在关注公交事业发展，对人、
车、路等领域进行了调研，她希望能把基
层的声音带到北京，让更多的人享受到
公交优先发展带来的红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达州市公交公司供图

9月23日上午，巴中市通江县铁佛粮
站麻石库点。保管员蒲丽蓉趁着存粮已
全部出库的时机，与维修工人一道仔细
排查并消除粮库的所有隐患，为即将到
来的新一批粮食腾出安全的存储空间。

每一次粮食的入库或出库，是麻石
粮库最为热闹的时刻。毗邻粮库的麻石
小学的同学们，深知“粒粒皆辛苦”，也明
白手中饭碗与这座粮库的关系，却未必
知晓粮库里面的秘密，以及这位孤独的

“守粮阿姨”的故事。

一个人的坚守
“找不到中途放弃的理由”

1997年，刚从通江粮校毕业的蒲丽
蓉，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通江县
铁佛片区的一位粮食保管员。随着时间
的流逝，粮站工作再也不是“香饽饽”，到
了2013年，麻石库点仅剩下了蒲丽蓉一
个人。

每有新粮入库或粮食出库，库点里
人声鼎沸。热闹几天过后，偌大的粮库
复归宁静。居民们看到，一个个子瘦小
的女人，终日在6座仓房之间奔忙。

昔日的同学、同事纷纷改行，大都有
了比她高很多的收入。他们也劝蒲丽蓉
重新找一份工作。

对于粮食、对于粮库保管员工作的
价值，蒲丽蓉有非同常人的理解。因
幼时家贫，蒲丽蓉刚满2岁时就被抱养
出去，七八岁时就下地帮养父母干农
活，自小体验了稼穑之艰。受生父影
响，也为了吃上饱饭，蒲丽蓉决定考粮
校。

当被问到为何能一个人在粮库坚守

那么久时，蒲丽蓉说：“找不到中途放弃
的理由。”

仓房里的故事
不让一粒粮食受到伤害

换上工作服，爬上那架5米高的梯
子，躬身钻进硕大的粮仓，抹屋梁、拈杂
质、清蛛网、扫墙面……这是蒲丽蓉每天
工作的标准流程。

在蒲丽蓉眼里，粮食就像尚不会说
话的婴儿，但它们哪里有一点儿不舒服
都会表现出来。这就要求保管员像医生
一样，练就“望闻问切”的本事。

每年雨季，是对仓房最大的考验。
尽管例行维修时已对所有渗漏点进行了
处理，但蒲丽蓉依旧放心不下，好多个雨
夜，她都会条件反射似地起床，逐一检查
仓库的门窗、屋顶和墙面。2016年8月24
日，蒲丽蓉在巡查中发现有一个仓库左后
墙有雨水浸湿痕迹，揭开薄膜后，她看到
有一部分稻谷已被雨水浸湿，当即心急如
焚。她一铲一铲地掀开粮食，甚至用双手
刨，挖到近4米深的粮堆底部，浸湿的稻谷
共装了68袋。她不顾双手磨破皮的疼痛，
扛着粮食，面向墙壁，踩上5米多高的木
梯。每扛一趟需要四五分钟，她足足忙了
五个多小时。粮食晒干后，她又一袋一袋
地扛回仓里去。

因劳累过度，蒲丽蓉连续几天吃不
好饭、睡不好觉。但幸运的是，由于发现
及时、处理得当，没有一粒粮食受损。

靠着灵巧双手
管粮比肩现代粮仓水平

“手摸无灰，口吹无尘，粮面平如镜，粮
道直如尺”，这是现代化粮库的管理标准。

近几年，蒲丽蓉也参观过省内一些
现代化粮库。因为安装了空调系统，
粮库内常年保持标准温度，这让她羡
慕不已。

作为一座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库
点，麻石粮库除几台风机之外，并无其他
现代化设备。靠着蒲丽蓉并不十分有力
但却灵巧的双手，麻石库点的精细化标
准与现代化仓房并无二致，省内同行到
库点参观之后，无不啧啧称奇。

仓房对面的一间库房里，存放着蒲
丽蓉的“十八般兵器”：各种规格的竹制
耙子、巴掌厚度磨得锃亮的刮板、3架长
度不等的木梯，它们现今的尺寸、重量、
硬度、韧性，都是蒲丽蓉不断改良升级的
结果。比如梯子，是她自费购买杉树制
作的，使用起来轻便又不乏韧性；她守着
木匠师傅制作的刮板，用起来得心应手，
在粮食表面上只需刮一次，就立即呈现

“平如镜”的效果。
8年前，铁佛片区负责人徐和斌送蒲

丽蓉到麻石库点报到时，他的内心还有
一丝隐忧：一个女同志，管理这么多仓
房，她干得下来么？

8年间，蒲丽蓉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粮站保管员蒲丽蓉：

25年守护粮仓安全 让每一粒粮食不受“伤害”
二十大代表风采

人物名片 蒲丽蓉

女，46岁，巴中市通江县铁佛粮
站麻石库点保管员。从事粮食保管
工作25年，靠一双手和最“原始”的工
具，达到了现代化粮仓的管理标准，
经手的30000余吨粮食，无霉变无损
害。2020年7月，被表彰为“全国粮食
和物资储备系统劳动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