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最美铁路人感想 最美铁路人先进
事迹报告会直播感悟(通用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一

穿梭在四川大凉山里的“小慢车”5633/5634次，承载着当地
彝族乡亲出行、经商、上学的愿望，是一趟致富车、运输车、
希望车。自1996年起，阿西阿呷就在这趟“小慢车”上服务，
被亲切地称为“阿呷车长”。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困难打给我。”在车厢里见到有困
难的旅客，阿西阿呷总会主动伸援手。不少旅客都存着她的
电话。“我的号码十几年都没变，因为那不仅是一串数字，
更是乡亲们遇到困难时的希望。”

“小慢车”途经许多曾经贫困的地区，很多人通过“小慢
车”运商品、做小生意摆脱贫困。遇到老乡运送土特产，她
会特意拍照发朋友圈，帮助拓展销路。“这些土特产特别受
欢迎，常常老乡们还没下车，朋友圈里就已经订购一空。”
阿西阿呷高兴地说。

空闲时，阿西阿呷会与老乡们拉家常，给大家讲解扶贫政策，
帮他们树立脱贫信心。58岁的吉尔五牛木是这趟车的常客，
她从村里收购家禽，通过“小慢车”运到外地赚钱，正是阿
西阿呷的建议。现在吉尔五牛木年收入1万元左右，靠卖家禽
住上砖房，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扶贫路上的铁路人还有很多，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



公司阿克苏车务段俄霍布拉克车间副主任亚库甫·阿沙木都
也是其中一位。2015年起，他进入新疆和田县拉依喀乡达奎
村工作队驻村扶贫，担任副队长。

在达奎村，核桃是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亚库甫·阿沙木
都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科院，请来3名专家进村讲授种植
知识，促进核桃丰收。

核桃是一种喜水作物，而当地年均降水量只有5毫米，为了不
影响核桃生长，在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支持下，亚库
甫·阿沙木都带着工作队修起引水渠。在开工动员大会上，
他带着铺盖卷对村民们说：“水渠不修好，我决不离开!”打
那之后3个月，他吃住在工地，从设计测量到开汽车、修机器，
样样活都干。

驻村3年，亚库甫·阿沙木都先后组织修建了3条防渗引水干
渠，解决185户贫困户1000亩核桃的节水灌溉问题。他还与有
关部门沟通，为村里架设了高压线，修建了一条通往村外的
公路。如今，达奎村流水潺潺、生机盎然。村民们说，这离
不开铁路扶贫工作队的奉献。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二

一条条高速铁路在中国大地上飞奔的时候，一趟平均时速
仅40公里的“慢火车”悠悠地穿行在大凉山深处。

这趟车的乘客90%是彝族老乡。自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
以来，“慢火车”已开行50余个年头，全程353千米，途经大
小26站，9个多小时才能跑完全程，是沿线群众出行最重要的
交通工具，最低票价只要2元。

如果说高铁体现着中国发展的速度，“慢火车”则呈现出小
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的温度。阿西阿呷就是传递这一



温度的代表人物。

作为“铁二代”，阿西阿呷对铁路有着亲人般的感情，值
乘“慢火车”20余年如一日，每一趟车，都以真心、真情服
务乘客。成为列车长后，她自学旅客运输心理学，突出“大
凉山”人文关怀，在服务中，要求乘务人员掌握服务技巧，
引导老乡们文明乘车，自觉改掉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车
内吸烟、大声喧哗等不文明习惯。

2017年以前，“慢火车”上的彝族列车员很少，彝族老乡对
同为彝族的阿西阿呷有着天然的亲切，有什么需求就找到她，
阿西阿呷从来都是热心帮忙。久而久之，老乡们都和她熟识
了，亲切地称她“阿呷车长”。

为了方便沿线乡亲联系自己，阿西阿呷的手机号20年没有变
过，她也像亲人般对待老乡们。这些年来，找回离家出走的
彝族小孩、在列车上主动关心并资助才失去丈夫的孕妇、帮
下车忘记带行李物品的彝族老乡寻回失物送回、调解车上爱
喝酒的彝族老乡的纷争、在列车上为彝族妇女搭建临时产房
生产……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三

护路联防工作亦有春潮带雨、亦有乱云飞渡，终究是“不管
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丈
量着岁月的长度，用自己的双眼一幕一幕记录着历史的变迁。
有人说我们很苦，有人不听我们的劝阻，有人斥责我们多管
闲事。面对烈日寒冬、风吹雨打，经历指责非难、侧头目光，
我依然愿意安静地航行在铁道路边，哼着歌儿、摇着桨，听
我的铁疙瘩朋友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因为我的胸中有心、眼
里有光。

铁道护路需以乐观开朗为舵。“开工了，走吧。”大雨正瓢



泼地落着，走出门时，颇有一番“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烟雨任平生”的逍遥。雨水在肩头欢快地跳着舞，放佛在
迎接我的归来，此境之中，高歌一曲最是畅快，唱着唱着不
一会儿便云销雨霁、彩彻区明。仿佛天公拨开了云雾，让鸟
儿与我对唱。有时累得发晕，一壶开水、一碗泡面，倒头就
睡，再去梦里和我的老伙计聊上个三天三夜。以前一套雨衣
得补了再补，一路的泥水仿佛真在劈波。现在街道领导时不
时送水送清凉，泥泞路也成了碎石伴水泥。条件越来越好，
老朋友也越来越神气，老旧的绿衣已很少穿起，多是和谐的
雪白如风驰骋。但不变的是我们的歌谣，在田间飘荡，继续
流淌在大家的梦乡。

铁道护路需以晓理动情为帆。“师傅，你这菜棚真的很危险。
”“好的好的，谢谢提醒，我马上就拆。”遇到这样明白事
理的人最是令人神清气爽，因为我们这片多是农户，少不了
在田间地头，借道靠墙地搭个菜棚，但在我们护路联防人的
眼中，这些可都是潜在安全隐患，轻者损伤铁笼等铁路配套
设施，重者碰到高压电线，整个配电设施都要破坏。所以对
每个农民朋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便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少不
了的一幕。但并非所有人都是愿意听你，总有几位充耳不闻，
甚至打骂我们。沟通无果的我们，便会立即汇报上级，用最
快的速度联动公安消防部门，排除掉安全隐患，营造安全和
谐的铁路环境。

铁道护路需以真善美爱为桨。与大黄小花二黑相遇的那天，
天很蓝，风也醉人，正远远地听到火车临近声，突然在前方
的铁路上窜出三个身影，一抹棕黄，一抹黢黑，一抹花色。
正在铁道四周认真嗅着什么。眼看绿皮火车正在临近，我大
声呵斥，他们却都无动于衷。我随手抓起一把石头，三步并
作两步冲上前，数枚箭石四散飞去，他们果然惊动，一脸疑
惑地看着我，见我狂奔而来，嗖的一声窜进了周围草丛。我
们的第二次相遇是在一个雨天，我正哼着歌巡着路，突然在
路边看到一个台阶下面正瑟瑟发抖着三团肉，正是之前看到
的三只小狗。我继续向前走着，一道惊雷炸响，吓了我一跳，



我也赶忙躲进旁边的护路工作站。他们仨好像也看到了我，
不一会就跑到我跟前望着我，我先以为他们记着上次的投石
之仇。但望了一会居然直接在我跟前缩成三团取暖睡觉了。
这时我也放下心来，仔细端详起来，和家养犬比起来，他们
的毛色暗淡了很多，身型似乎比上次遇见的时候又瘦了一圈，
一个个正微微地发着抖。突然我的心有点痛。我摸摸口袋，
掏出之前剩下的半个面包，撕成三段放到他们面前。他们一
闻到食物的味道，马上就来了精神，嗅了一会儿感觉我并无
恶意就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完之后一个个挪到我的脚边，摇
着尾巴。“没了没了，你们把我晚饭都吃光了，还想干嘛，
走走走。”雷雨停了，我推着车继续哼着歌，头也不回地往
前走着。可以感觉到背后有三双眼睛，放佛闪着光。“大黄，
来上车。”渐渐我们就都熟了，路上遇到了，带着他们上车
一起巡逻会，“二黑和小花呢?”“汪汪汪。”“哦，他们抛
下你去旁边玩了啊，哈哈哈。”“呜呜汪汪汪。”沿着轨道，
一人一狗一车，缓缓走进了暖暖的夕阳。

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铁道巡防员，每天航行在闭着眼都会
走的路上，解决着微微小小的麻烦，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很满足这份安安稳稳的生活，因为我有朋友，大黄小花二
黑，有关心我的街道，还有蒸蒸日上的祖国。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四

10位最美铁路人用他们在平凡岗位中一路走来的辛勤足音，
诠释着铁路工作者最美的岗位坚守。

“无敌解钩手”陈林用干任何事情都要有始终如一的态度;铁
路公安宋鹏飞用一句保护旅客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用汗水
换来天下无灾;忠诚守护“中国扶贫专线”的"神奇工长"汪伯
华...…他们以热情、奉献、拼搏、担当,展示了铁路人的先
行风采、服务本色、担当品格、奋斗精神。

观看后，我深深地受到了触动，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他们总



是在平凡点滴中默默的奉献，践行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
宗旨。

做好一件事并不难，坚持一直做好一件事却很难，然而“中
国重载第一人”景生启，就在大秦铁路默默坚守了25年;干一
行，爱一行，敬一行，张润秋正是如此，常年待旅客如家人，
旅客的事就是自家的事，在她的带领下“润秋服务组”成立，
坚持初衷换来的是8969封表扬信和815面锦旗......正是因为
有了他们，才让这一个个平凡的岗位闪耀出璀璨的星光。

作为一名普通铁路职工，我们应该立足岗位，从自身做起，
从点滴做起，拼搏奉献，勇担使命，争做最美的重工电人。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五

十位模范的先进事迹从各个方面展示了铁路人的刻苦钻研、
热心服务、坚持按标作业、保障人民出行温馨和安全的“最
美”精神和意志。发布仪式旨在激励广大铁路干部职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在建设交通强国中当好先行。榜样们
的事迹即非凡又动人。

作为工务段的一员，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我都能见到铁路工人的身影。职工
们始终如一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坚守着，认真地把
控作业质量，提防安全隐患。也许每天的工作是枯燥乏味的，
也许繁重的作业后还紧跟着各种出巡，但是他们始终用认真
的态度、严谨的方式做好每一项工作，确保铁路设备的良好
状态。没有正常的节假日，没有正常的工作时间，他们用自
己的身躯驻守在铁路安全的第一线，保障着铁路设备的正常
运转。作为刚入路的青年工作者，我们应该抓住当下在一线
努力学习现场技术，积累经验，应当不怕苦不怕累，从最小
的事情做起，从最繁琐的事情做起，将基础扎牢，对自己负
责，对铁路建设事业负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自己



应有的价值。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六

作为报告会的主角，每位“最美铁路人”都是各自岗位上的
榜样和佼佼者。在观看直播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润
秋前辈，我被她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想要和前辈
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力服务好每一位旅客。

我是一名新入职的乘务员，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既新鲜，
也有挑战。在日常工作中，在列车长和师傅对我的悉心教导
下，我逐渐对乘务工作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意识
到了自己职责所在。

在今后的日常工作中，为了跟随先进模范们的脚步，我一定
严格要求自己，精通业务知识，勤练服务礼仪，虚心请教，
磨练脾性，以最好的姿态面对旅客，用真心、诚心、细心为
每一位旅客提供最周到的服务。

工作是美丽的，劳动是光荣的，创造是幸福的!在“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的征途上，“最美铁路人”将会影响越来越多的
奋斗者形成磅礴之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
进。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七

在观看了中央宣传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的10位“最美铁
路人”先进事迹后，我深受感动。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自强不息、打造国之重器的美丽故事更是激发了千千万个在
基层一线奋斗者的爱国之心。

这些“最美铁路人”都是普普通通爱岗敬业的铁路职工，事
迹都是点点滴滴勤劳奉献的日常工作;他们也有过曲折彷徨和
苦辣心酸，还有勤学苦练和持之以恒，更有播撒爱心和敬业



奉献。他们以自己清晰而踏实的人生轨迹，为“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拼搏路上的创业者树立了榜样，榜样给人以方向，
榜样给人以形象，榜样给人以力量。

10位“最美铁路人”他们从长期的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宝
贵经验传播开来，将会启发更多的发明创造，启动更多的安
全保障，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提升更多的社会正能量，为
铁路又好又快发展汇聚起无穷的力量。他们只是200万铁路人
的优秀代表，还有更多的铁路人长年累月坚守在岗位上，辛
勤工作、默默奉献，是他们以日常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诠释
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工作是美丽的，劳动是光荣的，创造是幸福的!在“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的征途上，“最美铁路人”将会影响越来越多的
奋斗者形成磅礴之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
进。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八

_位“最美铁路人”在线上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的奋斗故事。他
们是平凡的，就在你我的身边，默默地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参与着铁路的建设和发展;他们又是不平凡的，每位“最美铁
路人”都是各自岗位上的榜样和佼佼者，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新时代铁路人的先行风采、服务本色、担当品格、奋斗精神。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是刚入职时，我的师傅教会我的。
面对责任，勇于担当，虽身处平凡岗位，依然兢兢业业，这
便是“低调”;面对难关不胆怯、不畏惧，关键时刻迎难而上，
这便是“高调”。

作为新一代铁路职工，我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我要向老前
辈看齐，不负最美铁路人的荣光。

我要向这些榜样致敬，更要向这些榜样学习，通过在自己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努力，成为对他人有益的人，成为别人学
习的榜样。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九

自参加铁路工作以来，她一直忙碌在这趟“小慢车”上，热
情爽朗23年如一，细心服务车上每位旅客，电话号码不换，
只因那串数字承载着乡亲们的希望。她是大凉山里美丽的索
玛花，她是“新时代?铁路榜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客运段5633/5634次“小慢车”彝族列车长阿西阿呷。

索玛花开大凉山

彝族旅客贴心人

成昆铁路开通运营后，“小慢车”不断穿梭在大凉山里，已
运行近半个世纪，承载着当地彝族旅客出行、经商、上学的
愿望，成为他们的致富车、运输车、希望车、校车。

经常乘坐“小慢车”的彝族旅客都知晓阿西阿呷的热心肠，
不少彝族老乡都有她的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17年都没
变，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串数字，更是乡亲们困难时的希
望。”阿西阿呷说。

夏，正在值乘“小慢车”的阿西阿呷接到一名彝族旅客的电
话，请求帮忙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李苦伍打。阿西阿呷逐个
车厢寻找，最后在带着一群孩子出行的彝族旅客身旁找到了
他，孩子大眼睛里满是戒备。

“我是阿呷阿姨，也在大凉山长大。你妈妈发现你不见了，
非常着急。明天列车返程时，我带你回家好吗?”听着熟悉的
彝语，年幼的李苦伍打渐渐消除了戒心。当天下午“小慢
车”到达终点站攀枝花站后，阿西阿呷为李苦伍打送来晚餐，
并打来热水为他擦脸、洗脚。



第二天，“小慢车”返回尼波站，阿西阿呷将李苦伍打平安
带给了孩子父母。“太感谢啦!要是没有你，我们真不知道该
怎么办。”孩子母亲握住阿西阿呷的手由衷地表示感谢。

23年来，阿西阿呷储存的彝族乡亲手机号码已达到上百个。
遇到求助电话，她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难题。

帮老乡拓展销路

脱贫攻坚践行者

阿西阿呷值乘的“小慢车”途经沿线最大的彝族聚居地，也
是国家级贫困县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车上90%为彝族旅客，
因列车低至2元的票价，站站停靠小站以及大运输量，越来越
多的人通过“小慢车”做起了小生意，脱贫致富，走出大山。

近年来，国家对大凉山地区实施精准扶贫，在政府的帮助下，
越来越多彝族老乡开始建新房。因有部分地区还不通公路，
于是“小慢车”便成为彝族老乡们运送建材的“运输车”。

老乡们购买的建材中有木材、砖瓦、钢筋、防盗门等材料，
行李车放满后，阿西阿呷和工作人员专门腾出几节车厢码放
建材，引导老乡们到另外的车厢乘坐，并安排专人看管，确
保旅客人身和货物的安全。

近年来，阿西阿呷也深刻感受到精准扶贫政策给家乡带来的
变化，特别是现在彝族老乡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乘
坐“小慢车”去县城读书的彝族孩子一年比一年多。每逢周
五、周日，列车上尽是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彝族娃娃们。
每到这时，她对孩子们一路呵护有加，有时还给他们辅导作
业，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走出大山，踏上成才的希望之路，
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彝族老乡也将阿西阿呷当成了孩子们学
习的榜样。



23个冬去春来，在这列穿越大凉山腹地的“小慢车”上，留
下了阿西阿呷太多的记忆，她与“小慢车”上的彝族同胞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能够为他们服务，助他们经济脱贫、精神
脱贫，是她最大的心愿。

推行四字工作法

诠释最美铁路人

阿西阿呷针对彝族旅客的特点，坚持“以人为本，旅客至
上”的服务理念，推出了“情、亲、真、引”四字工作法，
利用休息时间到“小慢车”的各个车班，教授同事们基本彝
语对话和彝族风俗禁忌，有效提升了列车服务水平。

列车服务注重“情”。她在班组管理中，注重通过学习旅客
运输心理学，了解旅客情绪情感等需求，全面推行“热心服
务、用心交流、细心观察、耐心聆听、真心付出”的“五
心”服务法，营造文明、温馨和友爱的旅行环境。

对旅客坚持“亲”。在班组管理中，她始终坚持亲情服务，
以讲故事、交朋友、谈心交流等多种方式，架起了与旅客沟
通的桥梁。

对标准坚持“真”。阿西阿呷在抓班组标准管理上，始终坚
持做到有无检查一个样、客流是否超员一个样，以“让标准
成为习惯，让习惯成为自然”作为班组管理的基准，始终贯
穿于服务工作的全过程。

对职工坚持“引”。她在班组管理中，根据岗位特点、能力
素质、个人特长、旅客需求，开展“争当服务明星”星级乘
务员评选活动，引导班组职工立说立行落实职责;通过开
展“凉山情”主题实践活动，增强职工融入感、认同感、归
属感和责任感，营造学先进、比先进的浓厚氛围，促进服务
质量全面提升。



，在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宣传部和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主办
的全国春运“最美铁路人”评选中，阿西阿呷榜上有名。成
都局集团公司党政工团近日研究决定，授予阿西阿呷等10名
同志“新时代·成铁榜样”称号。

一步步走来，值乘“小慢车”23载往返于大凉山，海拔近千
米铁道线上的阿西阿呷始终不忘“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初心，
用浓浓关爱凝聚温情，真诚服务沿线彝族旅客，让这趟充满
爱的“小慢车”载着大凉山的彝族旅客，不断奔向美好幸福
的新生活。

最美铁路人感想篇十

年末，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以时速250公里
的cr300型复兴号动车组成功研发投用为标志，从时速160公
里到350公里全系列复兴号动车组投入使用，中国高铁技术持
续领跑世界。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研究员张波是
复兴号的缔造者之一。年底，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工作启动。
张波担任复兴号总体技术及核心系统研发项目团队牵头人。

研发复兴号，首要就是研究总体技术条件。张波回忆，当时
至少有807项关键技术的运用条件、基本性能等要素需要通盘
考虑。为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他带领团队深入多个铁路局
调研，仅专项研讨会就召开了100多次，技术资料摞起来有1
人多高，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完成了中国标准动车
组的设计蓝图。“复兴号在我们这一代铁路科技工作者手中
诞生，这是我一生的荣耀。”张波说。

按时自动开车、区间自动运行、到站自动停车……很多人为
京张高铁的自动驾驶技术惊叹，列车自动驾驶背后，陈志强
这个“最强大脑”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志强是中国通号研究
设计院集团安全控制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有高铁列车“大



脑”和“中枢神经”之称的列控系统正是陈志强与科研人员
创造的尖端成果。

，为了摆脱国外少数几个国家对高铁列控技术的垄断，实现
列控系统“中国造”，陈志强与团队在瑞典进行了一年多的
科研攻关。他们每天通宵达旦研究方案，完成了100多万行各
类代码编写，终于研发出具有中国自主品牌、适应中国高铁
发展需要的c3系统，从此，中国高铁列控技术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

月27日，京雄城际铁路开通运营。雄安站作为雄安新区首个
大型交通基础设施，一经投用就受到社会各界点赞。很多人
不会想到，建设这座智能车站的是一位身材纤瘦的女将，她
就是中国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雄安站项目部总工程师吴亚
东。

从来到雄安的第一天，吴亚东就在迎接挑战。两年工期要建
设一座面积相当于6个北京站的站房。为了高质量建设雄安站，
追上因疫情耽误的工程进度，吴亚东和同事与时间赛跑，共
同解决施工难题，最终工期节约56天，创造了铁路建设
的“雄安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