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天看《光阴的故事》，看得
我也想晒晒自己的老照片，那是郑
州铁路的一份记录。”5月8日，郑州
晚报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说特
殊，他可是位新闻老前辈，还是省
内著名摄影师，他就是王明喜。

今年 71 岁的王明喜曾任郑州
铁路局文联摄影部主任，火车头
摄影学会会长，《中原铁道报》社
摄影室主任、主任记者，河南省摄
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他的作品被
河南博物院收藏，也被法国收藏
和展览。

进入郑州铁路局，王明喜算得
上误打误撞。1958 年，那年王明喜
15 岁，生活在淮阳老家，有一天在
路边烤红薯，两位年龄相仿的男孩
路过，拿着杂面馍想换他的烤红
薯，一问，两人是扛着干粮去郑州，
说是郑州铁路局招工。

一听是干铁路，王明喜很感兴
趣，也加入了招工的行列，“一个篷
车里坐了100多个学生，就招了俩”。

30 年来 ，他 既 是 铁 路 职 工 ，
又是摄影人，还曾直接参与铁路运
营工作，他的镜头一直离不开铁路。

AA05

特别报道《郑州晚报》创刊《郑州晚报》创刊6565周年周年
改版改版1212周年周年

流金岁月徐徐讲述流金岁月徐徐讲述
历史传承生生不息历史传承生生不息

既是郑州铁路局的老职工，又是
省内摄影名家，王明喜镜头下的
郑州铁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拿
着铁鞋制动的制动员，有蒸汽机
车告别时铁路人的依依不舍，还
有铁路人最真实的8小时之外的
生活。
郑州晚报记者 张华/文 白韬/图

纷纷扬扬的大雪，是王明
喜许多摄影作品里的背景，这
也是出于新闻敏感，“在最恶劣
的天气中，最出新闻”。作为老
一辈的新闻工作者，王明喜更
懂得新闻规律，对工作更是充
满热情，工作期间，从未周末休
息过。

上世纪 80 年代末，郑州车

站改建高架候车厅，是车站第二
期大型改建工程。在改建期间，
旅客只能露天候车，不管是下雨
还是下雪天。

让王明喜印象最深刻的是
施工的民工，在挖开的十几米深
的施工基坑内，民工夜里就睡在
搭好的铁架子上，“人睡在架子
上，身下雪水啪啪滴”。

白茫茫的一片，一位铁路工
人的背影，还有身旁高大的火
车。这是王明喜 1981 年拍摄的
一张照片，说的是蒸汽机车。

蒸汽机车作为一个先进的
运输工具进入中原是在 1901
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郑州
铁 路 局 共 拥 有 蒸 汽 机 车 202
台。蒸汽机车最多时达到 1093
台。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蒸汽
机车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2 年 2 月 28 日 ，“ 建 设
8077号”蒸汽机车在宝丰机务段

完成了最后一次调车任务，和这
部蒸汽机车朝夕相处的司机们
和开了一辈子蒸汽机车的老铁
路们都依依不舍。大家纷纷站
在披红戴花、光荣退役的蒸汽机
车前合影留念。这是蒸汽机车
在郑州铁路局服役整整 100 年
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2002 年 3 月 1 日 11 时，随着
“建设 8077 号”司 机 长 解 少 军
最 后 一 次 拉 响 汽 笛 ，标 志 着
郑 州 铁 路 局 百 年 蒸 汽 时代的
正式结束。

百年蒸汽机车退出郑州铁路局舞台

教徒弟练倒水技术的老师
傅，拿着铁叉子的制动员……王
明喜的摄影作品集内，记录着多
个已经消失的工种。

“去郑州北站，缺胳膊少腿
儿的制动员有 很 多 。”王 明 喜
说 ，以 前 机 车 制 动 主 要 靠 人
工 ，从 车 站 编 组 和 流 放 调 车
作业主要是由制动员手拿铁
叉子戳着铁鞋放在滚动的车
轮下，一不 小 心 ，制 动 员 会 被
带 到 车 轮 下 ，非 死 即残，非常

危险。
任职于《中原铁道报》专职

摄影后，无论是从反映铁路职工
生活方面，还是从新闻角度，王
明喜都喜欢“走基层”。

1986年，王明喜来到四川
安康，拍摄了一群“铁姑娘”，
大 多 经 过 上 山 下 乡 的 她 们 ，
被分配到巴山沿线工务段，不
仅生活条件艰苦，而且由于缺少
与外界的接触，都变成了现在所
称的“剩女”。

用摄影记录了很多消失的工种

上世纪80年代末，郑州车站改建高架候车厅，旅客
站在露天广场冒雪候车。

1986年，制动员手拿铁叉子戳着铁鞋放在滚动的车轮下。

1986年，安康，这群“铁姑娘”被分配到巴山沿线工
务段，生活条件艰苦。

1981年，一台蒸汽机车牵引货物列车一般都在
3000吨左右。

1986年，郑州，即将告别这些老蒸汽机车，机车乘务员们把铿锵的
车轮擦拭一新。

71岁的老郑州铁路摄影师晒照片

拿着铁叉子的火车制动员谁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