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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车站就座落在巍巍雄关下,多年来一直有一位民警默默守护

着小站和周边群众的安全，他就是江山铁路派出所何智平。 

爱穿球鞋的“老何” 记者一行乘汽车从江山火车站出发，开

过一段坑坑洼洼的马路，拐过一个村庄，再沿着两边全是稻

田的机耕路行驶十多分钟，终于看到了江山站公安派出所上

铺警务区的门牌。见到"老何"时，他正在与一名铁路工人交

谈着一处险地的施工安全问题，身旁的墙上挂着一副"辖区线

路示意图"。 初次见面，"老何"给人感觉其貌不扬，一米七几

的身材算不上挺拔，说话时略显紧张，配着身上穿的浅蓝色

制服，倒是脚下的迷彩球鞋有些显眼。"老何"全名叫何智平

，是江山站公安派出所的一名线路民警。1981年他刚走出军

营，就加入了铁路公安队伍，一干就是二十五年。期间，他

一直默默驻守在沿线的各个小站，他用双脚踏遍了整个江山

境内的60公里的铁路线，为了方便在路基上行走，"老何"爱上

了迷彩球鞋，在多年的驻站生涯中，光是球鞋就踏破了不计

其数。春节时，妻子给他买了双皮鞋，谁料老何没穿一会就

觉得磨脚，立即脱下换了双球鞋。 在上铺站一带的何家山乡

，你要问何智平在哪，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是你要说找"老

何"，乡亲肯定会说：“认识，认识”，然后帮你指路、带路

。按说何智平今年46岁，远远称不上老的，但他为乡亲们所

做的一些事，让淳朴的乡亲们总是习惯性地加个“老”字来

表示大家内心的尊重，于是， “老何”的名字就这样家喻户



晓地叫开了。 铁路警察与乡间小道 在人们的印象中，铁路警

察一般是专职保护铁路上安全的，可在2002年的春天，人们

却经常看到一位身着制服的民警独自在修补着铁路旁的机耕

小路。他推着小木车从远处取来土，一锹一锹地填着小路上

的坑坑洼洼，有时一干就是一整天。过些日子，人们发现又

多了四、五个人在干，拖拉机也装来了砂石料，最后机耕小

道被填的平平的，下雨天再路面再也不泥泞了，人们的出行

也方便了。大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修路的民警就是何智平

，当他修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近一公里的路，如果一个人修

的话，需要的时间太长了，就多次与上铺火车站领导及何家

山乡麻车村的干部协商，最后确定由上铺火车站出沙石料，

何家山乡麻车村出劳动力，每月定期进行维修，这样终解决

了于这件困扰乡亲多年的麻烦事。当地老百姓，只要一提起

此事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老何办了件大好事。每当听到夸

奖时，何智平总是憨厚地笑笑说：没什么，路修好了，下雨

天人们就不会再走铁路了，这样对大家的安全有好处。 情到

真处最动人 何智平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始终带着对群众

的深厚感情去工作，始终坚持一个浅显的道理：你时刻想着

群众，群众自然支持你，只要群众支持，工作就能开展好。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自己的信念

。 记者在走出上铺车站不久，就碰到一位干活回来的老伯。

老伯得知我们是来了解老何情况，立即很客气地将我们请到

家中。"好人啊，老何真的是个好人啊！"杨老伯向我们叙述

着一个流传在乡间，但老何一直未向我们提起的故事：村里

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周，独身一人，平时仅靠救济过活，经

常到铁路边捡些剩饭剩菜吃。老何知道情况后，经常到老周



家里送米、送油，跟他讲铁路安全。去年老周临去世时，对

旁边的人说："老何在哪？我就他一个亲人了，我想见他。"

好多当时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讲完后，杨老伯执意要带

我们去前面看看。一边走一边向我们介绍，老周虽然不在了

，但老何的爱心依然在继续，前面那家的主人叫香玉，她丈

夫十年前就去世了，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基本上不问老

人的生活。60多岁的香玉虽然自己都难以维持生计，却仍然

在赡养着九十来岁的婆婆，为贴补生活，经常到铁路边拾捡

可乐瓶。我们到达香玉家时，她家里没有一件现代化的东西

，几样陈旧的家俱还不时散发着淡淡霉味。见到杨老伯领来

了陌生人，香玉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连忙用衣袖将凳子擦拭

干净，我们刚提到老何，老人便泪流不止。一边用衣袖擦拭

着眼泪，一边用淳朴的江山方言和我们说着老何平日对她的

种种好，一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我

只能靠杨老伯的翻译才勉强明白香玉老人的意思，但老人那

种情真意切的表述确实让我们感动。离时走到村口，回过头

，老人还在倚着门望着我们的背影。杨老伯非要带我们去看

看老何修的路，我们告诉他，已经去过了。 何智平心中装着

群众，也深深地受到当地群众的爱戴。张家有事愿意和他说

；李家有麻烦愿意和他讲；赵家要办大事愿意和他商量⋯⋯ 

每当他走到村子里，人们都亲切地喊道："老何，坐一下"、"

老何，中午在我这吃点"。山里人用他们质朴的方式欢迎着他

们喜爱的民警，在他们的眼里，他就象隔壁邻居一样亲切。

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家在铁路旁边的住户，自愿当起了义务

的铁路安全宣传员，和老何一样，教育、劝阻着违章跨越铁

路的行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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