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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京石高速冀京界主线站拆除工作正式启动，并计划于今年12

月10日全部完工。京石高速冀京界主线站于1993年建成，运营了26年。

26年间，不少“高速人”奋斗于此，三代主线站站长从张继先到何建生再到

陈绍禹，演绎了26年的高速主线站故事。

陈绍禹在接任京石高速冀京界主线站站

长前，已经在高速收费系统工作了二十余年。

2017 年任主线站站长后，他开始在主线站创

新创效上下功夫。其中，他和同事一起在主线

站建设电蓄热锅炉、X光绿通检验设备、光伏

发电项目、电动车充电站等项目，展现了主线

站最靓丽的一面，特别是在暖心站区建设上，

赢得过往司乘和站区职工的交口称赞。

在主线站可以看到，专门设置了提供临时

休息、简易餐饮、急救药品、应急电话、修车工

具等出行必需的爱心驿站，为受困司乘和需要

帮助人员提供必要的免费服务；对因雪、雾等

恶劣天气造成的道路封闭，为长时间滞留司乘

人员提供必要的快餐食品服务；还可以通过站

口设置包括公司特服电话、交警报警电话、医

院急救电话、汽修厂救援电话及周边旅游景点

示意图、北京过境导向图等内容的大型展板，

为司乘人员出行提供导航服务……

对于站区职工，陈绍禹也是极尽所能为同

事们做实事。有同事这样说，陈绍禹接任站长

后，先后为员工们改造食堂供暖系统、购置净

水机、给宿舍增添洗衣机，为职工生活提供最

大便利。同时，陈绍禹考虑到职工安全，主动

为收费岗位全体员工购置反光背心，并安装地

下通道换气装置避免通道内地面湿滑造成员

工滑倒……在别人看来，这些可能都是微不足

道的小事，对主线站每一位职工而言却暖在心

头。

今年，根据工作要求，京石高速冀京界主

线站拆除施工如期进行。站在主线站的前方，

陈绍禹似乎在和它告别，“我们的确有不舍，毕

竟大家在这儿都工作了二十多年，很多人的青

春岁月都留在了这个地方。但随着国家的发

展，主线站的拆除是必然趋势，我们都非常理

解，也希望我们的交通事业发展得更好。”

第三代 陈绍禹

新时代开启“心服务”
自2003年开始，我国私家车数量

呈现井喷式增长。京石高速冀京界

主线站作为北京的南大门，成了众多

车辆进京的必经之地。然而，急速增

长的车流量让涿州北站变得异常拥

堵。高峰时，日车流量达到近4万辆，

是设计通行能力的5倍。

对于涿州北站的高峰拥堵，何建

生深有体会。2002 年至 2009 年期

间，何建生任京石高速冀京界主线站

站长。“2002年我刚到任时，每年进京

车辆约200万辆，到了2009年变成了

650万辆。这仅是进京的车流量。”何

建生回忆说，“我经历的最大规模的

车流量高峰是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

最多时一天有39886辆车从收费站经

过，是设计通行能力的5倍，单日仅现

金收费额就达到了426万元。”

那时，面对每年以81万余辆迅猛

增长的巨大车流，摆在何建生眼前最

大的工作难题就是“保畅”。

从硬件上，为了确保车辆的畅

通，主线站先后进行了三次增容改

造。2005年，将出口车道由始建时的

5 条扩增到了 10 条；2008 年，利用出

口广场设计扩增了“一变四”收费车

道，改造了2条双向逆行收费车道；最

后一次是在2009年，利用入口广场设

计扩增了“五变一”收费车道。

不仅如此，2010 年，主线站又创

新策划出利用高速交警治安检查站，

设置5个便携仪收费点的“一变五”保

畅举措，形成了后来主线站出口车道

在应对日常高峰车流时最多可同时

开启26条收费车道的状况。

在主线站工作的7年里，何建生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宁肯我苦我

累，不让司乘排队”，这也成了主线站

及全体职工一直履行的承诺。

在同事王彦军的印象里，何建生

就像每天不用睡觉一样。“当时他每天

一睁眼就去工作现场，忙起来根本没点

儿。”王彦军回忆，“为了给过往车辆腾

地方，我们更是连宿办楼都拆了，大家

每天晚上挤在澡堂子里休息。”

何建生说，“其实，我们这都不算

啥，收费员们更苦。当时夜间经常发生

堵车，一堵就是六七公里，不仅我们要

全员上阵指挥，收费员更是要加班加

点，一晚上在小小的岗亭里吸着汽车尾

气坚持工作8个小时，等下了班抠一下

鼻孔，手指头都是黑的。口渴也不敢

多喝水，生怕上厕所耽误事儿。”

何建生和整个收费队伍每天都

在想方设法提高服务质量，让过往司

机和乘客满意。为此，收费人员还从

单车收费速度上下功夫，5个肢体礼

仪动作和8个收费操作程序要在8秒

内一气呵成，发卡差错率也由原来的

千分之五下降到了千分之零点二。

此外，为了高效发挥现有通行设

施的防堵保畅能力，避免收费广场面积

有限所造成的拥堵问题，主线站还先后

制定实施了十项收费保畅管理措施。

如梯次开启14条车道应对正常车流、

19条车道应对高峰车流、26条车道应

对蜂拥车流的“三级保畅应急预案”；根

据公司在徐水、高碑店实时监测到的断

面车流每20分钟分别达到300辆、500

辆、600辆时，向主线站发布黄色、橙色、

红色预警信息等，都有效地缓解了站

口保畅压力，确保让过往车辆快速通

过。

第二代 何建生

防堵保畅助通关
今年75岁的张继先是京石高速冀京界主

线站的第一任站长，也是河北省的第一位主线

站站长，如今已退休。1991年，京石高速采用

逐段修建、逐段通车的方式开始施工，历时两

年多于 1993 年 9 月 18 日正式建成。自那时

起，张继先被调任至主线站任站长，全线下辖

100多名收费人员。

“收费站成立之初，各方面的设施都不完

善，办公室、宿舍楼均未建成。”张继先说，“我

们只能租住在当时海军学校的招待所。每天

往返于招待所和收费站之间，大家的生活条件

比较艰苦，但与开展工作相比，这点苦又算不

上什么。”

京石高速作为最早修建的高速公路之一，

在成立收费站之初，过往司乘对收费并不理

解。“当时的口号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但

社会上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认为‘走高速还要

收钱吗’，都很不情愿缴费，要么就是少缴，要

么干脆不缴。”张继先说，那时，收费站和过往

车辆的矛盾很大，加之收费人员多是年轻一

辈，对收费管理的认识比较浅薄，所以即使遇

到不缴费的车辆也会放其通行，收费工作的开

展十分有难度。

后来，张继先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性，认为长此以往不仅不能正常进行收费管

理，收费人员也会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于

是，他决定到北京、天津的部分收费站去学习

取经。

随后，张继先与同事一起，把学习到的经

验与京石高速冀京界主线站的实际情况结合，

整理成“收费队伍内部管理暂行规定”，共四章

三十七条，对收费管理、礼仪规范等做了明确

的规定，得到了上级的批准。根据该规定，收

费人员开始由管理的意识逐渐转变成为司机

朋友服务的意识，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回想起过去，张继先最难忘怀的还有那张

小小的收费单，大小如同今天的收费卡，只不

过是纸质打印的，上面清楚地标注了上路站

口、车辆类型、收费标准等信息，一式两联，如

今这种纸质收费单早已被IC卡取代。

第一代 张继先

工作开展处处碰壁

三代站长演绎26载主线站故事
燕都融媒体记者 呼延世聪

三代主线站站长三代主线站站长（（由左到右依次为张继先由左到右依次为张继先、、何建生何建生、、陈绍禹陈绍禹）。）。

京石高速冀京界主线站京石高速冀京界主线站。。

昔日的京石高速主线站收费口昔日的京石高速主线站收费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