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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张敏

假如有一座地下“房子”，能集中收纳电

力、通信、燃气、污水、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

每天有专业的维护人员开展运维管养，就大

大减少了地面反复开挖和空中线缆无序布设

的情况。

这便是地下综合管廊的最直接作用，也

是一个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生命线工程。

安徽合肥是全国第二批管廊试点城市。截

至目前，试点的合肥新站高新区少荃湖片

区、高新区拓展区等 3 个项目已全部建成并

投入运营。

要维护好地下综合管廊的日常运转，必

须有一群常年走在地下的人。他们的日常工

作又是怎样的呢？

“这可是个细致活”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护城路与魏武路交叉

路口，坐落着一栋不起眼的 4层小楼，这里是

片区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维护的“大本营”。

周理想是合肥新站综合管廊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也见证了片区管廊联

网成片的建设过程。

顺着爬梯向下几十个台阶，就进入管廊

内部，可容纳 2到 3人并排通行。

里面由综合舱、电力舱、燃气舱、污水舱

四个不同功能的舱室组成，每个舱室宽 3米、

高 3米，管廊内修建了大量的支架，用于存放

能源、供水、通讯、电力等各类市政管线，不同

类型的管道井井有条。

9 时，电工管怀举换上工服，戴上安全

帽，和同伴朱玉成走入廊内，手电筒、试电笔、

螺丝刀、扳手等都是巡检必备工具。

他们随身携带的一张报修单上，清楚记

录了一些监控组根据预警信息报送的待排查

故障，以应急照明灯不亮、电话不通、氧气传

感器故障为主。

日常巡查管护地下管廊是项细致活，每

一个故障点都要排查到位。“能现场维修的，

必须及时修好，需要更换部件或设备的，申报

领回后再进行更换。”管怀举说，“有没有排

查，有没有维修，有没有恢复正常，都要形成

记录并反馈。”

要求“一专多能”

跟着管怀举的脚步，穿行在狭长的廊内

通道里，除了温度稍高点外，并未感受到呼吸

不适症状。

地下灯火通明，但曲折环绕的廊道让人

很容易迷路。为了区分清楚方位，管养团队

将 20 多公里的管廊逐段编号，只要根据路

段、号牌以及方向牌就能轻松找到所在点位。

在管廊里工作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

术活。

周理想介绍，按管养标准，结合管廊运营

里程，分为巡查组、维修组和监控组，同时配

备有市政、土建、电气安装等专业工程师，是

一个要求“一专多能”的综合技术岗位。

除了检修报修外，维护组还要来回巡检，

仔细检查水管有无漏水、支架是否有松动、各

项仪器设备是否正常运转，“每天走上两三万

步很正常”。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不一定靠吼。

“管廊最深处在地下 14 米，手机信号全

无。”为此，维护人员开发了内网通讯系统，提

前录入人员联系方式，后台审核通过后，即有

了正常通讯网络。

除此之外，舱内每间隔 100 米到 200 米，

都设置光纤专用电话，“提起话筒就能与监控

室直接通话”。管廊内设置了 1100余个高清

探头，配备了烟雾、氧气等各类传感器，监控

室 24小时有人应急值班，会随时与入廊人员

保持联络。

屏上看、平台管、地下查

地下综合管廊事关城市“生命线”，仅仅

依靠人工巡查维护远远不够。

如今，越来越多的“黑科技”加入，为管廊

及廊内管线安全保驾护航，也对管廊运维员

的工作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魏武路 07区燃气段雾气较大。”

“已开启风机进行排风。”

10多分钟后，雾气渐渐散去，预警解除。

这是监控室值班人员张润松根据“异常

信号”预警，在线及时处置的一起故障。

原来，冬夜户外气温低，造成管廊温差较

大，很容易出现雾气报警。

随手翻开值班记录本，条目式记录了每

日巡查发现的问题和故障处置情况。

借助综合管廊智慧管理系统，可以实时

看到管廊里所有设备的运行情况。大屏上反

映出基础数据管理、管廊空间全息化、在线实

时监控等内容。

“统一收集和分析廊内湿度、甲烷等数据，

如果出现故障或者突发情况，都会发出预警，

保障人身安全。”张润松说，如此一来，可实现

从“看不见”到“屏上看、平台管、地下查”。

地下综合管廊作用不小，但在实际操作

中存在一次性投资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建设

难度高等问题。而管廊建成后，要及时将城

市中的各类管线集中纳入，才能发挥其真正

的价值。《合肥市地下综合管廊条例》于 2024

年 1月 1日起施行，为预防化解“看不见”的城

市风险提供法治保障。

“日常巡检维护工作虽然枯燥，但是感觉

很有意义，相信立法后，地下管线管理会更规

范有序。”周理想说，这也是他的“理想”。

本报讯（通讯员张开亮 孙雨橦）“我们班引以为豪

的一件事，就是吉春江提出的增加除铁器减少产品黑点

建议得到认可实施。”

“我也这么认为，吉春江提出的建议作为一项重要

措施，使高白填料氢氧化铝白度指标明显提升。”

新年伊始，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填料工区生产

丁班的 2023年工作总结座谈会上，班组员工道出了共同

的感受。

填料工区生产的高白填料氢氧化铝产品，应用于人

造玛瑙、板材、电缆等行业，多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

被誉为“中国白”。

为不断改进和提升产品质量，2023 年 2 月，该工区

针对国内用户提出的高白填料氢氧化铝白度指标更高

要求，在 4 个生产班组中开展“提升产品白度，我能做

什么？”大讨论，集中员工聪明才智，推动产品质量提档

升级。

生产丁班积极响应，利用班后会时间率先组织“头

脑风暴”，其他生产班组也紧跟而上，总计提出了提升产

品白度的 15条建议。

填料工区经过可行性研究，当月就对其中的 12条建

议采纳实施，比如将“加大清理除铁器频次”和“加大筛

网检查力度”的建议纳入生产操作规程中。

通过对流程净化环节的改造和加强针对性的管理

措施，高白填料氢氧化铝产品中的黑点大大减少，白度

有了明显提升。

2023 年，填料工区产品产量和销量分别比去年增长

4.3%和 6.01%，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在提升高白填料氢氧

化铝产品白度等方面多为企业创效 608万元。

头脑风暴碰出火花

要维护好地下综合管廊的日常运转，必须有一群常年走在地下的人

地下日行一万步地下日行一万步

赛马机制让能源消耗“三连降”
本报讯（通讯员张俊）中国宝武新钢集团技术中心

现有 600 余台套设备，节能降耗工作一直是降本增效工

作重点。为打赢降本增效攻坚战，该中心不断创新成

本管理模式，将赛马机制引入能源管理中，实现了连续

3 个月电费下降的好成绩。

该中心按照去年 1-8 月份电力消耗平均指标，对各

作业区按降幅比例进行排序，每月进行评价考核。

该中心电钳班班长杨克勤立足岗位搞小改小革，带

领班组职工先后完成了化学室风动送样来样声光信号的

采集、无线发送装置的配套研制等多个电器设施改造项

目,极大地提升了能源利用率。由于成效显著，近日他和

工友们得到单位 1000元的嘉奖。

“自能源赛马开展以来，我们班组成员创新意识和工

作积极性大大提高。我们将深入开展对标找差工作，大家

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把能源改善做到极致。”杨克勤说。

“我们技术中心大力开展节能降耗攻关活动，针对耗

电量较大的设备进行集中管控，规范职工操作，加强对跑

冒滴漏、长明灯等违章用能现象的检查考核。”设备管理

室主任邹健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许丽丽 记者车辉）近日，中国安全

生产协会公布“2023 年度安全管理标准化班组”评定结

果，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六九九厂 61 车间钳工组获评

“2023 年度安全管理标准化二级班组”，其组长获评

“2023年度安全管理标准化优秀班组长”。

据介绍，61 车间钳工组是以新任务为牵引的新部

门，是青年占比 70%、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集体。该班组

以“科技兴安”为核心理念，以“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为基础，对生产流程、生产模式和生产管理进行安全性升

级和优化。班组充分发挥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的先

锋模范作用，用“红色引擎”激发“蓝色动能”，最终点亮班

组的“安全绿灯”。

他们充分发挥青年的创新优势，搭建高效的班组信

息管理平台。成员可在相应的智能板块进行安全在线学

习、产品媒体记录、工具过期提醒、环境自动监测等功能

使用，实现对安全生产过程、工装治具安全、生产现场环

境安全的“三把控”。智能系统为班组安全管理插上信息

化翅膀，为班组安全生产提供精细化、数智化服务，大大

提高了班组的工作效率。

在责任落实方面，该班组制订隐患排查计划，并实行

“班组成员每日一检查、班组组长每周一检查、班组领导

每月一检查”的检查机制；实行班组安全员轮岗制，并建

立打分、星级评比等激励机制，使每名班组成员都参与到

班组安全管理的事项之中。

“科技兴安”助力管理

一线资讯G

班组现场G

天寒地冻搬新家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侯红丽

1 月 1 日，新年第一天，准噶尔盆地南缘

锋探 1 井井场白雪皑皑，西部钻探克拉玛依

钻井公司 XD90102 钻井队员工们在井场上

紧张地为设备安装冬季防寒保温设施。“现场

的管线、柴油罐，该包毛毡的包毛毡，该搭篷

布的搭篷布。”队长罗刚说。

这口井距离新疆石河子市约 15 公里。

为了这次搬家，本来已经冬休的 33名员工整

装又出发，从 2023 年 12月 16日开始，在寒冬

里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长途搬运。

“从老井到新井，小车路程 79公里，大车

路程 143公里，是因为有些路限高限宽，大车

要绕路。”罗刚说。

搬家第一天，新、老井场的中午饭没办法

照常供应，距离最近的订餐点分别在 25公里

和 15公里外，饭菜送到井场只有余温。员工

们捧着一次性餐盒，在冰天雪地的井场上解

决了午餐。

搬家最冷的时候，井场气温低至-34℃，

车辆行驶在冰雪路面上常常打滑，爬上新井场

前面30度的坡路成了难上加难的事，每一辆车

都需要装载机在前面拖着拽着才能进入井场。

“工作量比较大，设备也多，一共 127车，

比普通 4000 米钻机的设备多了三四倍。冬

天天亮得晚又黑得早，有效的工作时长减少，

与夏季相比，这次搬家安装时间要多用七八

天。”罗刚说。

因为天气太过寒冷，吊车吊臂也常常卡

壳，要么伸出来缩不回，要么缩回伸不出，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解冻，给整个搬家安装作业

增加了难度。

严寒之下，员工们小棉衣套着大棉衣，围

着围脖，戴着棉帽，即使这样也抵御不住透骨

的寒气，但是没有人打退堂鼓。

井架工唐清柯在厚重的棉工装外面穿着

颜色显眼的马夹，打着手势指挥吊装的车

辆。在一个上螺丝的环节，机电工程师杨建

因为戴着棉手套没办法操作，就摘下右手的

手套，徒手拧紧。没一会儿，他的手就冻得僵

硬、疼痛，接着就是麻木。

正值隆冬时分，在安装天车、穿钢丝绳的

时候，为了不影响第二天起井架，大家与太阳

赛跑，抓紧时间齐上阵。工作完成，天色也渐

渐暗了下来，队上党支部书记魏彦峰手中手

电筒打向设备的光束，格外亮眼。

1月 5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车辆段南宁动车所动车组机械师进入广
西首个动车培训基地，进行业务技能培训。职工自主预约、自动考评，先进的设备和智能化
实景教学让他们赞叹不已。 廖炳达 摄

智能化练兵

夏富青 荚锋

“明明在库房领了 32 个螺栓，还特意数

了两遍，怎么会少了一个呢？“刘杰看着装螺

栓的盒子不解地自言自语。

刘杰是安徽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采矿工

区维修班的一名维修工，从事维修工作时间

不长，今天也是他第一次独立维修。班长文

辉 安 排 他 在 负 850 米 维 修 大 库 ，更 换 3 号

LH514E铲运机的传动轴螺栓。

眼看即将更换好，偏偏这时发现少了个

螺栓，身边都找遍了，也没发现。虽已是隆冬

季节，可刘杰已是满头大汗。不远处的班长

文辉正一边干着手里的活，一边不时地朝这

边瞟两眼。

该区的 LH514E 铲运机传动轴螺栓共有

32 个，当出现磨损松动时，必须一次性全部

更换。如果更换不彻底，夹杂着旧螺栓，会导

致受力不均匀，从而对传动轴造成损伤。

现在缺一个螺栓，怎么办？如果去重新

领一个，库房在负 730米，班里的通勤车又在

修理厂检修，来回走一趟太耽误时间了。何

况今天是第一次独立维修，要是搞砸了，班长

肯定会有看法，不如用一个旧螺栓顶替吧，反

正装上去别人也不知道。刘杰这么想着，手

不由自主地拿起一个旧螺栓。

可是看到不远处的文班长，想起他第一

次带自己参加维修时，就特意强调做事的“责

任心”，拿起的旧螺栓又放了回去。

最终，刘杰鼓起勇气，来到文辉跟前，面

带愧疚地说:“班长，传动轴螺栓，我少领了一

个，我现在去库房取。”

文辉笑着说：“是这个吗？”说着从口袋里

摸出一个新螺栓。

看着一脸茫然的刘杰，文辉说：“其实螺

栓你领得没错，刚才我去你那里检查时，趁你

不注意，拿走了一个，就是想看看你怎么处理，

有没有记住我平时教你的话。作为维修工，

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牢记‘责任心’三个字。”

一旁的副班长童晓峰说：“这也是文班长

对你进行的一场特殊考试，你合格了！”

黄岩静

2023 年 12 月 19 日 7 时 50 分，身着深蓝

色工服的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哈尔滨

南站调度车间车站值班员王玲像往常一样参

加完点名会后，来到调度大厅第二排左手边

第一个工位上坐下，与交班人员简单沟通几

句，便开始在电脑上浏览车流情况。

“王姐一退休，咱们值班组就又成‘男人

帮’了。”同班的工友们亲热地与王玲打着招

呼。“今天是最后一个班了，咱得安安全全地

站好最后一班岗！”王玲话音未落，一阵急促

的电话铃响起。她抓起电话，发出本班第一

道作业指令：“电 430 机务段至机待线，确认

调车信号。”

2018 年 1 月，由于电子货票全面投入使

用，王玲所在的车号员岗位面临大批转岗。

别的女职工都倾向于选择食堂服务员、清扫

员等相对轻松的岗位，而一向不服输的王玲

挑战车站值班员岗位，经过层层选拔后成为

哈尔滨南站首位女值班员。

车站值班员是铁路运输接发列车工作的

统一组织者，担负着铁路运输行车指挥协调、

组织管理的重要职责。特别是在哈尔滨南

站，每班 10多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平均每小

时发出五六列车，每间隔 9至 10分钟办理一批

作业。每批作业大约需要 50分钟，漏掉一个

作业环节、耽误一分钟、少说一句话都可能造

成列车晚点。作业繁忙时，即便上个厕所都

要小跑，更别提每顿饭都吃得断断续续。这

样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连许多男职工都望

而却步。但王玲不怕，她说：“啥工种不都得有

人干，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一定能干。”

平常，王玲是个慢性子，走路、做事慢慢

悠悠，说话温温柔柔，但一坐到工位上，她就

变成雷厉风行、从容淡定的“行车指挥官”。

正是这样的“反差萌”成功镇住了班组一帮

“糙爷们”，使得他们从最初的不服气、说风凉

话，转为心甘情愿跟随王玲分秒必争，确保每

趟列车安全正点运行。

冬运以来，他们的工作异常繁忙，全站日

均办理货车 18000 辆左右，加上哈市连续遭

遇两场极端暴雪天气，行车指挥工作分外艰

难。王玲每个班都忙得像个陀螺一样，大脑

时刻在运转，嗓子喊得直冒烟。

2023 年 12 月 9 日，她与工友们奋战一天

一夜，办理货车达 19140辆，创近 9年以来货运

办理量新高。每日同样的工作并未让王玲觉

得平淡枯燥，每发出一列车她都会开心一下，

每处理一个工作中突发的问题她都会欣慰。

但同时，由于工作压力大，加上长期饮食和睡

眠不规律，担任车站值班员 5年间，王玲不但

收获 10公斤“压力肥”，还饱受脱发、腰肌劳损

困扰，头顶和鬓角处也偷偷冒出了些许白发。

谈起退休后的生活，王玲说：“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把长期倒班形成的生物钟和坏习

惯调整过来。”话虽如此，她知道，很长一段时

间内，她还是会在固定时间醒来，每听到电话

铃声就精神一振……

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行车指挥官”

特 殊 的 考 试

2023年12月29日上午，中交一航局总承包分公司参建的
华能勒门（二）6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并网发电，标志着国家
千万千瓦级粤东海上风电基地首批示范项目建成投运，年发
电量预计达20亿千瓦时，年节约标煤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80万吨。该项目是全国首个全场使用11兆瓦大机组的海
上风电场，多项技术应用填补行业空白。 刘家晖 白占楠 摄

发电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