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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哥，你发明创造的这套冷却水喷淋

装置真是杠杠地，咱们都享受不到这待遇，

随时都可以冲凉！”

“那可不，谁让这家伙比我的贡献大。”

7 月 13 日正午，在中国石油冀东油田

油气集输公司高尚堡联合站天然气装置

区，班组员工李建政正在操控喷淋装置给

天然气压缩机“冲凉”，身旁的同事王亮调

侃道。

盛夏来临，露天运转设备不可避免要

面临高温、沙尘和蚊虫侵扰的难题。高尚

堡联合站的天然气压缩机的室外冷却器也

有同样的困扰。如果压缩机温度过高，会

造成压缩机损坏，从而影响天然气处理指

标，导致产品质量不合格。

为保障设备的安全平稳运行和节能降

耗的需求，该站生产运行班的员工们动起

了脑筋。他们先用纱网将空冷器的散热部

位进行无死角覆盖，在保证空气流通的同

时避免了蚊虫和沙尘侵入设备内部。随后，

在空冷器的顶部设计安装好冷却水喷淋装

置，利用水流带走散热片热量的同时，冲洗

干净纱网和冷却器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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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陕西省定边县，暴雨橙色预

警。长庆油田采油六厂伴生气综合利用大队

胡五联混烃装置副站长张晓松，连雨衣都来不

及拿就直奔生产区。一场特大暴雨骤然而至。

“还好，门口排水渠还很畅通，站点围墙

周围也没有大面积的塌陷。”张晓松甩了一下

眼镜上的雨水，在身上擦了擦又迅速戴上，大

步走进站内。维护班成员正在巡检，并逐一

通过对讲机与仪控室核对现场监控参数。

“制冷撬运行正常。”

“混烃塔运行正常。”

“站点来气压力正常，管线无泄漏。”

……

逐一检查，运行完好。张晓松又逐一查

看其他区域，只听见赵党博一声喊：“晓松，快

来，这边排水孔好像不通！”大家循声赶到站

点内雨水收集池。不待安排，三人接力用水

桶舀积水，两人清理堵塞物，两人疏通外排水

渠。几番下来，积水如泄洪一般飞流而去。

“快，再看看另一个排水孔！”果然，积水

已至半池。继续刚才的流水线作业，水位不

减反涨。“糟糕，排水阀堵住了！”张晓松话音

未落，就跳进了水池。

几秒后，他从水中探出头，“给我活动扳

手，排水阀堵死了。”

流水作业还在继续，大家一桶一桶急速

地舀着，但赶不上暴雨如注。排水阀确实太

“死”，平时就得两个人才能扳得动，现在积水

和杂物覆压，更难。

赵党博准备跳进池子试试，张晓松急忙

制止道：“下面阀门距离有些窄，我瘦，你下来

不方便。”此时池水已淹到他脖子处，开始溢

出池沿。

暴雨打得棚顶噼里啪啦响，雨滴砸到地

面将泥浆搅和出螺旋纹，狂风可劲儿往棚里

钻。泡在水里的张晓松感到一丝冷意。“一！

二！”忽然，他一声吼，猛然发力，“轰”的一声，

水泄如瀑。

“开了开了开了，晓松，快上来！”伙伴们

急忙丢下水桶，拉着张晓松爬出水池，有人开

玩笑道：“你一股脑儿钻了进去，以为自己是

王进喜呢？”

张晓松憨憨一笑，道：“我只是不放心。”

““ 我 只 是 不 放 心我 只 是 不 放 心 ””
本报记者 刘小燕

“感谢项目部党委的精心安排，让我弥补了不能参加

女儿婚礼的遗憾！”7 月 13 日中午，刚刚通过视频连线参

加了女儿婚礼的工长赵福碧难掩心中的激动。

赵福碧是中核华兴霞浦核电项目部核岛施工分部的

一名工长，7月 13日是他大女儿赵莲丽的婚期，也是一家

人期盼已久团聚的日子。按计划，赵福碧当天本应该在

贵州遵义赤水老家，牵着女儿的手步入婚礼殿堂。但是，

他失约了。

7 月 3 日以来，福建霞浦发生疫情反复，让所有人都

猝不及防，同时也阻挡住了赵福碧回家的路——横跨四

省共 1800多公里。

作为一名父亲，不能亲自送女儿出嫁，将成为赵福碧

最大的遗憾。然而，14 年的核电建设工作经历，让他考

虑再三后决定退掉机票、坚守一线。赵福碧说：“疫情来

了，许多工友遵守防疫规定无法前来上班，但现场施工不

能停，我是老同志了，更应该以身作则。”

项目部党委在了解到赵福碧的情况后，决定让赵福

碧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见证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对新人一生

中最重要的时刻，帮助他将满满的父爱传递给女儿女婿。

很多物资难以采购，大家就自己动手剪窗花、贴气

球，将项目部会议室精心布置成临时的婚礼“分会场”。

11 时，刚结束现场巡视的赵福碧佩戴着大红花，准时出

现在千里之外婚礼仪式现场的大屏幕上，女儿既惊喜又

感动。看到女儿女婿婚礼礼成，千里之外的父亲顿时难

掩泪水，现场工友们也共同见证了这难忘的时刻。

班组现场G

给压缩机给压缩机““冲凉冲凉””

步步为“零”

聚焦班组·防止设备“中暑”G

千里之外的视频婚礼

本报讯（记者蒋菡）在水利部近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

理局副局长赵仕杰介绍，自 2018年 10月正式

开工建设以来，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

理局团结全体参建单位，克服了隧洞上百次

塌方、变形、突泥涌水和白云岩沙化等复杂地

质问题，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目前形成了“工

期过半、进度过半、投资过半”的良好局面。

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批准的 172项重

大节水供水工程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也是

云南省有史以来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工程项

目。截至 6 月 30 日，滇中引水工程完成年度

投资 68.01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115 亿元的

59.1%，开工至今累计完成投资 492.44 亿元，

占工程总投资 59.6%。

“该工程建设难度世界罕见，建设推进极

其困难。”赵仕杰介绍，工程具有隧洞输水世

界最长、地质条件在引调水工程中最复杂等

六项世界之最，存在深埋隧洞施工难、地下水

处理难、破碎断层穿越难等十大世界级技术

难题。755公里建筑物中隧洞占 703公里，穿

越深大断层 43 条，横穿具有“世界地质博物

馆”之称的滇西北横断山脉、软岩大变形极其

严重的“滇中红层”等，建设过程中地质灾害

频发，几乎囊括了地下施工所有的地质难题，

特别是长达 62.6公里的控制性工程香炉山隧

洞，施工难度极大、安全风险极高。

滇中引水工程：

“工期过半、进度过半、投资过半”

王忠

鞋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让我们走进一家有着 28
年历史的鞋厂看一看。

首先来到设计组。从设计到打样，每款新品要让公司

多名员工试穿50万步以上，不断改善至完全满意才能生产。

夏天居然有人穿长毛绒棉鞋！看到厂里的这个景象

你肯定很奇怪。由于鞋子是反季节开发和生产，因此试

穿的人都是冬天穿凉鞋，热天穿棉鞋，生冻疮、得脚气都

不怕，只为做出一双舒适鞋。

鞋子设计好后，由资材组根据订单全球采购原材

料。这天，正巧有“大白”来为进口鞋材“做核酸”。

采购来的原材料并不可以直接使用，要送到品质检

验组，接受多台机器的考验。这些机器堪称质量的“忠诚

卫士”，它们模仿人走路时的姿势来检测鞋材，有的要连

续运动 10万次，过关了才能使用。

材料中的大底进入大底车间的磨大底组，工人要把

光滑的大底内侧打磨成毛面，涂胶烘干，让大底与鞋帮结

合得更紧密。

其它原材料进入裁断车间。手动裁断组把这些原材

料“化整为零”，用刀模在原材料上排版，最大限度地裁断

出做一双鞋所需要的零部件。有些容易舍边或是要绣花

刻字的特殊材料，还要送到激光组，使用技术含量比较高

的激光机裁断。

裁断好的中底皮要送到印花组，用超声波印花机在

中底皮上印上商标，鞋就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帮面材料被送到缝制车间的手工组，把这些零部件

“化零为整”，通过贴、翻、锤、拍进行整合。

然后交给缝制组，把各个部件精准地拼接在一起。缝

纫机线离边2毫米，针距3厘米12针，这些都有严格的标准。

缝制好的拖鞋帮面进入成型车间的手编组。手编组

是专门做室内高档拖鞋的，每双拖鞋都由具有 15年以上

经验的女技师手工缝合而成，融入了劳动者的体温。

休闲鞋帮面进入成型车间的流水线组。鞋帮与大底终

于在这里“幸福地相遇”，待完成刷胶、打磨、贴合、加热、冷

却、压着等十几道工序后，一双鞋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成型过程中，品质检验组还要“横插一杠”，每天都

要到流水线上抽几双鞋去“搞破坏”，用机器把鞋帮和鞋

底撕裂，做拉力试验，试验值超过国标一倍多才可放行。

下一道进入包装组。它包含检查、擦胶、补胶、清

洁、挂吊牌、贴商标等十几道工序。这个组里的人是出了

名的“爱管闲事”，鞋面有没有色差、后跟是否一样高，这

样的细微处她们都不放过。

包装好后，还要送给 X光室，经过 X光机“火眼金睛”

的检验，确保每双鞋里没有伤害脚部的金属物。

最后，鞋进入成品仓库，由装配组装入集装箱，驶出

淮安华顶鞋业有限公司的大门，发往世界各地。

你也许想象不到，一双鞋最多要经过 80 多道工序，

十几个班组的共同努力，才能穿到你的脚上。

经过 80多道工序，试穿 50万步以上

一双鞋的诞生

“可靠”的风电场

田小强 韩迪

进入暑期，奔驰在铁道线上的火车头会

不会“中暑”呢？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乡机

务段配备机车 714台。机车，就是日常我们

说的火车头，它在运行过程中，大量粉尘及

异物等杂质会粘附在主变压器散热器、牵引

电机风机过滤网等设备设施表面，积聚的杂

质会导致设备散热困难。

散热器作为主变压器的降温设备，一旦

因堵塞发生故障，会让主变压器“发烧”，从

而导致整台机车无法正常运行。

该段针对炎热天气易导致散热器故障

的实际，由检修部门负责，采取高压冲洗、风

枪吹扫、毛刷清理等方式，彻底清洗散热器、

过滤网等设备设施，并利用风速仪检测设

备，核查清洁畅通状态，保证主变压器、牵引

电机不会“中暑”。

7 月份以来，该段已对 70 余台“呼吸不

畅、散热不良”机车进行了清洁整治。

为散热器为散热器““疏堵疏堵””
许颖 王东玲

6月 19日 10时，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天

然气净化厂现场气温高达 40摄氏度，维修站

电气高级技师王玉民准备检查视频监控柜，

迎面遇到值班班长白振江冲他竖着大拇指。

“我们正夸你呢！这么热的天，791 变

电所视频监控柜居然没事儿。真有本事！”

791变电所视频监控柜承担着全厂配电室

上千台高低压电气设备实时监测的功能。在过

去几年里，全厂配电系统的视频监控经过多次

加装和改造升级，监控柜内加装了不少板卡。

新的问题出现了，监控柜散热空间小，

原有的通风孔不能满足降温要求，尤其到了

夏季，视频监控柜经常引发高温报警。同时

出现了电脑主机运行缓慢、死机和硬盘损坏

等故障，严重影响到全厂配电系统视频监控

的正常运行。

“今年，我们得想办法让视频监控系统

度过‘清凉一夏’。”一个月前，王玉民开始组

织电气专业的技术人员一起攻关讨论，利用

休息时间查阅大量资料。

王玉民提议，在视频监控柜内加装一套

自动降温装置。柜内温度达到临界点时，降

温装置自动启动；当温度正常时，降温装置停

止运行。由此，全厂配电系统视频监控的正

常运行得到保障。

“投资不到 600元，减少损失 1万余元。”

王玉民掐指一算，满脸得意。

让 监 控 柜 降 温让 监 控 柜 降 温

在“质量零缺陷”的观念指引下，险峰公司一线的操作工人逐步养成了自检与互检的习
惯，对于新接触产品，更是做到了一步骤一检测，确保每个工序不留隐患。图为7月9日，该
公司综合加工车间工人正在请检验人员帮忙校对量具。 张玉莲 摄

袁廷轩 刘雯 易达

大山寂寂，青山苍翠，烈日炎炎，轨道绵

延。一队穿着黄色防护服的工务人扛着道

镐，带着一天的疲惫回到工区，翠绿鲜红相间

的西瓜、清冽的山泉水泡的凉茶，已然摆放在

工区小院的石桌上。有人由衷地说：“咱这个

家，真好！”

这个“家”就是怀化工务段松桃线路车间

普觉综合维修工区，位于渝怀线贵州省松桃

县。“家长”尹东红刚满 35岁，黝黑的面庞，一

身的腱子肉。今天他的工作服被汗水全浸透

了，只见他顺手脱下衣服，拧了一把，笑道：

“出点汗有利健康。”

顺着尹东红的视线抬眼望去，只见群山

环绕下，簇新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格外显眼，

院中有园、园中有菜、栏中有禽、塘中有鱼。

他自豪地说：“这个家是在段里加大投

入加上咱们自己动手建成的，我们工作生

活都在花园里。这里可不仅仅是工务职工

的家，车务、电务的职工都在一个锅里吃

饭，亲如一家。”

普觉综合维修工区共17名职工，远离段部

近200公里。过去，这里条件艰苦，人心思走。

“建家必须先立规”。2017年 8月，尹东红

来到工区后，首先从创新制度、民主管理入手，

充分调动工友的积极性、让每一名职工平等参

与工区管理，先后建立和完善了《班组综合考

核办法》《班组防护员考核办法》等基本制度。

爱家先爱家人。尹东红发现，大伙在调

整轨道和枕木的间距时，得使出全身力气甩

大锤，相当耗费体力，酷暑时节更加劳累。怎

样让工友们干活轻松一点？酷爱创新的他利

用业余时间琢磨出一个新玩意——液压轨、

枕调节器。“它轻松省力，方便快捷，比之前的

效率要提高数倍。”尹东红说，目前他还在逐

步完善这个发明，并准备申报专利，争取早日

投入实用。

大山深处有个好大山深处有个好““家长家长””

近日，从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传来消息，国家电投河
南新能源运行维护公司雷震山风电场被授于“2021年百日无
故障风电场”称号。该称号是风电行业设备可靠性管理先进
的体现，树立了行业标杆。图为雷震山风电场工作人员正在
巡查设备。 王建青 摄高尚堡联合站员工发明的压缩机高尚堡联合站员工发明的压缩机空冷器喷淋装置空冷器喷淋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