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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艳

“D738 次值班员呼叫，第 6 车厢有乘客

反映恶心、头晕、腹痛，初步怀疑是食物中

毒，请求支援……”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列

车应急“剧本杀”在 D738次“绿巨人”复兴号

动车组列车上演。15 名列车班组成员选定

角色信息卡，结合工作实际，积极讨论交流，

以沉浸式模拟演练的方式巩固学习了列车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和处置流程。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值班员利用现有条

件第一时间对乘客进行急救，其他班组成员

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有限公司南昌客运段直达车队列车长闵莉

身穿深蓝色铁路制服，手持联控对讲机，接到

通知后立即有条不紊地指挥班组成员应对突

发状况。22岁的列车值班员付英俊得到指令

后，立刻将情况报给列车指挥中心，同时对患

者做催吐紧急救治，保存好中毒旅客的呕吐

物，以最快的速度使旅客转危为安。

“剧本杀”现场流程井然有序、衔接紧

密，参与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达到了预

期效果，为快速、高效、有序做好列车应急工

作积累了经验。

“每次我们出车前都会进行针对性的培

训，但这样的‘理论讲解+情景模拟’相结合

的‘剧本杀’还是第一次，太过瘾了！”在此次

演练中表现良好的付英俊告诉笔者，班组通

过实打实的应急演练，可以熟练掌握应急设

备的使用方法，增强应急处置能力，同时提

高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对今后的旅客运输

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检查急救药箱、核对餐车食品情况、检

查行李架牢固与否……这边刚处理好应急

突发状况，闵莉便对车厢进行发车前的最后

检查。

D738次列车往返于江西南昌和北京丰

台之间，全程 1443公里，而闵莉已经在这趟

列车上待了 13 年，她的足迹早就在这段路

途中织得密密麻麻。

谈及此次演练的意图，闵莉说：“服务无

小事，细节暖人心，这是我刚来上班时师傅

教我的。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丝毫不敢松懈，

把我们的业务不断打磨再打磨，而不定时地

举行应急演练就是进一步提升班组成员服

务技能的有效办法。”

旅客冰霜雨雪中赶车，鞋面溅满了斑驳

泥点，细心的乘务员已将鞋刷和软布适时递

到面前；小旅客在旅途中发烧，偏偏又最怕

打针吃药，乘务员便耐心细致地引导……

D738次列车班组成员多年不变的悉心服务

获得了众多旅客的赞许。

今年刚来到列车上的张芹虽然是个“新

兵蛋子”，但应对突发状况丝毫不胆怯。她

说，出乘时列车长总是叮嘱他们要记得包里

带着糖、盐、姜“三宝”，可分别应对旅途中遇

到的低血糖、脱水、感冒患者，还要准备让老

年旅客使用的拐杖等，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旅客。

主动出击

““绿巨人绿巨人””上演上演““剧本杀剧本杀””

聚焦·春运背后G

守在“魔鬼城”，当好“暖宝宝”

1月26日，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海底公路隧
道——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建设迎来新进展，由中交隧
道局承建的主线北线盾构段“深蓝号”盾构机开启穿海之旅。

针对地质条件复杂、高水压、长距离硬岩掘进等施工重难
点，项目团队联合业内权威专家量身定制了适应长距离硬岩
地层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深蓝号”。而驾驶“钢铁蛟
龙”的操作手，不仅需要熟练掌握盾构机的使用和维护技术，还
需要具备一定的机械和电气知识、土建和地质知识，以及良好
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

图为盾构机操作室内，操作手正驾驶“深蓝号”穿海越洋。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高长新 摄

穿海之旅

支持班组职工打开数智化维修

新思路——

自己动手开发线上“维修宝典”
本报讯（记者康劲 通讯员贾敏 梁薇）“这款员工自

己动手量身定制的仪表专业应用模块，实用有料，打开了

企业数智化维修新思路。”1 月 17 日，来到中国兵器北化

集团甘肃银光集团公司仪表计量检测中心仪表组，班组

长魏智元正和青年员工们在企业自行开发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上，应用最新的“仪表维修宝典”，研究当天要进行的

仪表维修方案。

“以往的维修统计分析缺乏体系完整的数据支持，不

适合当前企业数智化发展的步伐，我们自己动手开发的

线上仪表维修数据库不仅提升了维修效率，而且比商用

型软件更适应企业实际需要。”仪表计量检测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史加勇介绍说。

近年来，随着银光集团生产线自动化水平不断提

高，各类新型控制系统和自动化仪表的故障也相应增

多，特别是随着一批新型仪表设备在生产线相继投入使

用，给仪表维修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银光集团

支持班组职工打开数智化维修新思路，自己动手建设

“数字底座”。

从去年 9 月开始，仪表组系统收集梳理、汇总归类

生产线现有的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的故障处理办法、

说明书、接线图、控制回路等资料，分批录入维修数据

库，建立线上“仪表维修宝典”，帮助维修人员通过电脑

端或手机端，学习和查询相应的仪表维修记录，探讨解

决方案。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反复测试与完善，该应用模

块于今年 1 月中旬上线试运行，立刻成为深受员工欢迎

的“电子工具书”。

谈及仪表维修宝典各板块的功能时，仪表计量检测

中心生产科科长韩杰国娓娓道来：“这个仪表维修宝典充

分赋能一线仪表维修工，成为大家独自面对维修任务时

的‘维修指南’。我们还将继续完善功能，建立仪表培训

数据库，对维修技术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和管理，提高维

修队伍服务效率。”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提升仪表维修技能，仪表计量检

测中心还建立了“线下”仪表维修实验室，将生产线常见

仪表按照 1：1的比例，集成组装在一个实验装置上，便于

青年员工模拟操作，提升实际上手能力。

仪表计量检测中心仪表组青工魏博感慨地说：“线上

‘仪表维修宝典’和线下实验室的双重加持，为我们青年

员工提供了专业的培训教材和平台，帮助我们尽快掌握

维修技能，提升专业素养。”

金牌班组G

班组现场G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温彦博 祁凌志

“祁班长，仙中 3-3 井无法点火，能用的

方法都试过了，依然无法恢复。”

“我现在就过来，现在炉温多少？”

“38℃，井口外输温度、进站温度还在缓

慢下降。”

1 月 4 日凌晨 1 点，地处柴达木盆地北

缘海拔近 3000 米的青海油田采气二厂南八

仙油气区仙中 3-3 井的井口加热炉发生故

障，如果不能及时恢复，将会出现单井至联

合站的输气管线冻凝，造成生产井停躺生产

事故。

南八仙是一个英雄的名字。1955 年，8

位女地质队员为寻找石油资源走进柴达木盆

地，在迷宫般的风蚀残丘中跋涉测量，返回途

中，铺天盖地的黄沙笼罩了荒漠，仅有的标志

也被掩埋，最终，干渴、饥饿向她们袭来，长眠

在亘古荒原。

为纪念 8 位女地质队员，在她们牺牲的

地方被称作“南八仙”。这里，因其奇特怪诞

的地貌，飘忽不定的狂风，由于地形奇特而生

成的诡秘的风声，再加上当地岩石富含铁质，

地磁强大，常使罗盘失灵，导致无法辨别方向

而迷路，被世人视为“魔鬼城”。

祁中生作为负责这片油气区的采油（气）

班班长，遇到生产运行过程中班员无法解决

的异常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查看

和解决。

挂断电话，祁中生迅速套上厚厚的冬

季工衣，戴好安全帽跑向皮卡车。出门迎

面吹来的寒风很快让他的睫毛挂上了一层

薄薄的霜花。他胡乱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伴随着车辆发动机的轰鸣，驶向雅丹群落

崎岖的道路……

“现在情况怎么样？”5 分钟后到达现场

的祁中生问道。

“我们检查了电控系统、燃烧器、进气管

线、供气压力……目前还是无法正常点火。”

气井维护组当班员工曾勇强和他的搭档回

答说。

“你们先上车暖和会儿。”祁班长戴上手

套、拿起手电，绕着加热炉依次确认了运行参

数、供气压力、风机状态。确认没有明显异常

后，打开控制柜检查保险、电路是否短路，随

后又蹲下观察燃烧器能否正常运行，确认供

气管线有无冻堵现象……

零下 19℃的低温，仙中 3-3 井还在“坚

强”地生产，气温和炉温一降再降，祁中生告

诉自己不能再耗下去了。

“小曾，目前问题还没有找到，炉温恢复

正常前你们组辛苦一下，每两个小时给井筒

和管线进行一次预防性注醇，每个小时与厂

调控中心和南八仙联合站中控室比对一次压

力、温度，一定要守住这口井！”

“在不能确定排除故障时间的情况下，

‘设备维修+气井维护’双轨同步运行是最

稳妥的方案。”祁中生搓了搓早已冻红的双

手，带着气井维护组再次投入到异常问题的

处理中。

光线不好，气井维护组的配合人员只能

举着手电照明，手电照射面积小，他们默契地

配合一个部位一个部位检查。更换部件、调

整参数、点火、观察再调整……经过两个小时

的不懈努力，故障部件被发现并且成功更换。

“都说咱们采气人是下游用户冬季的‘暖

宝宝’，咱们可不能辜负这么有爱的名号！”听

着加热炉正常燃烧的嗡嗡声，祁中生紧锁的

眉头渐渐舒展，被冻得紫红的脸上终于露出

一丝浅浅的微笑……

冬季气温较低时，隧道漏水点会形成
冰柱。冰柱与接触网之间的距离小于安全
距离时，会引发跳闸，中断行车。管内有隧
道的接触网工区每天因除冰出工两次甚至
三次都很常见。

今冬以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新乡供电段阳城接触网工区主动出击，对
管内侯月线隧道漏水最严重且危及行车安
全的25个处所装设融冰装置。

图为1月24日，职工在金滩隧道安装
融冰装置。 刘笃仁 焦楠 摄

刘杨

四九时节，一场寒潮悄然而至。在嫩江

富拉尔基段，滨洲线281公里特大桥屹立在冰

封的嫩江河道上。1月 18日，腊八节这天，中

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工务

段水文组的 5名桥隧工正在对特大桥进行细

致的水文测量。零下 27℃的气温，张欢光着

手从江面冰洞中将塔尺拽了出来。

张欢是班长，今年是他第 4 年带队进行

水文测量。“江水对墩台周围河床的冲刷，会

对大桥的稳定产生影响，每年奔波在管辖的

197 座桥和 400 个涵之间对变化情况进行测

量记录，与往年数据进行比对，才能及时掌

握桥墩基础数据，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加

固墩台保证大桥的安全。”他说。

江面上没有任何遮挡物，迎着风站立几

乎不能吸气。张欢顶着风绕着桥墩开始做

标记，他要在距离桥墩 5、10、15、20 米的位

置，分 8 个方向画出 32 个测量点，随后再用

钻冰机钻出直径为 15 厘米的冰洞，再用塔

尺测量出水下河床标高。

张欢做好第一组标记后，班组的桥隧

工张思聪、齐志强、安洋三人合力将钻冰机

抬到标记位置，齐志强不停地拽动挖坑机

的拉绳，脸憋红了也没能拽燃机器。“突突

突”，终于，在他拉动第 9 次的时候，钻冰机

启动了。

“一、二、三”，伴随着一阵口号，3人一起

用力将钻头钻入坚硬的冰面内，瞬间冰屑飞

溅。冰面上，平稳站立都很吃力，要将 30 多

斤重的挖坑机垂直打入冰底，3 个人要绷紧

大腿踩实冰面，全身发力，直到冰洞打通。

10 分钟左右，冰层被钻透，水从冰下涌

了上来，几人连忙抬脚，以防江水弄湿鞋

面。做好标记的张欢拿起塔尺跑到冰洞跟

前，缓慢地将塔尺伸入水面，两手握紧，不时

发力与水流对抗，保持塔尺垂直。一旁的张

思聪也快速将水准仪安设好，当塔尺碰触河

床后，快速做好测量并记录。

“我们的这一系列操作和钓鱼一样，可

我们钓的是保障大桥安全运行的数据。”张

欢说。

刚拽出的塔尺，瞬间就被冻成了冰碴。

张欢把棉手套摘掉，光着手将还没完全冻硬

的冰碴扒掉，“手湿了甩甩还能戴上手套保

暖，手套湿了可就真要挨冻了”。

滨洲线 281公里特大桥有 24孔，每个桥

墩需要 32 个测点，每个测点都需要钻一个

冰洞，一天下来小组的 5 个人都成了“冰

人”，裤子都被溅起的冰屑和河水冻硬了。

“在这干活不敢停下来，只有一直干身体才

能暖和些，停下来不出一分钟衣服就被打

透了。”张欢说，像今天这座特大桥，要把所

有数据都收集完，最快也要一周。

16 时 20 分，天色渐渐昏暗起来，张欢一

行人开始收拾工具。塔尺连接处已经被冰

冻住，无法收回，他们只能扛着 7 米长的塔

尺向 3 公里外的车站走去，准备乘坐当日返

回齐齐哈尔的最后一趟列车。

回到单位他们还要将今天的所有数据

进行汇总分析，最后用 CAD 画出示意图。

去年一整年他们测量了 7 万多个测量点，绘

制了 6000 多张 CAD 平面图，这些图摞起来

有 2米多高。

冰封江面上的水文组

第一次护航春运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李瑞涛 何扬）1 月 25 日

晚间的福建省厦门市，夜色中的福厦高铁西溪特大桥

线路上，远处点点灯光若隐若现，中铁建电气化局北方

公司福厦高铁维保团队队员们正戴着头灯，对铁路接

触网吊弦进行检查，为即将拉开的春运大幕做一次“热

身”体检。1 月 26 日，春运开启，他们要全面开展保驾护

航工作。

28岁的郭永晨是其中的一员，也是第一次充当春运

护航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对高铁吊弦进行检修保养。吊

弦是接触网设备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位于钢轨正上方

承力索和接触线之间，大约每隔 6米就有一根，与钢轨垂

直，看上去像一排排站岗的守卫。

郭永晨和工友们白天配合设备管理单位对接触网的

悬挂状态检测监测装置进行分析，了解设备实时运行状

况和潜在安全隐患。夜间，他们利用天窗点处理白天分

析出的缺陷或隐患。

“作为福厦高铁参建者，能够在开通运营后的首次春

运为旅客平安出行尽一份力，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老家

在山西太原的郭永晨说。

这次是福厦高铁春运“首秀”。福厦高铁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开通运营，是继京张高铁、京雄城际铁路后，我

国建成投用的又一智能高铁，标志着中国高铁在智能化

领域的探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福州至厦门最快 55 分

钟可达。

为顺利完成福厦高铁 2024 年春运任务，北方公司

配备了 22 名接触网维保技术人员，并与设备管理单位

合作，共同组成维保团队。这支维保团队全程参与了

福厦高铁的建设，熟悉各种接触网设备的工作原理和

运行特性。

这趟车只有3名“乘客”
张东方

凌晨 3时 40分，对多数人而言，是酣然

熟睡时刻，但对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

限公司兖州工务段确认车添乘员赵李刚而

言，却是新一天开启的节点。春运期间，33
岁的赵李刚每天都在深夜中准时醒来，拎

起备好的工具包向临沂北站走去。此刻的

临沂北站一带不同于白天的繁忙，偶有的

车辆在路口一闪而过，转瞬间又再次归于

寂静。

“从公寓到站台是 640步，在这个时间

基本没什么人，夏天的话还有些虫鸣蛙

叫，到了冬天就只有呼呼的冷风声了。”赵

李刚说。

4 时 43 分，赵李刚在寒风中等来了

DJ7679 次动检车，和供电、车辆系统的添

乘人员一起登上确认车。所谓的高铁确认

车，是高铁线路上每天不搭乘旅客“空跑”

的第一趟高铁列车，车上仅有 3名特殊“乘

客”检查确认沿线高铁设备状态。

“我们这班车就像是排雷车，为旅客排

除可能存在的危险。”赵李刚说着安装起了

视频记录仪和线路检测仪器。随着仪器的

装设完毕，确认车也发车，在夜幕中驶离临

沂北站。

此刻的日兰高铁隐匿在破晓前的黑暗

里，站在机车车头向远方望去，是一片未知

的黑暗。赵李刚只能借助列车的大灯，去

辨别每一处被照亮的处所。在每秒钟驶出

70 多米的列车上，赵李刚的目光始终聚焦

于眼前的线路设备，在这条早已烂熟于心

的线路上去寻找哪怕一丝丝隐患——观察

线路上是否存在工具遗留、线路状态和外

部环境是否存在异常。

7 时 53 分，确认车经过管辖范围内所

有交路再次出现在了临沂北站的站台上。

“调度老师你好，DJ7670 次动检车曲阜东

日兰场至临沂北站间列车径路、设备一切

正常。”当赵李刚说出这句话，他一直紧绷

着的身体才有了一丝放松。

“这一系列操作和钓鱼一样，可我们钓的是保障大桥安全运行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