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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到底的添乘员
邓文胜

3 月 10 日 10 时 30 分，随着 K229 次

列车缓缓驶出玉林站，中国铁路南宁局

集团公司玉林工务段安全生产调度指挥

中心添乘员林峰站立在机车驾驶室内，

开始了当天的添乘检查。

多年来，林峰专职负责对管内 1368
公里正线、1363 组道岔、120 座隧道、522
座桥梁等设备进行添乘检查工作，日积

月累练就了一双犀利的“鹰眼”，善于捕

捉稍纵即逝的安全隐患。

登上驾驶室，林峰熟练地安装便携式

添乘检查仪。在他脖子上，习惯挂着一个

装满茶水的水壶，经常利用到站的时间喝

上几口，保持头脑清醒。有时为了不影响

工作，往往在终到站才跑去上厕所。

车速越快，精力更要集中。林峰微

微向前探身，目不转睛盯着前方的线路，

检查线路外观、设备质量，哪怕是列车发

生轻微晃动，也要用身体去感受。余光

跟着扫视线路两旁的电线杆、危树危竹、

临近施工地点等，发现问题快速记下对

应的里程，误差控制在 40米范围之内。

12时 43分，当列车运行至河茂线 43
公里 950米处时，林峰发现栅栏外有人在

挖鱼塘。他立即报告段安全生产调度指

挥中心，随后安排临近车间作业人员赶赴

现场进行应急处置，有效防止了一起因路

外施工影响铁路行车安全的突出隐患。

“添乘检查看似简单，实则考验一个

人的耐力、定力、眼力，保持专注是做好工

作的关键。”林峰说，为了能看得更远，全

程两个多小时必须站着。

13时 02分，列车抵达茂名西站，林峰

终于舒了口气，“虽然腿有点酸，但也习

惯了”。随后，他将仪器收集到的数据上

传至手机，认真分析线路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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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明强 单建云

“近几天晚上都有大风，各岗位巡检要认

真检查警示牌等悬挂在高处的物品是否松

动。早晚温差大，大家巡检中注意保暖。”3
月 24日 20时，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四号接转

站值班室内传来班前会的声音。班长胡宝如

正进行夜班的工作安排，一条条地强调值班

安全注意事项。

又一个平常的夜班开始了。

作为班长，胡宝如全面负责站内原油输

送和注水处理的指挥协调工作。每日交接班

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小本子对

站区进行巡检，看看油区设备运行情况，看看

生产参数情况，还时不时地将现场数据和监

控屏幕数据做比对，将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录

在他的小本子上，整改一项，打钩消除一项。

零时，又到了巡检时间。胡宝如戴好安

全帽，在站内各巡检点穿梭。举着手电筒，他

仔细核对机泵的运转情况。

在这个岗位近 10年时间，这条夜班巡检

路，他不知走了多少遍。站内的工艺和设备

生产节点、每一个参数、每一个巡检点位、每

一条巡检标准，都已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看过值班室内的数据，他仍然会到现场复查

一遍，看一看压力数值，听一听管线声音。每

次巡检，他都要将两个数据比对一下才安心。

巡检到注水泵房时，泵的声音让胡宝如

警觉起来。他立即停泵检查，发现站污水外

输阀门处不断渗出少量的水。根据经验，他

判断是闸门的闸板掉了。他立即倒换好流

程，又跑到值班室向值班干部汇报情况：“污

水外输阀门闸板脱落，需要立即维修。”

一场“急诊”便在这个夜班开始了。通知

维修队伍，停泵改流程，更换闸门……在一片

忙碌中，胡宝如忘记了夜的黑。

倒流程，启泵，观察闸门和管线情况……

在管线旁蹲了近 3 个小时的胡宝如，起身甩

了甩手上的泥水，目不转睛地盯着管线。“水

量上来了，不漏了。”听着值班室对讲机发出

的声音，胡宝如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开。偌

大的操作间也恢复了机泵运转的声音。

8时，一宿的夜班接近尾声。将夜班情况

一一交代给白班班长，胡宝如才放心地下班。

又一个平常的夜班

庞世乾

“一开始我挺烦这些大鸟的。”

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利津供电管理区

输配电技术主任师王善晓所说的大鸟是受

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鸟类东方白鹳，有着

“鸟界国宝”之称，目前全球总量 6500多只。

黄河口湿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

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地区鸟

类迁徙中转、栖息、越冬和繁殖的重要地

点。这里有鸟类 373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 12 种、二级 51 种，每年迁徙停歇达

600万只，被称为鸟类的“国际机场”。

胜利油田主力油区地处黄河三角洲地

区，所属的自建电网遍布整个油区，1.3 万

公里电力线路，其中 28条主干线路鸟类活

动频繁。王善晓所在的利津供电管理区就

负责这些电力线路。

黄河三角洲地区是东方白鹳迁徙和繁衍

的重要中转站，良好的生态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东方白鹳驻留。自 2003年开始，东方白鹳

逐步开始在此筑巢繁衍。

王善晓和同事们的烦恼随之而来。

“东方白鹳会影响电力可靠运行。”王

善晓说，东方白鹳喜欢“攀高枝”，习惯在高

大乔木上筑巢，而黄河三角洲缺少高大树

木，40 多米高的电网输电铁塔成了它们的

首选。

东方白鹳属于大型涉禽，翼展最长可达

2米，展翅、筑巢时常因触电受到伤害。不仅

如此，它们的酸性排泄物有导电性，会导致线

路设备腐蚀、短路跳闸等故障，“跳闸一根线、

停产一大片”。

“不能伤害，只好加密巡检、及时维修。”

没有成熟的办法降低鸟类影响，又不能耽误

电力运行。王善晓坦言，10 多年前，东方白

鹳族群不多，对生产影响并不大。但随着人

与环境的日益和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东方

白鹳在此筑巢繁衍。

为了最大限度保证生产，只能驱赶，把鸟

巢搬离塔顶。但倔强的东方白鹳不认输，会

在原地重建家园，短路触电重复上演。

2019 年的大年三十，王善晓和同事们为

了及时维修恢复东方白鹳反复筑巢导致的跳

闸短路，在电力铁塔下搭起了帐篷，守着线路

和东方白鹳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大年夜。

如何在保护鸟类和维护线路平稳运行之

间找到最大公约数？王善晓想：既然东方白

鹳喜欢在这里筑巢，那就想办法给它们留出

“宅基地”。

他主动找到东营市观鸟协会，提交了修

改 9版的共存方案，与有关专家探讨研究后，

确定了“堵疏结合、以疏为主、生态优先、爱线

护鸟”的共存思路。

他们联合绘制的《胜利油田东方白鹳

分布图》，划出活动安全区与风险区。风险

区内安装鸟刺阻止东方白鹳筑巢，在铁塔

顶端创造安全区，引导东方白鹳在此筑巢。

同时，对铁塔的绝缘子及金属器具进

行绝缘包覆，防止发生线路跳闸和触电伤

鸟事故。繁殖季节，电力工人停止相关大

型作业，避免产生噪声和震动，让东方白鹳

更好地繁衍生息。

山东省东营市观鸟协会提供的数据显

示，自 2019 年以来，东方白鹳的筑巢数量

从 80 多巢增加到 200 多巢，东方白鹳数量

也从 200多只增加到 2000多只。

4 月 1 日是国际爱鸟日。谈及跟东方

白鹳打交道中最难忘的场景，王善晓说：

“我见过幼鸟破壳而出，那种生生不息的画

面带着大自然的力量，很打动我。”

如何在保护鸟类和维护线路平稳运行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

给东方白鹳留出“宅基地”

高友

“老张，又出去找虫子？”“它不吃小米

呀！”自从前天在工地上捡了这只受伤的黑

水鸡，中建二局中科科仪高端仪器装备产

业化项目工程部经理张文中午就不休息

了，一吃完饭就忙着去草丛里捉虫子。

项目部毗邻太湖，动植物资源很丰富，以

往也经常有鸟类过来“小住”。这只黑水鸡不

同，因为受伤飞不起来，它就在这里“常住”了。

黑水鸡是一种上岸像鸡、下水似鸭的

鸟。起初有人建议把它吃了，但细心的张

文看它通体乌黑，红冠点缀，觉得不是一般

鸟 类 ，便 通 过 手 机 识 别 ，发 现 黑 水 鸡 在

2000 年 8 月 1 日就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

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名录》。于是张文便把它从工

友手中接管了。

初春时节，早晚微寒。张文拿纸箱给

黑水鸡做窝，安置在自己的宿舍里。张文

用以前养鸡的经验投喂了小米、大米和蔬

菜，黑水鸡都不为所动。“难不成它受伤了

要吃荤的？”张文中午下班便去附近荒地捉

虫子。看着黑水鸡吃得那么香，他才安心。

一周后，黑水鸡已经能独立行走，也到

了离开的时候。张文开始像个老父亲般担

心：它的家在哪儿？它会游泳吗？放在草

丛被人抓了怎么办？最终他选择了太湖边

一处有水有草的地方，将黑水鸡放了。进

入湖中的黑水鸡，立刻欢快地游走了。

“不要期待一个动物的回眸，你给的温

暖它不会眷恋，它想要的是自由。”张文说。

工地来了只黑水鸡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陈凤海）

近日，中国兵器工业质量协会发布 2023 年

“兵器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名单，东北工业

集团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装

配分厂主缸一班再次榜上有名，这已是该班

组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主缸一班现有员工 43人，是公司人数最

多的一个班组，每年要承担 50多个品种制动

主缸的生产任务。”装配分厂厂长李溟介绍说。

主缸是汽车刹车制动系统的一个关键零

部件，其质量优劣不仅直接影响总成产品的

质量，更直接关系人的生命安全。主缸一班

作为此产品的生产班组，承担着重大的安全

责任。正因如此，多年来该班组一直把产品

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

“班前会是我们每天的‘规定动作’，在 15
分钟时间里，除了强调安全，主要讲的就是产

品质量，经常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班组成

员的质量意识。”班长郭宝山说，主缸总成由

主缸体、活塞、储液罐等 20多种零部件组成，

流水线上，要求每位班组成员既是加工者也

是检验者。经过多年历练，操作者们通过手

感就能判断出零部件的尺寸是否合格，甚至

通过肉眼就能看出零部件的状态。

装配主缸总成对环境有着严格要求，班

组通过提高清洁度、控制产品关键尺寸以及

改进装配工艺方法，有效提升主缸总成产品

的良品率。

一次，一名班组成员作业时发现零件第

一活塞部件半高尺寸存在误差，装配分厂迅

速成立质量管理活动小组，改善检测状态，提

高良品率。该小组经过仔细分析，在最短时

间里查找出症结所在，果断采取为活塞部件

铆接工序配备百分表及表架等 3 项措施，彻

底解决了这一问题。2023 年，主缸一班年度

平均良品率由 99.1%提升至 99.7%，节约成本

10余万元。

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公司还

对柱塞式主缸装配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增加

机器人，能够自动对产品加工状态进行动态分

析，从根本上防止不合格品混入合格品中。

“在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主缸

一班为提高生产效率也下了一番工夫。”装配

分厂质量科科长倪光说，班组通过对工装的

通用化、轻便化进行改进，将换模时间由每次

40 分钟缩短至 28 分钟。按照每天 3 次换模，

两班生产，每周工作 6天计算，全年共计节省

换模时间 225.6小时。

“实现‘兵器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三连

冠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今年我们还要向‘四

连冠’发起冲击。”郭宝山自信满满地说。

流水线上，要求每位班组成员既是加工者也是检验者

实现“三连冠”的秘诀

3月 21日，4只黑天鹅在中国宝武新钢集团青花瓷公园的人工湖里时而嬉戏，时而觅
食，悠闲自在。这些小精灵为工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张俊 龚小华 摄惬 意

3 月 14 日，在海拔 4000 米左右的龙源电力雪邦山风电
场，风机附近积雪深处还有1米左右。运维班组职工携带约
40公斤的检修工具包和风机备件，徒步5公里进行检修作业。

涂启志 摄

跋 涉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赵风斌 东科力加

仲春时节，昆仑山下阳光明媚。3月 25日下午，在格库铁

路格尔木至格尔木南上行联络线区间防护栏外，由青藏集团

公司格尔木工务段重点维修车间 8 名青年职工组成的“钢轨

打磨团”准备进行钢轨打磨。

“今天的作业是鱼鳞伤打磨修复廓形，大家要规范佩戴防

护用具，打磨前方不得站人，上下道严格执行‘手比眼看口呼’

制度。”作业负责人、重点维修车间钢轨修理专班工长张富栋

叮嘱道。

14时整，“天窗”命令下达。按照分工，小伙们两人一组，

将 4台打磨机抬上线路，放到作业位置快速启动。刹那间，线

路上机声轰鸣、火花四溅。随着砂轮的飞速旋转，钢轨上的肥

边、鱼鳞伤被一点点打磨平整。

“下刀，两度，再下两度。”操作员贾汝鹏推着打磨机缓缓

匀速前行，他不时调整砂轮片的角度和高度，眼睛紧盯着砂轮

与钢轨的接触点，仔细观察火花变化。每打磨完一遍，他都会

摘掉手套，用指尖在钢轨上反复触摸，感受钢轨打磨后的状

态，并俯身观察砂轮与轨面打磨后的印记，直至钢轨表面凹凸

完全消除。

“一定要按钢轨廓形下刀，下刀位置、打磨距离、砂轮转速

要准，行走、打磨要匀速，推拉、抛光要平顺，不能操之过急。”

张富栋一边查看钢轨打磨进度，一边指挥现场操作员。

“看似简单的钢轨打磨，对打磨技术和经验要求却极高。”

张富栋介绍说，操作员不仅要熟悉打磨机的使用原理和方法，

还能够根据钢轨的磨损情况选择合适的打磨角度和力度，只

有这样才能精准下刀精确打磨，对损伤的道岔尖轨、基本轨、

辙叉及钢轨轮廓实施精细检修，消除钢轨隐患，最大限度提高

钢轨使用寿命，让列车安全平稳地行驶。

16时，钢轨打磨任务结束，打磨后的钢轨表面平顺光滑，

在高原明亮的阳光下，像两条熠熠生辉的白色光带，从昆仑山

脚下笔直伸向远方。

他眼睛“毒”，嘴巴更“毒”
廖娜

3月 29日，京沪线集中修正当时，孙勇一到工区就发现了

问题：“这根接地线挂钩型号选择错误，抓紧换！”

“两个型号的挂钩，大小相差就几公分，一打眼他就能发

现，也是怪了。”新员工一边换一边嘟囔。

孙勇是中铁电气化局运管公司上海维管处徐州维管段安

全质量环保科科长。提到他，班组员工的评价出奇一致：他爱

较真，眼睛“毒”，嘴巴更“毒”。

孙勇是河北人，在徐州扎根 17年了。徐州维管段成立初

期，他成了入职的第一批校招生。“环境极差，责任极大！”这是

他入职时最大的感受。一起来的 10个人，最后就剩下他了。

留下来意味着扛起责任。徐州是中国第二大铁路枢纽，

是国家东西、南北经济联系的重要“十字路口”，京沪铁路、陇

海铁路两大干线在此交汇，被称为“中国铁路之咽喉”。这里

设备复杂、运输繁忙、客流量大，对供电安全要求极高。“压力

大，在这里几分钟的小故障都可能引起大面积的列车延误。”

孙勇说。

对于铁路牵引供电来说，除了要做好内部的设备日常维

护管理，外部的环境管理也十分关键。铁路周边的危树、防尘

网、塑料袋、气球、广告牌等都可能引发供电安全问题。这些，

都是孙勇的工作范围。

因为这，孙勇的“毒嘴”名声在外。

“他这嘴，不达目的不罢休。”同事张贺说。外部环境管控

经常会遇到扯皮的问题，整改起来踢皮球是常有的事，遇到棘

手问题孙勇就主动顶上。最近的一次是春节假期，施工工地

防尘网加固状态不良，现场负责人避而不见拒不签字，孙勇放

弃休假，硬是守了三天对方才现身整改。“真是怕了你了。”对

方说。

同事王伟记得，一次两人下班后一起去理发，车开到一

半孙勇突然喊停。原来是发现小区顶楼住户因装修用塑料

布临时遮盖窗户。因离铁路较近，塑料布很可能刮到接触网

上，影响行车。孙勇二话不说，从后备箱拿上铁路安全宣传

手册，上楼一顿唇枪舌剑宣传教育，直到当场把塑料清理干

净了才作罢。

除了安全宣传手册，孙勇的后备箱里还有两样必备物件：

一是锯子，二是大垃圾袋。周末放假，他常常自己开车沿着铁

路沿线跑，这些物件方便他随时处理可能影响行车的杂物。

久而久之，工区的同事巡视线路时“偶遇”他都见怪不怪了。

管辖区段沿线重点处所的住户大多也认识他了，一看是他来，

不用他“开怼”，都变得积极配合。

算起来，孙勇这张嘴批评过不少人，但大家都服他。在他

的感染下，整个安全质量环保科的人都慢慢“染”上了同样的

特质，遇到问题直面解决，在安全问题上绝不让步。

2023 年，徐州维管段异物挂网率较 2022 年降低 62%，实

现了安全零事故目标，平均故障延时 0分钟，真正做到了一分

钟都没有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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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下的“钢轨打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