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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31 公里的铁道线上，有一支与时

间赛跑的青春战队。他们不是医生，却以

精湛的“医术”守护运输安全防线；他们不

是战士，却以冲锋在前的担当，在抢险一线

筑牢安全生产的铜墙铁壁。这支平均年

龄不到 35 岁的队伍——新朔铁路机务智

慧检修青年突击队，以 425 台次机车检修、

1000 余小时抢修的亮眼成绩，荣膺“内蒙

古自治区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他们

是机车“急诊科”里最年轻的“主治医师”，

更是新时代铁路线上践行安全生产的先

锋力量。

叮铃铃、叮铃铃……

4 月 19 日晚上 11 时 45 分，突击队员魏

江 被 一 阵 突 如 其 来 的 电 话 铃 声 惊 醒 ，

“7155 机车在鸡鸣驿站区附近发生故障，

请迅速集结，赶往现场。”挂断电话，正在

休假的魏江毫不犹豫穿好衣服，看了一眼

熟睡的家人，蹑手蹑脚走出家门，走进冬

雪纷飞的夜色。

15 分钟后，由魏江带队的 10 人小分队

整装待发。队员们检查着各种要携带的工

器具：电动扳手、24 套筒扳手、应急照明设

备、悬轮装置、顶镐、液压小车……“工器具

准备齐全，乘车前往故障现场。”智慧检修

青年突击队小分队出发。

受降雪影响，青年突击队乘坐的车如

同在浪里颠簸的小船，更像孤军奋战的行

者。队员们神情严肃地坐在车上，紧抿的

双唇与攥紧扶手的双手，无声诉说着内心

的焦急。车里的空气与雪夜一样凝重，大

家谁也不吱声，都在心里默默揣测着现场

情况。

车刚刚停稳，几名身手敏捷的“后生”

率先冲下车，迅速整队对现场进行勘察，制

定并请示应急方案。

时间就是效益。说时迟那时快，架设

应急照明、联络车站防护、判断临线行车等

一系列工作争分夺秒开展，与时间展开一

场势在必得的赛跑。

应急检修更加考验队员的体力和耐

心。零下 27 摄氏度的深夜，雪花在寒风的

裹挟下狠劲往领子里钻。由于现场没有检

修地沟，队员们只能仰面躺在积着雪的路

基上排查车底和走行部故障，凹凸不平的

道砟硌得后背生疼，被体温融化的积雪浸

湿衣服，在寒风的“配合”下如同锥子一般

刺着皮肤。队员们的脸颊也冻僵了，睫毛

在呼出的“白气”中挂上一层冰晶。

“怀疑电机轮对抱死，请司机再次动车

滑行，进行确认。”青年突击队队员张乐大

声汇报。

“经过再次确认，A 节 3

轴发生轮对抱死，经排查确

定为电机小齿抱死，请技术

人员结合现场环境制定抢修

方案，其余队员根据方案开

展救援。”

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

现场静得能听清队员们紧张

的心跳。现场又十分喧嚣，

仿佛夜空中除了星光，就只

剩下对讲机在“喋喋不休”。

凌晨 5 时，电机轮对缓

缓转动，抢修顺利完成，列车

返回点岱沟入库更换电机。

队员们松了一口气露出欣慰

的笑容，即便是疲惫感如潮

袭来，但他们依然顾不上休

息，再次仔细检查换挂机车

的其他部件，确保列车零隐

患出库，这是他们刻在骨子

里的安全准则。

当晨曦的第一缕微光叫醒大地，换挂

后重新运行的满载保供煤炭的列车满血复

活呼啸而过，检修队员们也踏上了返程的

归途。

组建两年来，智慧检修青年突击队累

计检修机车 425 台次，整备 11000 余台次，

抢修工时突破 1000 小时，用实际行动诠释

着新朔青年在安全生产一线中挺膺担当的

青春誓言。

荣誉的奖章在晨光中闪耀，这支青春

战队已再次踏上征程。“最危险的地方我们

上，最关键的安全关我们守！”这是队员们

的誓言。在能源保供运输线上，他们像精

密的“安全齿轮”，用每一次弯腰检查的专

注、每一份检修记录的严谨，将五四奖

章的荣光转化为守护安全生产的不竭

动力。这支新时代的“安全战队”，正

以专业为盾、以责任为剑，在铁道线上

奏响属于青年的安全生产战歌，让青

春在保障国家能源运输安全的征程中

闪闪发光。

6 月 3 日，包神铁路机务分公司正式运用“智能铁鞋”

进行机车防溜作业。

该公司通过运用“机车铁鞋智能管理装置”、“电力机车

车顶便携式绝缘瓷瓶清扫装置”等10余种科技创新成果，以

智能化监控、自动化辅助巡检等创新手段，实时掌握机车线

上运行状态，聚焦机车检修作业反“三违”效率优势，切实将

设备设施惯性隐患、季节性故障闭环消缺，构建起“技防+人

防”深度融合的全链条安全管理体系，形成双重安全屏障，有

效提升了整体安全隐患防控效能。

该公司以智能化建设为核心，大力推进科技成果在安全

生产中的应用，以科技手段提升安全保障水平，为迎峰度夏

期间能源运输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图为

作业人员运用“智能铁鞋”进行机车防溜作业。

（通讯员 魏 江 摄）

6 月 3 日，河北公司衡丰电厂运行人员正式执行 2 号

炉 2A 磨煤机停电操作票措施。该措施通过在任务执行

关键环节设置通关“否决”流程，可有效防止工作人员走

错电气间隔、误操作在线设备等情况发生，确保人身安全

健康、设备稳定运行，有效预防事故发生。

这是该厂自主开发的电子操作票防误系统，实现了与

集团 ERP 系统交互对接，涵盖机组运行检修维护治理所

涉及的热力机械和热控、电气工作票以及倒闸操作票、停

送电联系单等逾20个大项的“主票”“辅票”票种。图为运

行人员正在执行磨煤机停电操作票措施。

（通讯员 王 敏 摄）

河 北 公 司 衡 丰 电 厂
开发电子操作票防误系统

近日，平庄煤业水电热力公司创新安全管理模式，引

入多项“硬核”技术与设备，让隐患无所遁形。

该公司在辖区内变电所配备智能传感设备红外热成

像装置和变压器油色谱外线监测装置并安装在重点区域，

同时使用布控球机及视频回放倒查等监控系统，实时发现

违规操作、设备异常等情况。传感器可 24 小时监测变电

设备各关键点温湿度、气体浓度等数据，异常时自动触发

声光报警。此外，工作人员使用智能巡检终端，通过扫码

打卡记录巡检轨迹，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

“新技术让安全管理更精准、更高效。”该公司安全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科技+安全”深度融合，以

新手段、新设备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图为工作人员正在

使用红外热成像装置对变压器进行监测。

（通讯员 陈 力 摄）

平庄煤业水电热力公司
硬核技术筑牢供电防线

5 月 6 日 6 时 10 分，朔黄铁路灵寿

站电务专业作业人员集结完毕。电

务作业小组的员工们像往常一样，手

持精密的绝缘测试仪器，沿着区间电

缆路径有条不紊地开始全程对地绝

缘测试。

当行至三汲进站时，仪器突然发出

异常的反馈声。这声音如同警报，瞬间

让经验丰富的作业组长张鹏警觉起

来。他眉头紧锁，眼神中满是警惕，大

声喊道：“这里有问题，大家再仔细点。”

众人立刻围拢过来，反复进行检

测确认。随着检测的深入，问题逐渐

浮出水面——三汲至灵寿区间信号

7 号电缆，出现对地绝缘不良的状

况。这意味着铁路信号传输可能面临

中断风险，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列车运行安全正受到威胁。

“信号电缆，作为铁路运输系统的

‘神经脉络’，隐秘而关键地铺设在铁

路沿线。它精准地传递着调度、监测

等各类重要信息，其安全稳定运行关

乎每一趟列车的安全与准时。”灵寿电

务专责余海峰介绍说。

作业小组迅速响应，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张鹏与同事围在一起，对照

电缆铺设图纸，展开了激烈讨论。经

过一番紧张的讨论，方案终于确定。

韩卫主动请缨，迅速整理好专业探测

设备和工具，带领两名同事奔赴现场

进行开挖探查。作业现场尘土飞扬，

空间狭窄得让人难以施展，土质坚硬

得如同顽石，挖掘工作异常艰难。韩

卫和同事小心翼翼地操作着工具，生

怕对电缆造成二次损伤。

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排查和数据

分析，终于确定了所有问题均是因电

缆接续盒处进潮气所致。原来，长期

的雨水侵蚀和密封老化，使潮气悄然

渗入，影响了电缆的绝缘性能。问题

根源明确后，全员立刻投身工作。

电缆割接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每一个操作步骤都关乎着铁路信号系

统的稳定运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大家提前对割接方案进行多次模拟推

演，细化每一个操作流程，准备好各类

专用工具和备用材料。

天窗作业时间有限且宝贵，当作

业命令下达的那一刻，全体员工迅速

投入战斗。有人负责精准切割电缆，

手中的刀具在电缆上灵活游走，小心

翼翼地保护着芯线；有人专注于新接

头的接续，对接、压合，动作一气呵成，

确保芯线完全穿过套管；还有人实时

监测各项数据，眼睛紧紧盯着监测仪

器，确保操作规范无误。

然而，就在电缆接续工作接近尾

声时，意外突然发生。监测人员发现

一处电流数据出现微小波动。这一波

动虽小，但可能隐藏着隐患。现场的

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张鹏大声喊道：

“停下，重新检查！”大家立刻停下手中

的工作，再次对室内室外相关位置进

行仔细检查。

经过一番排查，原来是新电缆接

头的一处接续点存在轻微瑕疵。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对芯线进行了

重新处理。

随着最后一项数据测试通过，7

号电缆全部完成接续。作业人员又马

不停蹄地对电缆进行全面的测试试

验，从绝缘电阻测试到信号传输性能

检测，再到室内各项联锁试验，每一项

指标都经过反复核实。10 时，当所有

测试数据均显示良好时，全员终于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铁肩担安全铁肩担安全 匠心除隐患匠心除隐患
从智能巡检机器人精准识别设备异常从智能巡检机器人精准识别设备异常，，到大数据分析预判风险点位到大数据分析预判风险点位；；从从““云监控云监控””平台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监管平台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监管，，国家能源集团所属单位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国家能源集团所属单位在安全生产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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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信号抢修记
■ 本报通讯员 白 冰 张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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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微露，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

梦乡时，乌海能源黄白茨矿业公司的

检修电工吴静已开始了一天的准备工

作。他熟练地检查着工具包，扳手、螺

丝刀、电笔等工具，每一样都是高空作

业的“亲密战友”。他穿戴好厚重的工

作服、安全帽和安全带，动作娴熟地爬

上 15 米高的电线杆，用责任与担当，

护卫着矿区供电的平稳运行。

2017 年，年轻的吴静怀揣着对未

来的憧憬和对工作的热忱，来到黄白

茨矿业公司从事电工工作。那时的

他，面对 15 米高的电线杆，内心充满

了恐惧。“第一次爬电线杆的时候，腿

都在抖，感觉每往上一步，心跳就快一

分。”吴静回忆道。带他入行的师傅孙

权看出了他的紧张，不断在一旁鼓励

他放松心态，详细地给他讲解安全注

意事项。在师傅的耐心指导下，吴静

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成功完成了第一

次高空作业。

自此以后，吴静便开始了他的高

空作业生涯。许多次紧急抢修的经

历，每一次都是与时间的赛跑。起初，

他跟着师傅四处学习，逐渐熟悉矿上

设备的原理和性能。安全始终是他工

作的第一准则，每次上班前，他都会仔

细检查安全带等防护设施，确保万无

一失。多年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

带过的新人，从未出现过安全带等设

施违章的现象。

2024 年 7 月一天，矿山的供电线

路突然出现故障，原因是一辆矿车在

行驶过程中，因刹车抖动导致车斗刮

断了高压线，导致整个地区大面积停

电，情况十分危急。

接到抢修任务后，吴静和他的五

名同事迅速行动起来。正值夏日，酷

热难耐，但他们顾不上这些，从早上 6

点就开始投入到紧张的抢修工作中。

重新立高电线杆，重新接线……在整

个过程中，高压、低压线路都需要重新

铺设，总共要铺设70多米的线路。

吴静作为负责人，身先士卒，多次

爬上电线杆进行操作。在高空作业

时，不仅要忍受高温的炙烤，还要保持

高度的专注，确保每一处接线都准确

无误。经过长达 14 个小时的连续奋

战，终于在晚上 8 点成功恢复了供

电。“当时看到矿灯亮起来的那一刻，

心里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所有的疲惫

都烟消云散了。”吴静笑着说。

在工作中，吴静不仅是一个抢修

能手，还是一个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

人。2025 年 3 月，矿山的供电系统出

现了问题，原有的供电方式无法满足

需求，必须要更改供电方式，同时存在

没有合适配件、电压等级不匹配等诸

多问题。

吴静并没有被困难击溃。他带领

新团队四处寻找解决办法，经过一番

努力，发现可以从一些废旧设备上拆

卸可用的配件，然后组装成符合要求

的原件。在更改供电走势的过程中，

吴静不断尝试，反复调试，不断爬上

15 米高电线杆进行接线，十余个小时

的反复测试，终于通过更改接线方式

改变了供电线路，确保了矿山的正常

供电。

烈日高空，强烈的阳光直射下来，

吴静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汗水模糊

了他的双眼，但他依然专注地进行着

接线、架线等工作；寒冬雨雪，吴静带

好装备，接到任务随时登高作业，只为

确保矿山生产顺利运行。

如今的吴静，早已不再是当年那

个爬上电线杆会害怕的年轻小伙。

他不仅自己成为了业务能手，还带起

了徒弟，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他们。他经常对徒弟们

说：“咱们干的是守护光明的工作，责

任重大。每一次检修，都要做到一丝

不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矿区的电

力安全。”

15米电杆的守护者
■ 本报通讯员 王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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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第24个安全生产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