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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寒潮

天寒地冻，他们用坚守传递温暖

“雪天路滑，尽量别踩积雪的地
方，走我踩过的路。”11月30日，在青
岛即墨潮海街道办事处，寒风凛冽，
国网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保电人
员正冒着风雪对输电线路进行特
巡，保证安全运行。受冷空气影响，
青岛地区气温急转直下，最低气温
降至零下 6℃，开启“天寒地冻”模
式。30 日上午，即墨地区迎来了今
冬的第一场雪，随着气温降低，用电
负荷不断攀升，给即墨电网负荷带
来较大考验。为保证民生用电，即
墨区供电公司保电人员闻雪而动，
及时检查和消除设备隐患，掌握线
路设备运行状况，做到安全隐患早
发现、早处理，保障供电。当天，早
报记者跟随巡线人员一起感受冒雪
护线的艰辛不易。

11月30日中午12时，即墨区供
电公司输配电运检中心输电运检班
线路巡视人员黄秉浩、杨永艳来到
紧邻北山变电站的110千伏山北线、
35服装园线，手持望远镜、红外测温
仪，对铁塔40余米高处的耐张节点
进行测温。

“目测检查，杆塔线路外观正
常，没有覆冰和线路舞动等隐患。”黄

秉浩说。在线路现场，黄秉浩、杨永
艳顶着风雪认真检查每一基电杆、每
一档导线，对重点线路积雪情况、导
线弛度、对地距离、大负荷接点运行
情况等进行特巡。当时的气温达到
零下4℃，黄秉浩、杨永艳没有退缩，
拍拍身上的雪花，搓搓有些冻僵的双
手，一直将所有杆塔巡视完成。风雪
中，巡线的路途显得格外长，因输电
线路走势复杂，给线路巡视带来较大
困难，但黄秉浩、杨永艳不畏困难，他
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同时，在 110 千伏文化路变电
站，即墨区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人员
正在对该站进行巡视监测。“大家重
点对变压器、断路器、熔断器等设备
接头、线夹、刀闸等关键部位进行详
细检查，检查接点处有无打火、过
热、放电等情况，一定注意不能马
虎。”该公司变电运维班班长宗成琦
对班组成员叮嘱道。

为保障电网安全可靠供电、保
障群众温暖度冬，11月28日起，即墨
区供电公司根据国网山东电力安排
部署，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启动
雨雪天气预警机制，提前组织开展
抗寒潮保供电专项行动，完成一轮

次设备防寒防冻隐患排查治理。组
织输电运检班、变电运维班、各供电
所开展线路“白＋黑”24小时监测行
动，梳理电网薄弱环节，合理安排运
行方式，落实迎峰度冬保供电预案，
加强应急值班和信息报送工作，积
极应对突发天气，保障寒潮期间电
网线路在低温、高负荷情况下安全
稳定运行。

寒潮来袭，即墨区供电公司重
点加强对医疗机构、交通枢纽、供热
供水、“煤改电”清洁取暖等重要用
户供电保障，及时清理通道周边可
能影响线路安全的树木、广告标牌，
防范树木因覆雪倒伏造成倒杆断
线。对220千伏及以下重要变电站
加强巡视、监视，充分利用全面监
控、智能巡视、在线监测等手段对重
载设备开展特巡特护，检修人员 24
小时在岗，确保响应及时。紧盯 11
条重要输电线路，密切监测输电线
路覆冰、舞动情况，科学调配融冰装
置等抗冰装备，全面做好供电线路
融冰准备。组织 26 支保电抢修队
伍、270余名抢修人员24小时整装待
命，对城市“生命线”等100余条重要
线路特巡特护。

11 月 30 日，岛城降雪，气温开启“速冻”模
式。在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动车段
存车场里，近30组动车并排停靠，远远望去如同
一个气势恢宏的军阵。青岛北动车所综合组的地
勤机械师们，身穿反光背心，头戴工作帽，冒着寒
风，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呼唤应答声此起彼
伏的对讲机，穿梭在偌大的存车场，通过“望闻问
切”为一组组动车“体检”，确保动车安全过冬。

结束一天的载客运营，一列列动车组到达青岛
北动车所进行修整，等待第二天“容光焕发”再度出
发。青岛北动车所的地勤机械师们就要利用动车
组“回家”休息的时间，对动车组牵引、高压、辅助、
制动、空调、照明、给水卫生等系统功能状态进行检
查，防止动车组停留期间发生车辆故障问题。

像往常一样，29岁的地勤机械师许雄杰和同
事冒着刺骨的寒风向存车场走去。记者看到，许
雄杰双眼紧盯着录像手电光束的指向，不时用手
触摸检查零部件的状态，弯腰、弓步，将每个关键
部件检查到位。“任何一个细小的瑕疵都不能放
过，要杜绝一切危及列车运行安全的隐患。”许雄
杰的话语中透露着对工作的严谨。

地勤机械师是一项极其繁忙而枯燥的工作，
他们需在40余条存车线和每组动车内穿梭往来，
不停巡视、不停检查，因此成了微信运动的“暴走
达人”。“我们每晚要走约 3 万步，大概有十多公
里。”许雄杰说，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他的工作
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每年11月15日起至次年的3月15日，为保证
防寒期列车良好的运行状态，忙碌了一天的动车
回到动车所后，地勤机械师们都要帮助动车“驱寒
保暖”，也就是要为动车组进行打温作业。

“打温”是铁路系统的专业术语。当室外温度
低于0℃时，为了防止低温造成动车组风、水、电管
路和列车电子设备出现异常，许雄杰除了要对动
车组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进行检查外，还要不时进
行动车组供电作业，以便为旅客提供温暖舒适的
车内环境。开门，上车，进入驾驶室，在对动车组
蓄电池电压进行确认后，许雄杰一边熟练地开启
控制系统，一边开始逐一对设备进行检查、测温。

“不管室外温度有多冷，动车车厢内的温度必须保
证在18℃以上。这些灯都亮了，说明通电完成，空
调已经启动，一切正常。”说着，许雄杰开始对驾驶
室的各项设备逐一检查确认，都没有问题后，继续
对车厢进行巡检。

许雄杰从司机室经过各车厢走到另一端司机
室，边走边熟练地进行各项检查操作。一列8节
车厢的动车组，许雄杰要在15分钟之内检查完。

“我们的工作不能有一丝松懈。”许雄杰说，最难熬
的是凌晨两三点钟，这是人最容易犯困的时候，但
也是夜间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更不能大意。因为
要使用对讲机与同事保持联系，工作中，许雄杰不
能戴御寒的耳罩。“干起活来虽然身上暖和了，但
是手和耳朵还是冰凉的。”许雄杰告诉记者。

昨天，岛城气温遭遇断崖式下降，青岛市
救助服务中心也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这几
天我们已经开始启动预案，对街面进行全面巡
查，确保街头露宿人员能够安全度过寒潮天
气。”来自市救助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师孙静
告诉记者，夏冬两季，每当遇到极端天气，她和
同事们都会走上街头，守住社会保障的最后一
道“防线”，确保街头流浪行乞露宿等需要帮助
的人能及时得到救助。

昨天下午6点，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2℃，
记者来到市救助服务中心的时候，工作人员正
在把棉被、军大衣等物资搬运到车上，为晚上
的街头巡查做准备。孙静告诉记者，其实11
月初他们就已经启动街头巡查工作，“冬天遇
到突然的降温，夏天遇到大雨或者台风天气，
我们就要启动全面巡查，要把可能有露宿人员
的地点都走到。”孙静告诉记者，为了能做到

“不漏一人”，他们早在入冬前就已经开始做工
作。“每年10月中旬会制定采购清单，准备救
助物资，同时启动的还有对全市露宿人员的摸
底排查工作。”孙静说，因为露宿人员往往会选
择较为隐蔽的桥洞、绿化带等场所作为自己的
临时住所，所以整个摸排工作特别困难。“这个
工作做久了就会有经验，也会经常换位思考，
想想如果自己是露宿者会去哪儿？”孙静告诉
记者，各种废弃房屋、桥洞、ATM银亭，还有立
交桥下、绿化带，他们每年都要和同事进行仔
细地排查。每找到一名露宿者，市救助中心工
作人员就会进行详细登记，为的就是能在他们
需要帮助时及时提供救助。

晚上7点多，市救助服务中心夜巡小组兵
分多路，开始了当天的巡查。一路上工作人员
的眼睛紧盯着路边的角角落落，“前面有个
ATM银亭，咱们停下来去看看。”孙静对司机
说，一番探查并没有发现露宿人员。在海尔路
张村河边的一条小路上，巡查车再次停了下
来。工作人员穿过路边的绿化带，跳下高高的
台阶，在一片杂草包围的区域中找到一个低矮
的桥洞。用手电筒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以
前有露宿人员在这里住过，后来搬走了，我们
不放心，每次都会来看看。”

晚上8点多，在温州路一处立交桥下，工
作人员发现了露宿者的身影。在这里足足有
8个“床位”，露宿者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在被

子里。“晚上太冷了，这样会被冻坏的。去救助
站里过夜吧，那里有热水还有暖气。”工作人员
挨个劝说，但都遭到了拒绝。工作人员只好尊
重他们的意愿，给他们留下了棉被和棉服。“把
这被子垫在底下，衣服盖身上，有事记得找我
们。”工作人员还给每个人留下了“救助卡”，上
面写有救助站的电话以及能提供的帮助。临
走时，工作人员还帮几个人掖了掖被角。

巡查的第三站，来到了李村河边，在桥洞
里工作人员找到了3名露宿者，“他们都是我
们提前摸排掌握的，几乎每天都会来看一看他
们的情况。”孙静和同事同样劝他们去救助站
过夜，但也都被拒绝了。工作人员只好留下

“暖心包裹”。“里面有方便面、饼干，还有口罩、
消毒液、厚棉袜和暖宝宝等。”孙静说。

“为什么宁可在立交桥下受冻，也不愿去
有暖气、热水还有餐食的救助中心？”面对记者
的询问，孙静表示，大部分露宿者并不愿意去
救助站，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有各种“工作”，要
么拾荒，要么在周围打零工，去了救助站会耽
误时间；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有约束感，在救助
中心不能抽烟、喝酒。在巡查过程中，孙静的
手机不断响起，“很多是热心市民打来的电话，
反映有需要帮助的露宿人员。接到电话，我们
都会赶去现场核实，提供救助。”

据悉，为兜住、兜准、兜好民生保障底线，
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安全过冬
工作，10月下旬，市救助服务中心启动“寒冬
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根据专项救助行动实
施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成立专项
行动救助小组，主动开展街面巡查，对市区街
面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目前已经排查发现市
区集中露宿区域四处，露宿人员16人。今冬
明春，各区市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将紧盯
夜间以及降温降雪寒潮等天气，对划定的重点
区域，突出重点时段、重点地段、重点人员，及
时发现、及时劝导流浪乞讨人员进站接受救助
服务。对有返乡意愿的人员，市救助服务中心
免费提供乘车（船）凭证，帮助其尽快回家；对
不愿进站接受救助服务的，为他们提供食品、
棉衣、棉被、口罩、消毒湿巾、救助联系卡等救
助物资。市救助服务中心向社会呼吁，如发现
需要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可拨打110或24小
时救助热线（0532-84851591）。

寒风刺骨，却难以阻挡户外工作者忙碌的脚步。“干起活来，
感觉身上就没那么冷了。”11月30日上午，正在德县路上为老城
更新项目施工的工人顾世学告诉记者，天再冷，他们也要上工，
项目工期不等人。

记者见到顾世学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在德县路上维修人行
道地砖。今年53岁的他来自济宁嘉祥，来青岛务工已经有10多
年了，主要做地面铺装工。“看这条路上的地面，都是我和工友们
一起铺的，现在已经基本完工了。工友们都在另一处工地上干
活，我在这里检查维修，有不合适的地砖更换一下。”顾世学说，
因为天气寒冷，新铺的地砖难免会有局部断裂的情况，这就需要
仔细检查后维修。

“今天气温确实低，早晨出门的时候我也感觉很冷，把所有
御寒的衣物都穿上了，包括手套，再戴上施工安全帽，基本除了
两只眼睛，没有暴露在外面的地方了。”顾世学说，干了一会儿活
后，感觉身上就不冷了。顾世学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和工友在青
岛辗转干过很多工地，两个月前被施工队调来西部老城区铺装
路面。他表示，这里的环境和待遇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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