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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钢丝丝上上的的铁铁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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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架线工

近百米的高空上， 仅有几根钢丝为支点， 人站在上面走动， 有时
一待就是个把小时……这个走钢丝的画面， 不是杂技表演， 而是
高空架线工人的日常工作状态。

1月15日一大早， 在朝阳区金盏乡的一个电力工程工地上，
25岁的李海波穿上了最御寒的绿色军大衣， 开始做上线前的准备
工作。 系好一长一短两条安全带， 戴好安全帽， 李海波麻利地爬
上了耐张塔， 今天的塔不是很高， 大概60米左右， 这对李海波来
说没有什么挑战。

三分钟后， 李海波已经两只脚各踩着两根导线， 站在了高
空。 他的工作就是将20余根高压电线归置好， 然后将间隔棒逐个
安放到各个导线中间。 李海波是90后， 但是做架线工已经6年了，
他在高空作业非常娴熟。

架线工在高空的作业姿势根据架线条数而定， 如果是两根
线， 架线工两只脚各踩一根， 双手各扶一根， 慢慢向前移动， 做
出骑自行车的姿势， 行业内管这个叫做 “空中飞车”。 如果只有
一根线， 架线工要趴在线上， 双腿紧紧夹住电线找好平衡。 对于
杂技般的高空架线工作， 李海波已经习惯。 在四川老家， 他从小
就爬竹子， 加上胆子大， 他上手很快。 “最高的我参与过150米
的高空架线作业。” 李海波说。

正在施工的这个工程是由北京电力工程公司负责的东北热电
中心至酒仙桥220千伏送出工程， 将为变燃煤为燃气的国华和京
能两大热能厂提供电力输出， 从而为北京蓝天做出贡献。

项目经理时永辉从2014年2月项目开工就一直驻扎在项目部，
他每天都来工地， 重中之重就是给施工人员强调安全。 高空架线

工是建设施工中最危险的工种， 在职工正式进行高空作业前都要
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和岗前培训， 同时每次作业前的安全准备工
作也有严格的要求。

已经在电力工程一线工作了十余年的时永辉表示， 长期驻扎
户外的电力工程职工被称为 “铁军”。 施工跟着项目走， 很多时
候是在野外， 有时候在山上， 有时候在垃圾站或者养殖场旁边，
哪里有需要， 线就要架到哪里。 户外作业冬天冷夏天热， 尤其是
架线工要进行高空作业， 夏天从高空下来时全身汗透， 冬天下来
时脸都被冻僵了。

中午11点半， 工地送来了盒饭。 工友们凑在一起， 就坐在工
地一旁吃起来。 尽管饭菜很热， 因为天气冷又有风， 还没吃完饭
菜就凉了。 所以， 工人们都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 一是想多吃几
口热乎的， 再是他们惦记着还有活儿在等着……

午饭时间是一天最轻松愉快的时光。

60米高的铁塔， 工人们每天至少爬6个来回。

放钢线时， 既要讲究平稳， 还要观察钢线是否有丝伤。

野外作业， 行车不便， 人力搬运是常事。

李海波和他的同事在近百米的高空上， 仅有几根钢丝为支点， 这就是高空架线工人的工作状态。

地面作业一点也不比高空作业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