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日，玉渊潭公园举行“最美一米风景”宣传实践活动。 参与活动
的中小学生志愿者、“微笑玉渊潭”感动人物职工代表共同发出“文明
游园、保护生态”倡议，并在“一米风景我最美”横幅上签名承诺，把旅
行中经过的每一平方米都变成最美风景。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守护“最美一米风景”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凯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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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捣“小玩意” 弄出大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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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溢春 李忠科

———记石家庄电力机务段丁伟创新团队

零火情背后

□本报记者 黄葵 文/摄

“5·15”作为近十几年来铁路
基本运行图的最大一次调整，对
于许多旅客来说感受到的也许仅
仅是车次的变化与增多， 出行的
更加便利与快捷。但是，对于北京
铁路局石家庄电力机务段， 这些
担任旅客列车机车牵引任务的设
备站段来说， 却意味着在现有人
员、设备的条件下，机车检修作业
及其管理理念和方式方法， 将必
须面临彻底改变与创新的倒逼。

提高作业效率
从改善作业条件做起

按照调整后运行图的安排 ，
“5·15”后进入该段客车整备场进
行机车折返作业的火车头， 每天
将达到70台次， 工作量猛增30%。
既要提高设备检维修质量， 同时
又要确保一线干部职工身心健
康、降低劳动作业强度，对现有的
作业方式方法进行彻底技术革
新，就成了所有人唯一能想到，并
有可能完成这项不可能完成任务
的共识。

自然， 丁伟老哥几个平时爱
鼓捣“小玩意”的团队，就成了段
领导的首选。 多年在现场摸爬滚
打的丰富实践和经验， 再一次给
他们的技术革新带来了得天独厚
的保障和支撑， 这也是他们的小
发明、小创造一经投入使用，就受
到一线干部职工喜欢和好评的根
本所在， 自然也是他们最得意和
看重的地方。

“5·15”调图前 ，机车进入客
车整备场， 工人师傅们都需要携
带手电钻入机车下部的地沟内，
对机车各处多达32个作业点进行
巡检，白天作业条件还马马虎虎，
可一到了晚上问题就凸显出来，
手电微弱的照明， 在机车周转量
不多的时候， 通过延长作业时间
还能弥补。但是，面对即将猛增的
作业量， 原有的作业环境和方式
不仅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如果继
续采取增加劳动作业量的传统方
式， 将直接导致现场作业人员精

力和体力的下降， 不仅机车检维
修质量难以保证， 更是对职工身
心健康的最大伤害。

提高作业效率， 首先从改善
作业条件做起。 他们精准的技改
方案一经提出， 立即获得段领导
和所有现场作业人员的一致认
可。 为了找到适合机车整备场使
用的照明设备， 他们跑遍了周边
所有的电器商场， 为了实现照明
条件的精准对位、不留死角，他们
一起与现场作业人员登机车、爬
地沟，一厘米一厘米地精准测量、
画标定点。

5月15日19：50， 当调图后第
一辆入库整备机车缓缓驶入整备
场作业区后 ，32盏LED灯同时打
开， 准确无误照射在32个作业点
位。 现场一片欢腾，丁伟老哥几个
的机车整备场作业照明系统，再
次一次性试验成功并投入使用。

其实， 这仅仅是丁伟老哥几
个， 一年多来六项发明并投入使
用的其中之一。

大胆向高科技设备攻关
研制出安全防护系统

今年已经59岁的屈志强 ，是
这个创新团队年龄最大的。 在他
担当化验室主任时， 就注重培养
年轻大学生在实践工作中的创新
潜力和能力。 2015年，他主动将岗
位交给年轻人， 作为跨部门创新
组成员，倾注了自己全部精力。

“通过技术革新弥补新设施
的设计缺陷， 通过发明创造增加
安全系数， 延长机车设备安全周
期，确保运输畅通”。 包括屈师傅
在内， 这是丁伟老哥几个最简单
也是最纯粹的动机和良苦用心。

2014年， 局里给石家庄电力
机务段投资建成了四套三层高科
技作业平台系统。 客车折返段由
于作业量大、地位重要，率先在全
段投入使用。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丁伟发现， 整套设备系统虽然很
先进，可是并非全部由电脑控制，
部分操作还需要人工干预， 这就

增加了不安全系数。 为此，他们大
胆向高科技设备开展技术攻关，
研制出的安全防护系统， 不仅有
效弥补了平台系统设计的不足，
解决了高科技设备水土不服的现
象， 同时更有效地消除了安全作
业隐患。

自主研制自动吹扫装置
作业时间从2小时到15分钟

杨欣是一名检车员， 他加入
团队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发明创
造， 能给一线的工友实实在在地
改善作业条件、降低劳动强度。

电力机车最怕也是最担心
的， 就是两侧过滤器因吸附大量
异物而堵塞， 造成机车温度过高
引发的设备隐患。 所以，每当机车
入库整备， 吹扫机车两边侧窗就
是一项艰巨而艰辛的任务。 一个
机车有16个侧窗， 两人同时作业
最快也需要两个小时。 同时，在吹
扫作业过程中还伴随着大量尘土
和杂质的飞扬， 长期作业对人员
身体也极易造成伤害。 于是，老哥
几个开动脑筋， 自主研制了自动
吹扫装置。

从此， 只要入库机车低速通
过整备作业区， 车体就会自动触
发光电开关， 一次性自动完成吹
扫除尘任务， 作业时间由原来的
两人两个小时， 提升到现如今的
自动15分钟就可完成， 极大地改
善了现场作业人员的劳动环境，
同时机车周转量也极大提高。

“平时闲不住 ， 就爱鼓捣点
‘小玩意’， 居然还与5·15大调图
结了缘”。 丁伟老哥几个对于自己
弄出的大动静， 从来没想过也不
敢想。 不过“好用、实用、管用”，这
些来自现场工友的认可与赞叹，
却让他们很受用，也乐此不疲。

“一个托盘，一张纸，一把种
子， 一个喷壶，7、8天就收获一盘
蔬菜。 ”8月5日，由优农佳品平台
和北京绿山谷芽菜公司共同举办
的“农业进社区，健康绿色行———
纸上种菜创意大赛” 在北京市朝
阳区嘉铭园社区举行。 “芽菜种植
进家庭”是本次活动的亮点，资深
农业专家张桂琴教授现场讲解了

无土栽培芽苗菜的种植技术，并
为社区30个家庭发放了芽苗菜种
子，让大家体验种植乐趣。待到芽
菜长成时， 将在同一地点举办芽
苗菜展示“选秀”活动。

在活动中， 北京市农业局农
安处调研员李文海向大家介绍了
“优农佳品” 产销综合服务平台。
“优农佳品”是北京市农业局全力

打造的本土优质农产品产销综合
服务平台， 它将本市本土农产品
信息和农业休闲信息进行了有机
结合和集中展示， 并可以及时便
捷地向用户推送京郊“三品一标”
农产品、观光休闲、采摘垂钓等信
息， 解决市民 “安全农产品哪里
寻”的困惑。

在活动现场，豆类、叶菜类等
植物种子很受市民的欢迎。 据了
解， 本市至少有20万人在种植各
类食赏两用的芽菜， 人们在享受
着植物生长的乐趣， 同时也让自
家餐桌多了几道时鲜蔬菜。

8月2日上午，坐落在北京西
南郊70多公里处的白带山下云
居寺内，几名僧人、居士提起灭
火器奔向“火场”灭火。这是寺院
开展的一场灭火演练。云居寺是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天，记
者走进白带山下云居寺内，探寻
“千年古刹” 近28年零火情背后
所做的工作。 “消防精细化管理
就是‘真经’”，寺院管理处副主
任李曙平介绍了他们的做法。

灯池和炉盖是大殿门口“两宝”

文物古建防火是自然的，消
防安全是寺院安全中首要确保
的。 但作为一个宗教场所,香客、
僧侣、 居士供香点灯是必然的。
如何把火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云居寺有他们的“防火经”。

李曙平说，寺院内规定所有
大殿除了每年初一、十五动用明
火外，其他时间全部禁止在大殿
燃香和点灯， 动用香火由僧人、
工作人员现场看护、死盯死守。

虔诚香客点灯怎么办？寺院
在每个大殿的门外都设置了灯
池，香客点完后，便会有居士看
护将莲花灯放在灯池内，保证将
火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另外，每个大殿门前的香炉
是一个防火的重点部位。 对此，
云居寺为每个香炉配套设置了
“大铁盖”，遇有大风天气，便会
及时盖上， 防止因风力过大，将
香炉火星吹散引发火灾。

从僧侣到居士层层签订责任状

李曙平说，自己在云居寺整
整工作28个年头了，有一个“好
传统”就是从管理主任到普通员
工， 从修行僧侣到信道居士，大
家每年都层层签订安全责任状，

消防安全成为头等大事。
28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火

情、火警。特别是保卫工作人员，
无论酷暑炎热， 还是冰天雪地，
除监控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查
外，保卫工作人员每天三次的全
寺巡逻检查雷打不动，刮风下雨
更要坚持，因为这些天气更容易
造成电线点火，包括暴雨、雷电
天气对消防技防设施的损害。

投入1800万元建智能防火系统

“最困难的首先是防雷，特
别是球形雷！”李曙平介绍，每年
的雷雨季节， 直击雷还好一些，
可以通过避雷针将雷转换到地
下。最可怕、最惊心、最头痛的是
“球形雷”，呈火球形，不可预知、
不可控制、飘浮不定。 每年雷雨
季节都会有，前不久的一次大雨
天，突然一个球形雷直接打到了
院子里， 如果当时有人在外面，
后果不堪设想。

另外，雷击直接对寺院技防
设施造成影响，尤其是对消防中
控室、视频监控设备都将直接或
间接产生影响。 下一步，寺内将
联合房山气象局、房山消防支队
共同开展研究，探寻彻底解决防
球形雷的办法。

除此之外，云居寺在消防技
防设施配备上加大力度， 投入
1800余万元建立了智能型火灾
防范信息系统， 配备灭火器具
205具， 消防水带300条，消防水
枪20个，烟感报警器183个，手动
报警器11处，两处厨房均安装液
化报警器。同时在五院六殿设置
6个室外消火栓。为了防止“山火
进寺”， 云居寺专门在寺院外围
增设8个室外消火栓， 并清除了
紧贴寺院的“植被”，确保一旦发
生火灾内外夹击、消灭火势。

———云居寺消防精细化管理纪实

社区居民赛“纸上种菜”创意
芽苗菜种植技术走进朝阳区嘉铭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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