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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北京市劳动模范、心连心热力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张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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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画着热力管网 心里想着首都蓝天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刚刚进入供暖季， 身为北京
心连心热力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的
张利平更加忙碌了， 他要负责密
云全区1200万平方米集中供暖
的技术工作。 “平衡好换热站的
温度才能确保老百姓家中的供
暖温度。” 41岁的张利平告诉记
者， 他负责供暖工作已经有十几
年了。

多年来， 张利平坚持钻研业
务， 不断提升素质， 从一名普通
技术员成长为技术总工， 既有艰
辛也有成绩。 他把技术革新作为
企业发展前进的动力， 不断自主
创新， 为促进密云区供热事业发
展而努力。 2015年， 他被评为北
京市劳动模范。

肯学习 多研究
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行业专家

“我大学期间学习的是热能
动力专业， 毕业分配到了密云。
刚开始的时候， 在开发区里的企
业工作， 每天在办公室里打打电
话就可以了。” 张利平回忆， 年
轻时候的他并不像现在这样健
谈， 不愿意坐办公室， 也不愿意
干与人多接触的事情。

一门心思想到基层干技术工
作的张利平在2001年随了心愿 。
他来到了北京心连心热力有限公
司 ， 从最基础的技术员做起 。
“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是不断
研究和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的过
程。” 为迅速适应工作环境， 张
利平一方面积极向老同志虚心请
教， 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对照锅
炉的安装说明、 管道设计， 认真
地研究， 细心琢磨外管道如何连
接才能确保锅炉的使用效果。

“当时的供暖设备简陋， 技
术单一，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 引
进或创新新技术， 才能进一步推
动区域的供暖事业发展。” 张利
平告诉记者， 工作的前几年， 他
订购了大量的业务书籍、 刊物和
相关资料 ， 不断开阔自己的眼
界， 不断丰富更新知识， 业务功

底逐渐加深。
2012年， 作为技术总工的张

利平牵头负责全县供暖整合 。
“公司以发展大县城集中供热为
目标， 除了整合各小型锅炉房改
建成换热站以外， 还要科学设计
管网布局、 制定管网并网铺设方
案并进行施工。” 张利平说， 那
段时间， 他白天进行实地勘察，
晚上多方查阅资料， 仔细研究，
反复计算， 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
个不眠之夜， 主持自行设计出了
《县城外管网布局图》， 形成了符
合大县城规划的科学合理的供热
网络。

近年来， 张利平还坚持亲自
主持管网的施工， 在施工中不放
过任何一个细节， 哪里有分段截
门， 哪里有支线， 主干线的管径
有多大， 他都了然于心。 同志们
信他、 服他， 称他为 “管网活地
图”。 而他多年总结记录的生产
互动经验， 也成为同事们眼中的
“管网宝典”。

敢探索 勇创新
自制曲线图改变“看天烧炉”

“这些年， 密云的供暖事业
发展非常迅速， 而我也有幸参与

其中 ， 见证从 ‘单纯烧炉 ’ 到
‘科学供暖’ 的全过程。” 张利平
告诉记者， 多年以来， 供热站一
直根据天气预报的温度， 人工调
整 供 热 温 度 ， 这 种 方 式 不 仅
无 法 根据实际温度调节煤耗 ，
而且在天气变化较为频繁的时
候， 时常出现气温低采暖温度也
低 ， 气温高采暖温度也高的情
况， 群众不满意， 公司效益也不
是很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张利平
设立了一个专门监测室外温度
点， 随时监测气温变化， 并根据
多年来总结的室外温度和回水温
度及流量之间的变化规律， 绘制
出 了 “ 室 外 温 度———回 水 温
度———流量” 温度曲线图， 从而
按照实际温度来确定回水温度和
水流量， 以确保室内采暖效果。

“目前， 曲线图已被编成软
件， 输入到了中心站的自动化控
制系统里， 实现了根据室外温度
自动调节的科学化烧炉方法， 彻
底改变了 ‘看天烧炉’ 的落后方
式。” 张利平笑着说， 除此以外，
他们还采用自动除灰及控制系
统， 降低能耗， 对四台锅炉的前
排灰斗加装了自动化刮煤装置进
行回收利用， 经过试运行测量所
回收煤炭一天约1.5吨 ， 总计节
约18.72万元。 同时， 采用先进、
高效的镁法脱硫塔及布袋除尘器
设备， 使烟气排向大气之前经脱
硫除尘设施处理， 对有效保护大
气环境和提高密云区空气质量发
挥了积极作用。

张利平常说： “创新是企业
发展的动力， 也是企业做大做强
的希望所在。” 在发展供热的过
程中， 他坚持自主创新， 不断改
进设备 、 工艺和落后的工作方
式， 推动密云区供热工作逐步走
向现代化、 科学化、 规范化。 在
锅炉房改装节煤设备 ， 分层燃
烧、 变频设备、 外管网自力式流
量控制阀等节煤、 节电、 外管网
调控设备工作当中， 为公司节约
资金50多万元。

能吃苦 懂发展
绿色供暖守护首都蓝天

“近年来， 我们开始越来越
多的关注环保事业了。” 作为热
力人， 当然也要为绿色、 可持续
发展的环保事业尽心尽力。

除了在原有燃煤供暖设备上
安装两套节能环保设备外， 今年
的供暖季， 密云部分区域实现了
由原来的燃煤供暖改为燃气供暖
的方式。 张利平带领技术人员参
与了之前的设备设计、 改造施工
等过程。

“对厂家提出设计要求， 对
施工严格把控， 我们做得更多的
就是 ‘协调’ 工作。” 张利平所
有的 “协调” 工作， 可不是两个
字那么简单， 如何确保厂家设备
在落地密云后实现高效运作， 如
何让改造更加科学、 合理， 减少
阻力又能少花钱……一系列的问
题， 都要等着张利平一一破解。
一 句 简 单 的 协 调 ， 其 实 是 张
利 平 好几个月加班加点的辛勤
付出。

“燃气和燃煤的控制原理
是不一样的， 这就要求我们一线
的技术员要积极适应 。 ” 如今
的 燃 气 供 暖 设 备 更 加 的 自 动
化 ， 张利 平告诉记者 ， 探索绿
色供暖， 不仅仅是为了守护首都
的蓝天白云， 更是推动供暖事业
可 持 续 发 展 ， 造 福 子 孙 后 代
的大事。

现如今， 部分地区的燃气供
暖 运 行 基 本 稳 定 ， 但 在 张 利
平 看 来 还 有 很 多 地 方 需 要 修
正 和 完 善 。 “原厂家的中控画
面与我们现有的系统并不吻合，
我们要让新的供暖方式适应原
有 控 制系统的节奏 ， 需要更加
精细化的设计和调整。” 张利平
说 ， 这就是他接下来要干的工
作， 不断完善清洁能源供暖的各
个细节。 “不仅要保证老百姓屋
子暖， 还要让首都天更蓝、 空气
更清新。” 张利平说。

29年用仁心守护病患的“心”

□通讯员 曹艺

潘明康是中关村医院心血管
内科主任。 他工作29年来， 始终
把患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用对
职业的热爱和过硬的医术， 救治
了许多病患。

笔者见到潘明康时， 他刚刚
指导当班医生和护士抢救了一位
心衰发作患者。 “昨天晚上， 这
位患者心衰竭急性发作， 情况稳
定了， 我心里面才踏实。” 潘明
康说。

潘明康在中关村医院工作近
7个年头了。 他看了看时间， 已
经快6点了。 因为过几天要进行
科室业务授课， 潘明康决定索性
不睡了， 温习一下课件内容。 7
点45分， 吃过早餐后， 潘明康来
到心内科主持科室早交班工作。

对每一位病人， 他都叫得上

名字， 对他们的病情了然于心，
对患者非常细心。 “潘主任对我
很关心， 这不， 我要出院了。 他
给我留了一大串儿的电话， 什么
手机啊， 办公室啊， 家里啊， 让
我随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
这让我心里很踏实。” 刚好要出
院的一位患者说。

中关村医院心血管内科有个
习惯， 就是中午时间组织业务学
习。 “只有到中午的时候， 科室
的人员才算齐， 我们就利用这段
时间一边吃饭， 一边业务学习，
两不耽误， 我们叫它 ‘午餐学习
会 ’ 。 ” 潘 明 康 说 ， 作 为 医 务
工作者， 学习是 “终身制” 的，
一边吃午饭一边听课成了心内科
的惯例。

同事刘丽说： “中午我们在

吃饭， 主任给我们讲解最新的业
务知识， 包括临床知识的学习，
让我们受益匪浅。 潘主任是一位
非常认真严谨的人。”

对工作严谨、 对患者耐心、
对同事关心 ， 在潘明康的带领
下， 中关村医院心血管内科已成
为医院重点科室， 获得过多项荣
誉证书。 今年， 潘明康带领心内
科在海淀区首家开设特色动脉硬
化门诊， 早期防范心血管疾病。

在做好科室工作的基础上，
潘明康还多次参加医院党委、 工
会组织的义诊活动， 到京郊密云
区古北口卫生院对口支援。

2015年7月 ， 潘明康作为北
京市医疗专家， 受医院、 海淀区
公共委和北京市卫计委指派， 赴
青海省玉树州开展对口支援工

作。 他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 11
天中深入海拔4200米-5000米的
高原地区为藏牧民义诊达200余
人次、 带教当地医生30余人、 进
行教学查房3次、 给50余位学员
培训讲课2次， 受到了当地政府、
藏牧民及医务人员好评。

此外， 他还利用自己工休时
间到云南迪庆贫困少数民族地区
义诊10天300余人次， 并给当地
医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2015年
2月， 潘明康还到延庆慈母川村
义诊。

他的这些对口支援和义诊行
动， 不仅传递了爱心， 还增进了
民 族 团 结 。 曾 被 评 为 北 京 红
十字基金会 “优秀志愿者”、 青
海省 “医疗卫生对口支援先进工
作者”。

———记中关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潘明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