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安贞街道史超齐摄影室为10对金婚老人免费拍婚纱照

“遇到一些烦心事别急躁 ，
闭上双眼深呼吸……”这一幕发
生在公交保修三厂保修六组班
前会上，安全员赵俊峰组织员工
学习中暑急救常识，同时传授预
防情绪中暑妙招。

三伏天的北京高温再次升
级，柏油路面“炎值”爆表，保修
三厂各车间低保站利用厂内广
播、新媒体等平台开展以夏季防
高温、防中暑等为主要内容的安
全教育和温馨提示，让员工懂得
如何预防中暑和中暑后的治疗
措施。同时，针对天气炎热，员工
容易出现急躁情绪和浮躁现象，
工会、安保部、车间、班组将情绪
管理纳入安全管理，推行预警机
制，实时谈心谈话，为员工闷热
烦躁的情绪“消暑”。

据了解，针对长期处于高温
环境下的员工容易发生中暑等
症状，各车间在密切关注天气预
报、完善高温应急预案、合理安

排作息时间的同时，在两级公司
领导的带领下，厂班子组成慰问
小组， 赶赴生产一线发放凉爽
包、文化衫、矿泉水、冰棍、西瓜
等防暑降温物资，持续开展“夏
季送清凉”活动，重点关爱工作
在户外、 偏远低保站的员工，强
化防暑降温和职业卫生健康等
知识的培训。

该厂行政部为职工每天现
场制作菊花茶、酸梅汤、绿豆汤
等多类饮品，并专门腾出休息室
发放饮品，被员工誉为“温馨茶
吧”，保修工每天饮一杯解暑茶，
既能消暑解渴，又能预防中暑。

同时，将公交车辆“中暑”列
入防控重点。保修三厂三个车间
带领全体职工严格执行精密巡
检、精心维护、精细管理的三贴
“凉方”，让公交车辆在高温下不
“中暑”、不“疲劳”、不“罢工”，全
力确保承修的3000余部公交车
辆安全、高效、舒适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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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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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
流公司小武基转运站成立了以
副站长、车间班组党员、技术骨
干为主要成员的技改创新工作
小组。自成立以来，技改创新工
作小组成员根据小武基转运站
生产运行实际，在完成本职工作
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开拓创新，
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改创新，在修
旧利废、降本增效的同时，保证
了生产安全。

降本增效，改造压缩站水路
增压系统

为合理利用水资源，达到节
能减排目的，创新小组利用刷车
机原理，对粗分车间支路水管进
行“一拖二”增压系统改造，通过
在支路水管上安装增压泵，采用
流量感应控制和车间内外共享
增压等办法，在提高了冲刷保洁
作业效率的同时，节约了大量水
资源和部分渗滤液处理费用。

据初步测算，一套增压系统
每天可节约用水1.2吨左右 ，全
年可节约用水438吨， 节约水费
4000余元； 在节约用水的同时，
减少渗沥液的产生和处理费用，
每天可节约渗沥液处理费用约
360元，全年可节约近13万元。目
前技改创新工作小组已经完成
了一套增压系统的改造，预计共
改造四套增压系统。

修旧利废，改造压缩站升门
千斤轨道

车间压缩站的升门千斤轨
道采用槽钢制作而成，因受力较
大，在使用过程中偶有弯曲变形
情况发生，从而导致设备无法正
常运行， 并造成相关零部件损

坏。为降低维修成本，提高设备
运行完好率，技改小组利用全密
闭改造期间原弹跳筛拆下的工
字钢旧料，加工自制压缩站升门
轨道， 经半年时间的运营验证，
没有发生一次升门轨道弯曲变
形情况，节约人工和维修成本的
同时，保证了设备运行完好率。

规范配件存放标准，制作备
件收容架

小武基转运站全密闭改造
期间，站内已节省设备材料费用
为出发点，保留了部分已拆除但
仍有利用价值的零部件———皮
带机的主从动轴。但该部件为圆
柱形状，存在体积大、分量重等
问题。技改小组开动脑筋，将平
铺存放改为立体存放，制作了专
门用来存放主、 从动轴的收容
架， 收容架上下左右分层摆放，
可同时放置14个主、 从动轴。既
节省了大量空间，还规范了备件
的存放标准。

消除安全生产隐患，自主设
计防滑板

小武基转运站车间压缩站
两侧的地面，由于夏季垃圾含水
率较高，渗沥液产生量大，以及
场地狭小、 不易冲刷等不利因
素，导致压缩站两侧地面异常湿
滑，设备操作人员和保洁人员在
穿着防滑鞋的基础上，在两侧行
走时，仍然有滑倒的风险。技改
创新工作小组成员利用环氧公
司多余的玻璃钢格栅产品， 自
主设计、 制作并安装压缩站防
滑踏板， 彻底消除了压缩站两
侧地面湿滑， 易摔伤人员的安
全隐患。

□通讯员 杨义

□本报记者 张瞳 通讯员 马振涛 文/摄

一本书、一段寄语，为徒弟指
明基层求学做人之路；一段演讲、
一杯茶， 报答师父的传道授业解
惑之恩……8月9日， 中铁隧道局
京沈客专京冀段十三标项目部举
行了“我的‘隧’月 我的家”主题
演讲比赛和师带徒仪式。 将酸甜
苦辣的基层故事融入慷慨激昂的
演讲， 身着传统汉服为师父递上
茶汤，项目部用这种鲜活的形式，
把一线职工无形的奉献与传帮带
精神，转变为有形的企业文化。

工程部的王康乐入职已满两
年。在演讲中，他动情地说：“刚开
始以为项目部只是工作的地方，
后来终于在岗位上明白了 ‘不知
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 这句歌
词的分量。”王康乐表示，作为工
程建设者，大家身在项目上，回到
故乡几乎是奢侈品。久而久之，食
堂菜成了家乡菜， 项目部成了大
家庭。“这里有教我技能的老师，
有时刻陪伴我的朋友， 有一起拼
搏的同事， 也让我收获了甜蜜的
爱情。 这里也慢慢地变成了我的
家。”演讲者们纷纷讲述感人的故
事，分享自己的心得，让家文化通
过一线职工口述感怀的方式传
播，兼具分量与温度。

随后进行的师带徒仪式中 ，
几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 来到基
层参与建设的“95后”职工，穿上
传统汉服，端着精致的茶盏，向自
己的师父行标准的拜师礼。 师父
们有的是一线作业骨干， 有的是
项目管理精英。 他们为自己的徒
弟赠一本书，赠一段寄语，让他们
沉下心来、脚踏实地，比业务、学
技能，争取成为企业的先锋队、项
目部的排头兵。

一位师父对徒弟讲道： “到
了项目部， 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工作中， 我会帮助你在业务上精
益求精 ， 实现技能的突破与飞
跃， 生活中， 我也会尽我所能，
与你一同克服困难、 树立信心。”
一位徒弟表示， 来到中铁隧道局
京沈客专京冀段十三标项目部，
所见所感都与自己预想的大为不
同。 “以前对项目部的理解是不
分昼夜、 日晒雨淋， 到这里发现
职工们亲密无间。 作为刚刚毕业
的大学生， 这种家的温暖， 让我
对岗位上的工作和未来的发展充
满动力与信心。”

中铁隧道局京沈客专京冀段十三标项目部
“家文化”感化职工

“赶上新生活了，心里特别高
兴，我们留个纪念，也是给孩子们
留个纪念。”今年85岁的刘庆愉和
老伴陈淑英已经结婚59年了，但
却是第一次拍摄婚纱照。8月9日，
在史超齐摄影工作室内， 摄影队
的志愿者们正忙着给老人化妆、
挑选婚纱， 并用相机定格下这美
好的时光。

“仿佛回到年轻的时候，我老
伴穿上婚纱一点也不输给现在的
小年轻。”穿上西装的刘庆愉看着
与自己相依相伴整整59年的妻子
略显羞涩地说。化妆完毕后，在摄
影师的引导下， 两位老人在一片
金黄色的背景下摆出各式造型，
一张张甜美的笑容被定格。

拍摄完毕后，老人一边卸妆，
一边向现场的志愿者讲述他和老
伴的金婚故事。“当时我们结婚时
候，家里条件艰苦，连一件像样的
家具都没有添置， 更别说拍婚纱
照了，一晃50多年，如今日子越过
越好，越过越甜蜜。”当问起爱情
保鲜的秘密， 刘庆愉毫不避讳地
说，“要真诚相待、互相理解、真心
比物质更能留住爱情。”

据了解， 作为安和社区公益
基金会的资助项目， 史超齐爱心
摄影队的本次拍摄任务将历时两
天， 共计为辖区10对金婚老人免
费拍摄婚纱照。

“下一步 ，拍摄完毕后 ，我们
会将拍摄的婚纱照进行冲洗、放
大、加装相框、制作相册，并为老

人上门送照片。同时，在这两天的
拍摄过程中， 我们的志愿者用摄
像机记录了老人们的拍摄花絮，
我们也会将这些珍贵的视频进行
剪辑制作成微视频，刻录成光盘，
在七夕当天送给老人们。”摄影工
作室的负责人史超齐说。

成立摄影工作室服务社区老人

朝阳区安贞街道属于人口高
度老龄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41.41%，
是朝阳区唯一比例超过40%的街
乡，近年来，街道一直在为老服务
上不断探索。

刚刚揭牌成立的史超齐摄影
工作室就是这方面的探索之一，
“成立摄影工作室的初衷就是为
辖区的孤寡老人、高龄老人、地区
志愿者以及劳动者们免费拍摄照

片，送照片。”史超齐说。
在安贞地区生活了24年的史

超齐， 接触到不少想拍照的社区
空巢或孤寡老人， 他们有的因为
照相馆收费高， 有的因为行动不
便， 而长久不能如愿。 早在2012
年， 他萌生了为辖区内的空巢老
人免费拍照、 冲洗照片的想法。
2012年9月，他将在社区里认识的
8位摄影爱好者组织起来， 成立
“史超齐爱心摄影队”， 义务为有
需要的空巢老人、 孤寡老人上门
拍摄全家福。截至目前，队员36人
已为600多户家庭拍摄全家福，累
计服务居民1000多人次。

摄影工作室成立后， 除了会
定期开展活动外， 安贞地区的居
民有想拍摄全家福、 给老人补拍
婚纱照片的都可以到摄影工作室
免费拍摄。

一套增压系统全年节水438吨 节约渗沥液处理费13万

公交保修三厂消暑攻略迎战高“炎值”
实时谈心谈话 传授健康知识 防止车辆“中暑”

师徒无间“隧”月留声

小武基转运站技改创新小组在行动
摄影志愿者助老人甜蜜过“七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