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延庆首届大工匠获得者张洪波

□本报记者 石海芹

张石永：扶贫先扶志 带领村民走出幸福路

“安全是索道的生命线， 责
任重于泰山。 确保缆车安全、 快
捷、 舒适运营仅仅是基础工作的
一小部分， 追求游客幸福便利才
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正是张洪
波的这种匠心精神， 八达岭索道
实现了多年来安全运营无事故，
优质服务无投诉。

52岁的张洪波， 是全国索道
行业的资深技术专家， 现任北京
市八达岭旅游总公司兼北京八达
岭索道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 自
参加工作以来， 他扎根于索道建
设安装、运营管理一线，始终站在
全国索道行业安全管理标准化的
前沿。 他在索道行业工作了近30
年，撰写的《循环加辅助牵引方式
架设亚洲第一大索道———黄山太
坪索道》曾获得建设部优秀QC成
果奖 、 山东省优秀QC成果奖 。
2016年获延庆区优秀首席职工、
创新工作室带头人称号。

202天改造八达岭
长城北索道

“八达岭索道作为八达岭长
城重要的运输工具和服务接待窗
口， 承担着运输游客及保障游客
人身安全的重要使命， 一点都不
能马虎。”张洪波说。每天早晨，不
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他
来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全检
查， 查看游客排队区域秩序是否
良好，站台区域上座率是否正常，
设备区域是否运转正常。

八达岭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
游客约800万人。 南、 北两线索
道已建成运营20多年 ， 设备陈
旧、 安全性能差、 且运力已不能
满足游客需求。 2013年10月， 八
达岭旅游总公司任命张洪波为索
道改造现场总指挥， 对北线索道
实施了技术改造。 他凭借丰富的

工作经验， 坚持文物保护和环境
保护优先的原则， 带领改造团队
反复研究， 优化了索道线路和确
定了缆车型式， 制定了周密的改
造计划。

2014年1月至4月份， 正值北
线索道设备升级改造的关键时
期，施工难度大、工期紧、任务重，
天寒地冻等重重困难摆在了张洪
波的面前。 为保证北线索道改造
工程的顺利按时完工， 他一边紧
盯南线索道生产运营， 一边紧盯
改造现场配合外方进行设备安
装。 那段时间， 只要工地上在施
工，他就像工地守护神一样，一刻
不离地盯住施工的每个环节。 由
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张洪波时
常出现头昏 、 乏力等现象 。 为
此 ， 员工们多次劝他去休息一
下， 他总是说： “离开工地我不
放心， 睡不踏实啊！”

在张洪波的带领下 ， 经过
202天的昼夜奋战 ， 索道设备 、
硬件设施、 周边环境焕然一新。

2014年5月1日， 北线新索道正式
投入运营。 北线索道的设备安装
从1月15日开始， 至4月16日试车
成功， 历时仅90天， 创造了中国
客运索道建设史上的奇迹。

南线索道改造与长
城景观协调

北线索道技术改造之后， 张
洪波又马不停蹄地策划起了南线
索道的技术改造， 八达岭地区大
风天气较多 （每年约60多天 ），
如遇缆车不能开时， 经常有行动
不便的游客站在长城脚下， 望城
兴叹。 “解决行动不便的游客登
城问题，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
在南线改造缆车选型、 选线时，
他力排众议决定选用地面缆车，
并且进行了更隐蔽、 更保护环境
的设计， 使地面缆车与长城景观
协调一致。

2017年5月22日 ， 南线地面
缆车顺利改造完成， 从而实现了

老弱病残幼孕等人群在大风等恶
劣天气也能登临长城的梦想， 也
为公司增加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南北两线索道技术改造完成
后 ， 运力由1800人/小时提升到
4420人/小时, 为景区游客提供了
更方便快捷的登城方式， 也为企
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 同
时 ，作为八达岭景区内重要的
应急救援和服务接待设施 ，在
应 急 疏 散 、紧 急 救 援 、服 务 特
殊游客 、保护文物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八达岭南线地面
缆 车 作 为 华 北 地 区 唯 一 一 条
地面缆车 ，也成为了八达岭景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索道改造完成后， 张洪波
并没有放松技术革新的脚步， 他
带领索道公司技术部人员， 不放
过索道运营和服务游客过程中的
每一个小问题， 总是在反省是否
可以做得更好。

技术创新走在全国
同行前列

多年来， 张洪波通过技术创
新 ， 为公司节约了数十万元经
费。 八达岭地区冬春两季风力较
大， 设备塔架上的风向标作为易
耗件经常损坏， 从国外进口风向
标， 单价高达3000元， 而且运输
周期长， 往往订货后至少要三、
四个月才能到货 。 针对这一情
况， 张洪波对损坏的风向标进行
拆解 ， 仔细研究风向标组成部
分， 工作原理， 损坏原因， 对风
向标进行维修， 经过多次试验改
进， 最终加工出来的产品完全满
足工作的需要 ， 大大降低了采
购、 维修成本。

针对液压站在索道开机后增
压电机不间断工作， 容易造成损

坏和油泵堵塞的问题。 张洪波带
领年轻技术人员积极研究， 寻求
突破。 经过多次实验， 他改变了
增压电机的工作原理， 增加了压
力传感器和延时继电器， 在油缸
压力低于工作压力时， 增压电机
启动增加， 满足工作压力后， 增
压电机就停止工作， 增压电机由
持续运行变为间断运行， 大大地
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同时也
减少了上站机械区的噪音和电力
损耗。

2018年雨季来临前， 针对八
达岭地区雷雨大风天气较多、 强
电信号干扰较强， 通信电缆易受
影响的问题， 他又带领团队在北
线索道铺设了备用电缆， 采用光
纤通讯等。 张洪波诸如此类的发
明革新还有很多 ， 在他的带领
下， 通过一系列技术革新， 有效
地提高了维修更换效率和维修质
量， 为全国索道行业创新积累了
经验。

张洪波的创新， 给公司和个
人带来了荣誉。 2014年， 八达岭
索道公司被国家安监总局、 国家
质检总局授予安全生产标准化一
级企业、 客运索道服务质量5S等
级索道； 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
动模范先进集体代表； 2018年12
月， 索道公司荣获延庆区第一届
“政府质量奖”。 2018年4月 ， 张
洪波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2018年
9月， 张洪波获北京旅游行业榜
样人物。

2022年， 第24届冬奥会的雪
橇、 雪车和滑雪大项中的高山滑
雪项目， 将在延庆区小海坨山区
举行。 根据冬奥组委、 延庆区委
区政府及总公司的总体安排， 索
道公司将托管赛场上的索道安全
运营和管理， 张洪波作为全国索
道行业的资深专家， 当仁不让地
勇挑起重担。

□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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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匠心守护八达岭索道“生命线”

“2018年 ， 一共挣了21000
元， 作为一个家庭妇女， 在不耽
误家务的前提下能挣这么多钱，
这是生平第一次。” 拿到增收分
红的崔大姐激动地说。

在延庆区珍珠泉乡庙梁村，
像崔大姐这样通过精准帮扶增收
的村民有很多。 他们充满了脱贫
致富的信心 。 这一根本性的变
化， 源于北京农商银行于2018年
5月启动的 “一企一村” 结对帮
扶工作的落实。 作为被选派到庙
梁村任 “第一书记” 的张石永，
可以说功不可没。

庙梁村是一个典型的深山
村， 是北京市 “脱低” 任务较为
艰巨的低收入村之一。 张石永到
任启动帮扶工作时， 全村307户、
617个村民 ， 其中80%以上是老
人家庭， 没有劳动能力， 是脱低
帮扶工作的重点、 难点。

“既然我来当这第一书记，
就要把自己当这个村子里的人。”
张石永说。 在庙梁村， 时常可以
看到张石永在村头巷尾、 田间地
头忙碌的身影。 他看到的越多，

就越明白： 庙梁村长期贫困， 是
因为缺乏长效致富的产业， 缺乏
人穷志不穷的理念 ， 当然也缺
钱， 需要把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
扶贫相结合， 有的放矢， 才能事
半功倍。

“扶贫先扶志”， 张石永把
党组织建设作为综合帮扶工作的
切入点与出发点。 说干就干， 他
将村部进一步规范建设， 不仅为
村党支部设置宣传栏、 宣传墙，
还要求天天有村干部巡查， 岗岗
有党员站岗。同时，他带领全体党
员干部走出去，参观学习，使其摆
脱等、靠、要思想。 逐渐， 庙梁村
党支部从软弱涣散转变为坚强有
力， 干部作风由自由懒散转变为
积极配合协调， 各项工作开始走
上正轨。

张石永上任之初， 第一件事
就 是 逐 户 走 访 调 查 ， 深 入 了
解贫困户基本情况， 建档立卡，
制定帮扶计划。 “开始村民不理
解， 认为我是走形式， 不跟你说

心里话， 但人心换人心， 时间久
了， 交心了， 有用的信息就一点
一点收集到了。” 张石永说。 最
终， 他找出了导致庙梁村低收入
户较多的三方面原因： 一是因残
致贫21户 ， 占全部低收入户的
14.00%； 二是因病致贫85户， 占
全部低收入户的56.67%； 三是因
无劳动能力致贫44户， 占全部低
收入户的29.33%。

贫困就像一场疾病， 看准了
病根， 才能对症下药。 在精准扶
贫实施过程中， 张石永为每一户
都开出了符合家庭情况的 “方
子”， 并且明确了具体的操作方
式和步骤。 初步确定脱低的主要
方向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使有
劳动能力的人增加就业机会， 提
高收入； 无劳动能力的人， 通过
集体分红等逐步摆脱贫困。

明确了工作思路， 张石永在
扶贫路上马不停蹄的忙起来。 他
帮助百余名村民加入 “村村牛”
种植专业合作社， 解决了当地低

收入农户 、 残疾人 、 老年人就
业； 为杏仁油、 大蒜、 苤蓝等农
产品找销路， 并将增值收益作为
反哺庙梁村低收入农户的 “帮扶
资金”，从而实现了产业帮扶与低
收入农户增收的联动，打通了“老
弱病残”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渠道，
为庙梁村低收入农户筑起了 “增
收保障线”。而这只是他工作的一
小部分。 努力终有回报， 在张石
永的带领下 ， 扶贫工作成效显
著， 截至2018年底， 庙梁村的低
收入群体脱低率超过80%。

“两年的时间能够为扶贫工
作做出的贡献是有限的， 但是对
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更深
入的认识了我国农业、农村、农民
的现况和发展形势， 了解了村级
单位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坚
定了今后的支农工作的信心。没
有任何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张石
永如今在延庆支行负责支持 “三
农” 发展方面的业务， 回忆他的
“第一书记”时光，依然深感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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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波（左）正在检查索道设备

张石永（左）到村民家了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