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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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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应急“特种兵”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杨红

国网北京电力综合应急救援
队是一支隶属于国网北京市电力
公司的电力应急特种队伍， 承担
着北京地区电网突发事件、 气象
灾害应急处置及重大政治活动应
急保障的相关工作 。 自组建以
来， 队长史敏涛始终冲锋在前，
以专业的技能、 扎实的作风， 带
领全队完成一次又一次的紧急任
务。 “应急救援工作有一定的风
险， 需要个人付出很多， 但是我
们选择了这个职业， 就时刻要有
一种奉献的精神。” 他常这样说。

从 “零” 到 “一”
打造精干应急救援队伍

首都北京作为现代化的国际
大都市， 每天居民生产生活和城
市运行消耗巨大电量。 这背后，
涉及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400余
座、 输电线路近9000公里、 电缆
近2000公里。 为了维护这些电网
和相关设施的安全， 确保突发事
件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抢修处
置 ， 保障首都人民安全稳定用
电。 2012年8月， 国网北京电力
综合应急救援队正式组建。

“刚组队时， 人员和硬件设
施欠缺很多， 国内应急救援体系
也不完善， 可供借鉴的经验十分
有限。” 谈及组队时面临的棘手
问题， 史敏涛坦言这种 “从零到
一” 的开始最难。 不仅如此， 电
力专业出身的他， 既要在短时间
内熟悉应急救援业务， 又要学习
应急指挥管理、 组织培训、 编写
制度规范， 很多工作堆叠起来，
将他的个人时间全部填满。

然而，面对困难，史敏涛知难
而上。 一方面，他按照公司要求，
有序组织新招录的专业人员和退
伍复转军人入队学习， 组织各项
培训和演习演练， 打下牢固的人
员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他牵头编

写救援队各项管理办法、 规章制
度、建立应急预案体系、理顺各类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流程。同时，在
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配备国内外
应急救援先进装备，由内而外、从
软到硬，全方面建强队伍。

“对于采购来的每项装备，我
都会从头到尾仔细研究。 现场技
术人员解答不了的问题， 那就向
厂家研发技术人员请教， 经常凌
晨还在跟国外厂家沟通， 一遍遍
研究测试这些装备在各种环境条
件下所能发挥的效用。 ”在建队的
同时， 史敏涛也用实践完成自我
的锻炼提升。能够头脑清晰、思路
清楚、 专业对路地处置各类突发
事件，是他对自己的硬要求。

如今 ， 救援队人员数量 50
人 ， 配备了防汛救援 、 冰雪救
援、 发电照明、 破拆搜救等8大
类共 218种应 急救援装备 。 在
2013年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举
行的大型电力故障抢修演习中，
通过模拟北京局部地区特大暴雨
导致电网严重受损的境况， 史敏
涛带队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在演习中， 救援队伍动用了
动力伞、 水陆两栖车、 气垫船、
卫星通讯车、 发电车等覆盖 “水
陆空” 的各种先进设备。 他们凭
借过硬的本领和娴熟的技能， 不
仅圆满完成演习任务， 还让这支
组建未满一年的首都电力应急救
援队伍受到了广泛认可 。 2017
年， 救援队被认证为北京市市级
专业应急队伍， 2018年被认证为
北京市人防专业队。

坚守初心
用专业激发团队活力

救援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在没有外出任务时， 队员们依旧
会进行紧张的专业训练。 家在河
北保定的史敏涛 ， 除了周末回
家， 其余时间均与队友们同吃同
住。 也正因如此， 他能更好地了
解队员状态、 掌握队伍情况。

“平时我们都喜欢叫队长
‘史哥’， 有技术问题喜欢向他请
教， 有什么困难也愿意和他说。”
救援队队员提起史敏涛时， 话语

里无一不充满信任。
由于一线抢险队员平均年龄

29岁， 史敏涛在与队员交流时，
特别注意方式方法。 在保证全体
队员严格落实工作要求的同时，
给他们最大限度的关怀和指导。

生活上， 他常常对队员们嘘
寒问暖， 时刻想着队员有哪些生
活困难需要向组织申请协调解
决。 工作上， 他经常告诫队员，
执行任何任务都要以保证安全为
前提， 要快速展开应急救援， 但
也不能冒然行动。

“面对危险和灾难大家都会
有恐惧， 作为队长， 我既要给大
家技术上的精准指导， 更要让大
家心理上受到安慰和鼓励。” 史
敏涛说。

除此之外， 史敏涛认为， 每
一次任务后都需要进行探讨和总
结， 从而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
不断提升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
鉴于此， 他在队内成立QC研发
小组 ， 本着应急事件 “快速反
应、 快速到达、 快速处置、 全面
具备” 的原则， 通过头脑风暴的
方式进行不断创新， 自主研发改
装了液压尾门式蹬车桥、 雪地摩
托常规行走装置、 应急装备菜单
式动态管理模式、 集成式应急电
源子母方舱等多项科研成果， 解
决了应急救援工作中遇到的设备
快速装卸、 队伍快速行进、 装备
存储使用、 临时供电等方方面面
的难题。 其中多项产品成功进行
了成果转型并批量生产， 被全国
各地多个行业大量应用。

勇站排头
每一次出发都争分夺秒

“执行每一次任务， 都要快
速集结、 快速反应、 快速到达、
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 这是
史敏涛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时所

定下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推动

实现了应急装备的菜单式管理和
动态管理。 救援队根据执行任务
类型的不同， 能够快速选定装备
“套餐”进行作业；按照季节和任
务特点， 库房将动态调整所有装
备位置； 很多单兵装备被要求放
入个人背包， 确保了受领任务时
队员们能快速乘车出动……这样
一来，“快速” 两字不仅写进了规
章制度中， 还体现在了每次执行
任务中，印在了每个队员心中。

去年8月， 强降雨导致怀柔
区某小区地下配电站室突发积水
居民区停电， 情况十分紧急。 当
时， 救援队驻守在附近的队员迅
速携带大功率液压排水泵、 高机
动排水方舱赶赴现场。 本该前往
其他地区开会的史敏涛在接到命
令后， 也第一时间电话联系现场
人员了解情况， 远程提出处置方
案， 随后携带增援装备马不停蹄
赶到现场。

通过现场勘察发现， 积水配
电站室处于地下二层， 当时积水
已超过1.5米 。 为了快速排出积
水，史敏涛带队在水中开展作业。

一部分队员对配电室隔离门
进行破拆， 放出室内更多积水，
一部分队员将水泵迁移至地下一
层， 持续降低积水水位。 还有一
部分队员布置排风引风设备， 保
证现场通风供氧 。 经过近3个小
时的作业， 快速抽排800立方积
水 ， 为后续抢修赢得了宝贵时
间， 缩短了小区居民停电时间，
顺利完成应急救援任务。

进入救援队近8年时间， 史
敏涛对应急救援工作的认知从陌
生到熟悉， 从熟悉到衍生出无尽
的热爱。 “虽然知道这项工作需
要付出很多艰辛， 但我以身为应
急救援工作者而感到骄傲和荣
耀。” 史敏涛说。

“您看看这个情况我该怎么
办？ ”“依我看这是电信诈骗，汇款
一定要找董事长本人进行核实！ ”
近日， 海淀分局上地派出所民警
郑德海接到辖区一公司行政人员
小楚的电话， 小楚自称和公司财
务人员接到QQ群中公司 “董事
长”的通知，要他们紧急转账98万
元保证金给一名客户。 小楚和财
务联想到几天前参加社区民警组
织的防电诈PK赛中学习到的知
识， 感觉整个事情的情节和冒充
公司领导诈骗的桥段十分相似，
赶紧拨通了郑德海的电话求助。
在郑德海的远程指导下， 财务人
员立刻与公司董事长核实， 确认
是电信诈骗。 几人万分庆幸参加
了社区民警组织的防电诈知识学
习活动，避免了98万元的损失。

今年44岁的郑德海， 是海淀
分局上地派出所民警。 2012年从
西北旺所治安打击的工作岗位上
调到上地派出所成为上地3街到5
街的“管家人”。 郑德海管理的辖
区内虽然居民不到70人， 但却有

大厦18座， 驻扎着各种中小型企
业400家。 上班时间有2万余名上
班族在社区流动。

从接管这片开始， 郑德海就
把从前治安打击工作经验与辖区
防范工作充分结合， 把辖区细化
区分， 找出防范重点。 因为公司
多、 财务活动多， 郑德海始终把
防范电信诈骗作为辖区防范工作
的重点。

针对复工复产后电信诈骗类
案件有所反弹的情况， 海淀分局
在辖区全面开展了为居民送上防
范电信诈骗 “鸡毛信 ” 宣传活
动 。 借 助 社 区 力 量 和 大 厦 物
业 人 员联手 ， 郑德海仅用了一
天时间就将电信诈骗 “鸡毛信”
送到了所有公司内， 同时还与大
厦的物业一起在主要出入口制作
粘贴了高达1米8的大号的 “鸡毛

信” 等宣传海报， 大家一进楼里
就能看到。

没几天， 郑德海就接到辖区
一公司员工李女士的咨询电话，
说自己遇到了可疑情况请民警帮
忙判断一下。 原来李女士接到一
个自称是上海某医保中心的电
话， 说李女士存在骗保行为必须
在4点半前进行处理，否则就会从
联名银行卡内扣除款项并冻结其
医保卡。

通过李女士的叙述， 郑德海
确定这是典型的骗子冒充医保工
作人员进行诈骗。 “骗子就是给你
限定时间，让你着急，不能独立思
考。 ”经过民警的劝导，李女士恍
然大悟，避免了被骗。

光进行防范宣传还不够，郑
德海深知， 在与电信网络诈骗的
这场战斗中，“情报信息” 不可或
缺。于是，他与辖区每家公司的相
关负责人建立联系， 并以辖区最
大的嘉华大厦6栋办公楼为基础
建立了6个微信群，将各楼各家公
司加入其中。 一方面方便大家每

天通报复工情况， 及时解决上班
族们遇到的困难； 一方面给大家
在群中发送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
案例并组织大家以线上答题的形
式宣传防范知识。 “每个群里只要
有那么几个带头的公司， 大家的
积极性就都被带动起来了， 有时
会互相较着劲儿答题PK。 ”郑德
海高兴地说。

“以前接到诈骗电话都是不
知所措 ， 现在防范意识越来越
高， 拿不准的就直接给民警打电
话。” 这是复工复产以来， 郑德
海辖区公司白领们经常挂在嘴边
的话。

伴随着辖区企业全面复工，
郑德海每周都会接到辖区企业员
工有关电信诈骗的来电咨询， 截
至目前， 他已成功拦截10余起电
信诈骗案件 ,涉及金额达500余万
元。 相比去年同期每周都有电信
诈骗案件发生， 今年以来郑德海
的辖区电信诈骗案件几近绝迹，
他也因此被辖区群众誉为电诈
“拦截哥”。

郑德海：辖区电信诈骗“拦截哥”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记国网北京电力综合应急救援队队长史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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