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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北京排水集团抢险大队副队长王长兴：

驰援郑州
95小时抽升53.5万立方

米积水

对于王长兴来说， 最近的一
次紧要任务是2021年支援郑州抢
险。 2021年7月20日 ， 河南郑州
发生特大暴雨灾害 。 头一天晚
上， 北排抢险大队副队长王长兴
正在值班， 突然接到上级通知，
郑州告急， 按照市里统一部署，
集团派出突击队支援郑州， 委任
他为现场总指挥， 第二天凌晨就
出发。

“设想到了当地没吃没喝没
支援， 所以做了最坏的打算， 带
的矿泉水面包等食物， 至少满足
70多人头三天使用。” 王长兴说。
虽然有着几十年防汛抢险经验，
但将抽升设备开到那么远的距离
对所有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他迅
速与领导商讨， 带什么设备、 准
备什么物资、 配备多少人员……
头天晚上9点接到命令， 第二天
凌晨4点， 王长兴就带着人员物
资出发了！ 从7月22日下午到7月
26日下午， 在差不多95个小时的
时间里， 王长兴带领这支突击队
分别转战郑开路京港澳高速桥
下、 七里河南路东侧、 莲湖路下
穿隧道 、 七里河南路东三环隧
道、 杨桥大道、 阜外医院、 绿博
大道等7处积水区域， 累计抽升
量高达53.5万立方米。 突击队员
轮流短暂休整， 设备几乎不停。
面对陌生环境， 他率先拿起长杆
进入深水区寻找雨水箅子， 在多
个抢险现场间不断巡视、 指挥抢
险， 脚泡肿了、 脸晒脱了皮、 嗓
子喊哑了， 连续几天一直坚守在
抢险现场。 王长兴总共休息了几
个小时， 他自己都不清楚。

让王长兴印象最深的并不是
抢险中不眠不休有多辛苦， 而是
住在附近的居民在家煮了鸡蛋、
熬了粥、 炸了油条， 特意给他们
送过来， 摆了整整一长桌； 一位
60多岁的老人边给他们塞食物边
落泪； 一对父母带着几岁大的孩
子来向他们鞠躬致谢； 还有一位
路人现场拦下了一个西瓜车， 扛
下十几个西瓜现场结账， 送给北
排突击队的队员们吃……

“感谢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
支持， 老百姓对支援队伍的感恩
之心， 是我最难忘的事儿。”

果断处置
避免管线断裂引发路面

塌陷灾害

从1989年就开始干工程抢险
的王长兴 ， 已是一名抢险老将
了。 30多年的抢险经历， 练就了
他专业的抢险能力 。 郑州抢险
时， 他自带发电机预防了断电导
致的机器设备无法运转的问题；
抢险过程中， 绝大多数人都一直
穿着雨鞋作业， 唯独北排突击队
的人， 只有在下水的时候穿， 只
要上岸， 必定脱掉， 这是王长兴
的经验之谈。 “长期穿着雨鞋作
业， 靴子的硬边会将小腿四周磨
得血肉模糊， 参与北京 ‘7·21’
特大暴雨抢险时， 很多人的小腿
都磨烂了。”

那还是2012年 ， 7月21日那
场大暴雨深刻地留在了北京人的
记忆中。 在北京 “7·21” 特大暴

雨灾害抢险中， 王长兴先后指挥
处置险情17处。 由于长时间在积
水中浸泡和雨靴摩擦， 脚和腿被
磨破了， 他不得不频繁地换下雨
靴给伤口消毒， 然后再进入积水
中， 就这样他连续奋战近70多个
小时 。 从那以后 ， 只要一出现
场， 王长兴就会提醒大家注意。

工程抢险也是抢险大队的主
要工作之一 。 2017年7月 20日 ，
接市里预警， 当天有大雨， 抢险
队照常备勤。 当时， 管网三分公
司巡视发现学知桥附近污水管网
异常， 出现污水排河现象。 王长
兴接到任务开始对管网进行排
查。 查看后发现， 应该距离地面
11米深的上游井， 离地面仅有不
足1米深； 而下游井依然在地下
11米的位置， 上下游管线出现了
10米的高度差 。 王长兴立刻判
断： 出现了管线断裂的情况！ 如
果不立即处置， 大雨来袭， 很可
能引起道路塌陷。 当时， 有同事
怀疑是否严重到这个程度， 可王
长兴却说 ：“这是直径1.5米的大
型管网， 不下雨的日流量达到10
万方每天， 这个压力已经足以把
周边土体全都冲掉， 具有很大的
危险性。 大雨一旦降临， 后果不
堪设想。”

王长兴立即跟集团领导沟
通， 向上级汇报后， 当即对道路
进行封闭。 经多方同意， 连夜拉
开围挡进行地勘， 测完数据后发
现， 学知桥下已经出现了个21米
长、 9米宽、 5米深的大型地下空
洞， 相当于2辆大公交首尾相连
的长度、 3条车道的宽度、 将近
两层楼的高度， 而这个大型空洞
距离红绿灯仅有100多米的距离。

由于原管线埋在挡阻墙下， 无法
原地修复， 王长兴制定了回填坑
土、 转路迂回重新修建管线的方
案， 快速恢复了交通， 此后利用
40天时间完成工程抢险。

专业带队
团队防汛总抽升能力提

升至100200立方米/小时

王长兴能带领队伍完成一次
次急难险重的任务， 凭借的是扎
实的专业能力 ， 和对事业的热
爱。

他勤于思考， 善于创新， 归
纳了 “四环五步两加强” 应急队
伍短期能力提升工作法； 开创性
地提出城市主干道非开挖技术综
合应用抢险方案； 创新提出再生
水抢险 “双路供水法 ”； 研制了
360度无折叠导水护套装置， 提

升抽水流量约30%； 还牵头编写
了 《城市排水管渠应急抢险处置
指导规范》， 开启了 “绿色抢险”
的新篇章， 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
文明建设总要求。 在他不断的总
结探索中， 一个个抢险难题被破
解， 抢险效率被不断提升， 首都
城市防汛应急保障最后一道防线
坚固稳定。

“实际上，随着排水基础设施
的提升、 防汛应急抢险作业越来
越标准， 咱们抢险人员的人身安
全更加有保障了。现在，我们应急
抢险大队有150多人，32个大型防
汛抽升单元， 主要承担防汛抢险
和工程抢险两种任务。 接到任务
后，我们的人员5分钟之内就能从
基点出发……”说起工作，王长兴
滔滔不绝，每一处积滞水点、每一
种情况如何处理、 每一名队员的
培养，他都条理分明。

匠人精神、 行业典范， 是王
长兴在专业领域的执着追求。 他
带队经受住了一次次考验， 同时
也使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持续提
升。 防汛总抽升能力从29700立
方米/小时提升到100200立方米/
小时， 可同时处置8起应急突发
事件的3组全天候工程抢险组 ，
短时间集结执行长距离抢险支援
的作战能力以及应急抢险专业化
人才的培养， 使北排抢险大队成
为首都防汛保障和应急抢险的主
力军。

虽然今年马上52岁了， 但王
长兴每次外出抢险， 依然有使不
完的劲儿。 他有一个习惯， 会在
抢险前用手机拍下一张积水照
片， 完成抢险之后， 再拍一张对
比照片， 这种为百姓解决难题的
成就感， 是他坚持从事抢险工作
30多年的最大动力。

风雨逆行 守护城市安然度汛

驰援郑州
95小时抽升53.5万立方

米积水

对于王长兴来说， 最近的一
次紧要任务是2021年支援郑州抢
险。 2021年7月20日 ， 河南郑州
发生特大暴雨灾害 。 头一天晚
上， 北排抢险大队副队长王长兴
正在值班， 突然接到上级通知，
郑州告急， 按照市里统一部署，
集团派出突击队支援郑州， 委任
他为现场总指挥， 第二天凌晨就
出发。

“设想到了当地没吃没喝没
支援， 所以做了最坏的打算， 带
的矿泉水面包等食物， 至少满足
70多人头三天使用。” 王长兴说。
虽然有着几十年防汛抢险经验，
但将抽升设备开到那么远的距离
对所有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他迅
速与领导商讨， 带什么设备、 准
备什么物资、 配备多少人员……
头天晚上9点接到命令， 第二天
凌晨4点， 王长兴就带着人员物
资出发了！ 从7月22日下午到7月
26日下午， 在差不多95个小时的
时间里， 王长兴带领这支突击队
分别转战郑开路京港澳高速桥
下、 七里河南路东侧、 莲湖路下
穿隧道 、 七里河南路东三环隧
道、 杨桥大道、 阜外医院、 绿博
大道等7处积水区域， 累计抽升
量高达53.5万立方米。 突击队员
轮流短暂休整， 设备几乎不停。
面对陌生环境， 他率先拿起长杆
进入深水区寻找雨水箅子， 在多
个抢险现场间不断巡视、 指挥抢
险， 脚泡肿了、 脸晒脱了皮、 嗓
子喊哑了， 连续几天一直坚守在
抢险现场。 王长兴总共休息了几
个小时， 他自己都不清楚。

让王长兴印象最深的并不是
抢险中不眠不休有多辛苦， 而是
住在附近的居民在家煮了鸡蛋、
熬了粥、 炸了油条， 特意给他们
送过来， 摆了整整一长桌； 一位
60多岁的老人边给他们塞食物边
落泪； 一对父母带着几岁大的孩
子来向他们鞠躬致谢； 还有一位
路人现场拦下了一个西瓜车， 扛
下十几个西瓜现场结账， 送给北
排突击队的队员们吃……

“感谢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
支持， 老百姓对支援队伍的感恩
之心， 是我最难忘的事儿。”

果断处置
避免管线断裂引发路面

塌陷灾害

从1989年就开始干工程抢险
的王长兴 ， 已是一名抢险老将
了。 30多年的抢险经历， 练就了
他专业的抢险能力 。 郑州抢险
时， 他自带发电机预防了断电导
致的机器设备无法运转的问题；
抢险过程中， 绝大多数人都一直
穿着雨鞋作业， 唯独北排突击队
的人， 只有在下水的时候穿， 只
要上岸， 必定脱掉， 这是王长兴
的经验之谈。 “长期穿着雨鞋作
业， 靴子的硬边会将小腿四周磨
得血肉模糊， 参与北京 ‘7·21’
特大暴雨抢险时， 很多人的小腿
都磨烂了。”

那还是2012年 ， 7月21日那
场大暴雨深刻地留在了北京人的
记忆中。 在北京 “7·21” 特大暴

雨灾害抢险中， 王长兴先后指挥
处置险情17处。 由于长时间在积
水中浸泡和雨靴摩擦， 脚和腿被
磨破了， 他不得不频繁地换下雨
靴给伤口消毒， 然后再进入积水
中， 就这样他连续奋战近70多个
小时 。 从那以后 ， 只要一出现
场， 王长兴就会提醒大家注意。

工程抢险也是抢险大队的主
要工作之一 。 2017年7月 20日 ，
接市里预警， 当天有大雨， 抢险
队照常备勤。 当时， 管网三分公
司巡视发现学知桥附近污水管网
异常， 出现污水排河现象。 王长
兴接到任务开始对管网进行排
查。 查看后发现， 应该距离地面
11米深的上游井， 离地面仅有不
足1米深； 而下游井依然在地下
11米的位置， 上下游管线出现了
10米的高度差 。 王长兴立刻判
断： 出现了管线断裂的情况！ 如
果不立即处置， 大雨来袭， 很可
能引起道路塌陷。 当时， 有同事
怀疑是否严重到这个程度， 可王
长兴却说 ：“这是直径1.5米的大
型管网， 不下雨的日流量达到10
万方每天， 这个压力已经足以把
周边土体全都冲掉， 具有很大的
危险性。 大雨一旦降临， 后果不
堪设想。”

王长兴立即跟集团领导沟
通， 向上级汇报后， 当即对道路
进行封闭。 经多方同意， 连夜拉
开围挡进行地勘， 测完数据后发
现， 学知桥下已经出现了个21米
长、 9米宽、 5米深的大型地下空
洞， 相当于2辆大公交首尾相连
的长度、 3条车道的宽度、 将近
两层楼的高度， 而这个大型空洞
距离红绿灯仅有100多米的距离。

由于原管线埋在挡阻墙下， 无法
原地修复， 王长兴制定了回填坑
土、 转路迂回重新修建管线的方
案， 快速恢复了交通， 此后利用
40天时间完成工程抢险。

专业带队
团队防汛总抽升能力提

升至100200立方米/小时

王长兴能带领队伍完成一次
次急难险重的任务， 凭借的是扎
实的专业能力 ， 和对事业的热
爱。

他勤于思考， 善于创新， 归
纳了 “四环五步两加强” 应急队
伍短期能力提升工作法； 开创性
地提出城市主干道非开挖技术综
合应用抢险方案； 创新提出再生
水抢险 “双路供水法 ”； 研制了
360度无折叠导水护套装置， 提

升抽水流量约30%； 还牵头编写
了 《城市排水管渠应急抢险处置
指导规范》， 开启了 “绿色抢险”
的新篇章， 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
文明建设总要求。 在他不断的总
结探索中， 一个个抢险难题被破
解， 抢险效率被不断提升， 首都
城市防汛应急保障最后一道防线
坚固稳定。

“实际上，随着排水基础设施
的提升、 防汛应急抢险作业越来
越标准， 咱们抢险人员的人身安
全更加有保障了。现在，我们应急
抢险大队有150多人，32个大型防
汛抽升单元， 主要承担防汛抢险
和工程抢险两种任务。 接到任务
后，我们的人员5分钟之内就能从
基点出发……”说起工作，王长兴
滔滔不绝，每一处积滞水点、每一
种情况如何处理、 每一名队员的
培养，他都条理分明。

匠人精神、 行业典范， 是王
长兴在专业领域的执着追求。 他
带队经受住了一次次考验， 同时
也使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持续提
升。 防汛总抽升能力从29700立
方米/小时提升到100200立方米/
小时， 可同时处置8起应急突发
事件的3组全天候工程抢险组 ，
短时间集结执行长距离抢险支援
的作战能力以及应急抢险专业化
人才的培养， 使北排抢险大队成
为首都防汛保障和应急抢险的主
力军。

虽然今年马上52岁了， 但王
长兴每次外出抢险， 依然有使不
完的劲儿。 他有一个习惯， 会在
抢险前用手机拍下一张积水照
片， 完成抢险之后， 再拍一张对
比照片， 这种为百姓解决难题的
成就感， 是他坚持从事抢险工作
30多年的最大动力。

驰援郑州
95小时抽升53.5万立方

米积水

对于王长兴来说， 最近的一
次紧要任务是2021年支援郑州抢
险。 2021年7月20日 ， 河南郑州
发生特大暴雨灾害 。 头一天晚
上， 北排抢险大队副队长王长兴
正在值班， 突然接到上级通知，
郑州告急， 按照市里统一部署，
集团派出突击队支援郑州， 委任
他为现场总指挥， 第二天凌晨就
出发。

“设想到了当地没吃没喝没
支援， 所以做了最坏的打算， 带
的矿泉水面包等食物， 至少满足
70多人头三天使用。” 王长兴说。
虽然有着几十年防汛抢险经验，
但将抽升设备开到那么远的距离
对所有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他迅
速与领导商讨， 带什么设备、 准
备什么物资、 配备多少人员……
头天晚上9点接到命令， 第二天
凌晨4点， 王长兴就带着人员物
资出发了！ 从7月22日下午到7月
26日下午， 在差不多95个小时的
时间里， 王长兴带领这支突击队
分别转战郑开路京港澳高速桥
下、 七里河南路东侧、 莲湖路下
穿隧道 、 七里河南路东三环隧
道、 杨桥大道、 阜外医院、 绿博
大道等7处积水区域， 累计抽升
量高达53.5万立方米。 突击队员
轮流短暂休整， 设备几乎不停。
面对陌生环境， 他率先拿起长杆
进入深水区寻找雨水箅子， 在多
个抢险现场间不断巡视、 指挥抢
险， 脚泡肿了、 脸晒脱了皮、 嗓
子喊哑了， 连续几天一直坚守在
抢险现场。 王长兴总共休息了几
个小时， 他自己都不清楚。

让王长兴印象最深的并不是
抢险中不眠不休有多辛苦， 而是
住在附近的居民在家煮了鸡蛋、
熬了粥、 炸了油条， 特意给他们
送过来， 摆了整整一长桌； 一位
60多岁的老人边给他们塞食物边
落泪； 一对父母带着几岁大的孩
子来向他们鞠躬致谢； 还有一位
路人现场拦下了一个西瓜车， 扛
下十几个西瓜现场结账， 送给北
排突击队的队员们吃……

“感谢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
支持， 老百姓对支援队伍的感恩
之心， 是我最难忘的事儿。”

果断处置
避免管线断裂引发路面

塌陷灾害

从1989年就开始干工程抢险
的王长兴 ， 已是一名抢险老将
了。 30多年的抢险经历， 练就了
他专业的抢险能力 。 郑州抢险
时， 他自带发电机预防了断电导
致的机器设备无法运转的问题；
抢险过程中， 绝大多数人都一直
穿着雨鞋作业， 唯独北排突击队
的人， 只有在下水的时候穿， 只
要上岸， 必定脱掉， 这是王长兴
的经验之谈。 “长期穿着雨鞋作
业， 靴子的硬边会将小腿四周磨
得血肉模糊， 参与北京 ‘7·21’
特大暴雨抢险时， 很多人的小腿
都磨烂了。”

那还是2012年 ， 7月21日那
场大暴雨深刻地留在了北京人的
记忆中。 在北京 “7·21” 特大暴

雨灾害抢险中， 王长兴先后指挥
处置险情17处。 由于长时间在积
水中浸泡和雨靴摩擦， 脚和腿被
磨破了， 他不得不频繁地换下雨
靴给伤口消毒， 然后再进入积水
中， 就这样他连续奋战近70多个
小时 。 从那以后 ， 只要一出现
场， 王长兴就会提醒大家注意。

工程抢险也是抢险大队的主
要工作之一 。 2017年7月 20日 ，
接市里预警， 当天有大雨， 抢险
队照常备勤。 当时， 管网三分公
司巡视发现学知桥附近污水管网
异常， 出现污水排河现象。 王长
兴接到任务开始对管网进行排
查。 查看后发现， 应该距离地面
11米深的上游井， 离地面仅有不
足1米深； 而下游井依然在地下
11米的位置， 上下游管线出现了
10米的高度差 。 王长兴立刻判
断： 出现了管线断裂的情况！ 如
果不立即处置， 大雨来袭， 很可
能引起道路塌陷。 当时， 有同事
怀疑是否严重到这个程度， 可王
长兴却说 ：“这是直径1.5米的大
型管网， 不下雨的日流量达到10
万方每天， 这个压力已经足以把
周边土体全都冲掉， 具有很大的
危险性。 大雨一旦降临， 后果不
堪设想。”

王长兴立即跟集团领导沟
通， 向上级汇报后， 当即对道路
进行封闭。 经多方同意， 连夜拉
开围挡进行地勘， 测完数据后发
现， 学知桥下已经出现了个21米
长、 9米宽、 5米深的大型地下空
洞， 相当于2辆大公交首尾相连
的长度、 3条车道的宽度、 将近
两层楼的高度， 而这个大型空洞
距离红绿灯仅有100多米的距离。

由于原管线埋在挡阻墙下， 无法
原地修复， 王长兴制定了回填坑
土、 转路迂回重新修建管线的方
案， 快速恢复了交通， 此后利用
40天时间完成工程抢险。

专业带队
团队防汛总抽升能力提

升至100200立方米/小时

王长兴能带领队伍完成一次
次急难险重的任务， 凭借的是扎
实的专业能力 ， 和对事业的热
爱。

他勤于思考， 善于创新， 归
纳了 “四环五步两加强” 应急队
伍短期能力提升工作法； 开创性
地提出城市主干道非开挖技术综
合应用抢险方案； 创新提出再生
水抢险 “双路供水法 ”； 研制了
360度无折叠导水护套装置， 提

升抽水流量约30%； 还牵头编写
了 《城市排水管渠应急抢险处置
指导规范》， 开启了 “绿色抢险”
的新篇章， 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
文明建设总要求。 在他不断的总
结探索中， 一个个抢险难题被破
解， 抢险效率被不断提升， 首都
城市防汛应急保障最后一道防线
坚固稳定。

“实际上，随着排水基础设施
的提升、 防汛应急抢险作业越来
越标准， 咱们抢险人员的人身安
全更加有保障了。现在，我们应急
抢险大队有150多人，32个大型防
汛抽升单元， 主要承担防汛抢险
和工程抢险两种任务。 接到任务
后，我们的人员5分钟之内就能从
基点出发……”说起工作，王长兴
滔滔不绝，每一处积滞水点、每一
种情况如何处理、 每一名队员的
培养，他都条理分明。

匠人精神、 行业典范， 是王
长兴在专业领域的执着追求。 他
带队经受住了一次次考验， 同时
也使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持续提
升。 防汛总抽升能力从29700立
方米/小时提升到100200立方米/
小时， 可同时处置8起应急突发
事件的3组全天候工程抢险组 ，
短时间集结执行长距离抢险支援
的作战能力以及应急抢险专业化
人才的培养， 使北排抢险大队成
为首都防汛保障和应急抢险的主
力军。

虽然今年马上52岁了， 但王
长兴每次外出抢险， 依然有使不
完的劲儿。 他有一个习惯， 会在
抢险前用手机拍下一张积水照
片， 完成抢险之后， 再拍一张对
比照片， 这种为百姓解决难题的
成就感， 是他坚持从事抢险工作
30多年的最大动力。

每到暴雨天气， 人们行色匆匆赶回家中的时候， 北京排水集团抢险大队副队长王长兴和他的同事们
却迎风战雨、 逆行而上， 抵达可能出现积滞水的点位， 在暴风雨中， 为城市畅通、 行人安全 “疏堵”。
1989年开始参与工程抢险， 30多年一线抢险的经历， 王长兴凭借丰富的应急抢险经验， 在一次次大雨防
汛、 工程抢险、 保障任务中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2022年， 王长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王长兴（右）与同事奋战在应急抢险一线

王长兴 ， 中共党
员 ， 北京排水集团抢
险 大 队 副 队 长 。 于
1989年开始参与抢险
工作 ， 近年来先后参
与北京2012年 “7·21”
特大暴雨灾害抢险 、
2018年支援天津抢险、
2021年支援郑州抢险
等近千次任务 。 1998
年 ， 被北京市总工会
授予 “爱国立功标兵”
称号。 2012年4月，被北
京市总工会授予“首都
劳动奖章”。 2019年12
月，被北京市应急管理
局授予 “应急先锋”荣
誉称号。

个人简介

王长兴带队外出抢险

驰援郑州
95小时抽升53.5万立方

米积水

对于王长兴来说， 最近的一
次紧要任务是2021年支援郑州抢
险。 2021年7月20日 ， 河南郑州
发生特大暴雨灾害 。 头一天晚
上， 北排抢险大队副队长王长兴
正在值班， 突然接到上级通知，
郑州告急， 按照市里统一部署，
集团派出突击队支援郑州， 委任
他为现场总指挥， 第二天凌晨就
出发。

“设想到了当地没吃没喝没
支援， 所以做了最坏的打算， 带
的矿泉水面包等食物， 至少满足
70多人头三天使用。” 王长兴说。
虽然有着几十年防汛抢险经验，
但将抽升设备开到那么远的距离
对所有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他迅
速与领导商讨， 带什么设备、 准
备什么物资、 配备多少人员……
头天晚上9点接到命令， 第二天
凌晨4点， 王长兴就带着人员物
资出发了！ 从7月22日下午到7月
26日下午， 在差不多95个小时的
时间里， 王长兴带领这支突击队
分别转战郑开路京港澳高速桥
下、 七里河南路东侧、 莲湖路下
穿隧道 、 七里河南路东三环隧
道、 杨桥大道、 阜外医院、 绿博
大道等7处积水区域， 累计抽升
量高达53.5万立方米。 突击队员
轮流短暂休整， 设备几乎不停。
面对陌生环境， 他率先拿起长杆
进入深水区寻找雨水箅子， 在多
个抢险现场间不断巡视、 指挥抢
险， 脚泡肿了、 脸晒脱了皮、 嗓
子喊哑了， 连续几天一直坚守在
抢险现场。 王长兴总共休息了几
个小时， 他自己都不清楚。

让王长兴印象最深的并不是
抢险中不眠不休有多辛苦， 而是
住在附近的居民在家煮了鸡蛋、
熬了粥、 炸了油条， 特意给他们
送过来， 摆了整整一长桌； 一位
60多岁的老人边给他们塞食物边
落泪； 一对父母带着几岁大的孩
子来向他们鞠躬致谢； 还有一位
路人现场拦下了一个西瓜车， 扛
下十几个西瓜现场结账， 送给北
排突击队的队员们吃……

“感谢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的
支持， 老百姓对支援队伍的感恩
之心， 是我最难忘的事儿。”

果断处置
避免管线断裂引发路面

塌陷灾害

从1989年就开始干工程抢险
的王长兴 ， 已是一名抢险老将
了。 30多年的抢险经历， 练就了
他专业的抢险能力 。 郑州抢险
时， 他自带发电机预防了断电导
致的机器设备无法运转的问题；
抢险过程中， 绝大多数人都一直
穿着雨鞋作业， 唯独北排突击队
的人， 只有在下水的时候穿， 只
要上岸， 必定脱掉， 这是王长兴
的经验之谈。 “长期穿着雨鞋作
业， 靴子的硬边会将小腿四周磨
得血肉模糊， 参与北京 ‘7·21’
特大暴雨抢险时， 很多人的小腿
都磨烂了。”

那还是2012年 ， 7月21日那
场大暴雨深刻地留在了北京人的
记忆中。 在北京 “7·21” 特大暴

雨灾害抢险中， 王长兴先后指挥
处置险情17处。 由于长时间在积
水中浸泡和雨靴摩擦， 脚和腿被
磨破了， 他不得不频繁地换下雨
靴给伤口消毒， 然后再进入积水
中， 就这样他连续奋战近70多个
小时 。 从那以后 ， 只要一出现
场， 王长兴就会提醒大家注意。

工程抢险也是抢险大队的主
要工作之一 。 2017年7月 20日 ，
接市里预警， 当天有大雨， 抢险
队照常备勤。 当时， 管网三分公
司巡视发现学知桥附近污水管网
异常， 出现污水排河现象。 王长
兴接到任务开始对管网进行排
查。 查看后发现， 应该距离地面
11米深的上游井， 离地面仅有不
足1米深； 而下游井依然在地下
11米的位置， 上下游管线出现了
10米的高度差 。 王长兴立刻判
断： 出现了管线断裂的情况！ 如
果不立即处置， 大雨来袭， 很可
能引起道路塌陷。 当时， 有同事
怀疑是否严重到这个程度， 可王
长兴却说 ：“这是直径1.5米的大
型管网， 不下雨的日流量达到10
万方每天， 这个压力已经足以把
周边土体全都冲掉， 具有很大的
危险性。 大雨一旦降临， 后果不
堪设想。”

王长兴立即跟集团领导沟
通， 向上级汇报后， 当即对道路
进行封闭。 经多方同意， 连夜拉
开围挡进行地勘， 测完数据后发
现， 学知桥下已经出现了个21米
长、 9米宽、 5米深的大型地下空
洞， 相当于2辆大公交首尾相连
的长度、 3条车道的宽度、 将近
两层楼的高度， 而这个大型空洞
距离红绿灯仅有100多米的距离。

由于原管线埋在挡阻墙下， 无法
原地修复， 王长兴制定了回填坑
土、 转路迂回重新修建管线的方
案， 快速恢复了交通， 此后利用
40天时间完成工程抢险。

专业带队
团队防汛总抽升能力提

升至100200立方米/小时

王长兴能带领队伍完成一次
次急难险重的任务， 凭借的是扎
实的专业能力 ， 和对事业的热
爱。

他勤于思考， 善于创新， 归
纳了 “四环五步两加强” 应急队
伍短期能力提升工作法； 开创性
地提出城市主干道非开挖技术综
合应用抢险方案； 创新提出再生
水抢险 “双路供水法 ”； 研制了
360度无折叠导水护套装置， 提

升抽水流量约30%； 还牵头编写
了 《城市排水管渠应急抢险处置
指导规范》， 开启了 “绿色抢险”
的新篇章， 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
文明建设总要求。 在他不断的总
结探索中， 一个个抢险难题被破
解， 抢险效率被不断提升， 首都
城市防汛应急保障最后一道防线
坚固稳定。

“实际上，随着排水基础设施
的提升、 防汛应急抢险作业越来
越标准， 咱们抢险人员的人身安
全更加有保障了。现在，我们应急
抢险大队有150多人，32个大型防
汛抽升单元， 主要承担防汛抢险
和工程抢险两种任务。 接到任务
后，我们的人员5分钟之内就能从
基点出发……”说起工作，王长兴
滔滔不绝，每一处积滞水点、每一
种情况如何处理、 每一名队员的
培养，他都条理分明。

匠人精神、 行业典范， 是王
长兴在专业领域的执着追求。 他
带队经受住了一次次考验， 同时
也使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持续提
升。 防汛总抽升能力从29700立
方米/小时提升到100200立方米/
小时， 可同时处置8起应急突发
事件的3组全天候工程抢险组 ，
短时间集结执行长距离抢险支援
的作战能力以及应急抢险专业化
人才的培养， 使北排抢险大队成
为首都防汛保障和应急抢险的主
力军。

虽然今年马上52岁了， 但王
长兴每次外出抢险， 依然有使不
完的劲儿。 他有一个习惯， 会在
抢险前用手机拍下一张积水照
片， 完成抢险之后， 再拍一张对
比照片， 这种为百姓解决难题的
成就感， 是他坚持从事抢险工作
30多年的最大动力。

有我
———北京劳动者之歌

强 国
复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