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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层、 超高层建筑集中
的情况， 他带队搭建了立体多元
防火系统， 利用物联网终端关联
各大厦， 可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处
置； 以社区为中心， 他打造 “智
慧消防”， 配备 “火眼” 摄像机、
联动社会力量全方位排查隐患；
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 他建立四
级联动机制， 对全场馆24小时无
死角视频巡控……他就是朝阳区
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一处副处
长张硕。 他常说： “群众是我们
执法服务的对象， 没有群众就没
有我们， 执法为民是我们做好消
防监督工作必须坚持的理念。”

真诚服务
恪守“人民消防为人民”承诺

张硕积极推动出台市级消防
安全责任实施细则、 火灾事故处
理规定， 不断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和消防安全责任的落实， 持续保
持火灾防控的高压态势， 助力消
防安全形势稳定。

针对属地9个街道的老旧居
民小区、 平房连绵区， 他连续3
个月带队夜查， 敲门入户， 进行
了一场地毯式隐患摸排， 查处消
防设施、 消防通道等问题25处，
涉及范围9万多平方米。

“检查不是以处罚为目的。”
面对群众的不理解、 不耐烦， 张
硕总会耐心地给群众讲授火灾案
例， 让他们明白消防违法行为会
造成的严重后果， 能够自查自改
消除隐患， 保障安全。

一些老旧居民区内， 前期基
础设施薄弱， 电动车入户、 飞线
充电等问题屡禁不止。 对此， 张
硕以 “既要管理， 又要疏解” 为
原则， 在联合物业、 属地加大管
控措施、 提升宣传力度的同时 ，
针对群众提出的点位少 、 距离

远 、 电费贵 、 电瓶易被盗等问
题， 积极进行组织协调， 新建、
改建足量的电动车充电桩， 并通
过智能充电系统、 定位追踪管理
等方式保障充电安全， 价格也与
居民用电相当， 从根源上去解决
老百姓们的后顾之忧。

言出必行
夯实文保单位防消力量

张硕告诉记者，近十年来，国
家文物局接报文物火灾事故百余
起， 他决心要担起文物古建守护
人的责任。 2021年，在对日坛公园
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时， 张硕发现
这座拥有近500年历史、市级马骏
烈士陵园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内，消防设施薄弱，改造升级难度
较大，存在着巨大的火灾风险。

面对张硕的质疑， 有人认为小
题大做， 但张硕始终认为： “宁
可十防九空， 不能万一失防。 只
有将火灾事故消灭在萌芽之时、
成灾之前， 我们才能心安！”

于是， 张硕马不停蹄地与日
坛公园管理处、 街道、 文物局等
部门协调沟通， 制定规划了小型
消防站方案。 经过全力推动， 在
多方配合支持下， 日坛小型站历
时半个月就全面建成， 这是继故
宫消防救援站和颐和园消防救援
站设置以来， 第三座在国家级文
保单位设置的小型消防救援站。
消防救援站不仅肩负着革命文物
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和周边社区的
消防安全重任 ， 也为周边使馆
区、 儿研所等重点单位增添应急
处置力量， 形成了区域联动。

然而， 在张硕看来， 这项任
务并没有结束， 他将继续深入关
注历史文化单位、 文明古建筑的
防火安全， 以及消防设施的发展
建设， 将灿烂的文化遗产完整交
到后代手中。

与时俱进
完善智慧消防监控体系

作为一名老防火人， 张硕始

终保持着探索新技术的热情。 通
过与各部门的努力合作， 朝阳区
防火督查一处推出了社区智慧化
管理、 大型综合体标准化管理、
餐饮消防智慧管理等系统， 精准
把控防火于未燃。 在张硕的手机
中， 其辖区内各单位每天的消防
巡更完成情况一目了然。

2020年11月， 社区智慧消防
管理系统在朝外街道吉祥里社区
展开试点 ， 24小时守护小区院
内、 车辆、 绿植、 变电站等公共
部分， 精准捕捉风险点。 目前，
已累计处理800多条消防隐患 ，
实现小区零事故。 2022年， 此项
智慧消防经验已经开始向全区推
广 。 餐饮消防智慧管理APP系
统， 也被运用到81家重点单位餐
饮场所， 对餐饮行业后厨火灾预
防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我看过太多因处置不及时
酿成的 ‘火烧连营’， 智慧消防
系统能辅助我们实现快速反应联
动，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智慧消防
应用力量， 延伸应用场景。” 张
硕说。

护航北京冬奥
筑牢重大国际赛事“安全墙”

“防火工作只有进行时， 没
有完成时 ， 我们一直在路上 。”
在张硕心里， 防火的成绩都是过
去式 ， 每一次新的防火安保任
务， 都是一场自我能力的修行。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消防
安保任务中， 张硕主要负责在北
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期间， 志愿
者、 投资商、 媒体等驻地的消防
安全巡查工作， 以及远程指导、
支援冬奥村内的专班， 展开防火
巡查行动， 两项任务都面临着区
域散、 功能多、 面积大的复杂环
境。

刚开始的一个月， 张硕和团
队成员每天步行两万步以上， 检
查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配合专家
评估各处风险隐患， 走访各个领
域， 熟悉每一个点位。 针对发现
的 可 燃 物 堆 积 、 安 全 疏 散 等
94条 突出隐患逐一落实整改措
施。

张硕虽未亲自踏入冬奥村等
闭环区域 ， 却是队员们的主心
骨。 在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时， 他组织专班成员开
展防火巡查1300余次， 消除动态
火灾隐患2100余处， 下发 《消防
安全提示单》 58份， 签订 《消防
安全责任书、 告知书》 80余份，
建立场馆4个大网格、 40个中网
格、 78个小网格的社会联勤联动
力量， 营造了安全入住的 “宣传
线”。

针对运动员公寓， 张硕利用
智能电台、 微信群等实现联勤联
动 ， 建立了 “楼层服务员 、 楼
长、 微型消防站、 物业” 四级联
动机制 ， 协调安保团队将场馆
1986个监控探头接入消防指挥
所， 对全场馆开展24小时无死角
视频巡控 ， 设置了安全入住的
“巡查线”。

“有点像电视导演一样， 要
把所有的危险信号都在脑子里反
复推演， 寻找安全漏洞。” 张硕
围绕灭火救援、 人员疏散及其他
灾害类型， 累计为北京冬奥会重
点节点、 开闭幕式等重要时段筹
备了40余份应急预案。

在每个重要的安保节点， 张
硕既当教练员， 又是排头兵， 而
日夜奔波操劳， 长时间高负荷工
作， 让他一度突发急性胃病。 面
对同事们的关心关爱， 张硕总是
浅浅一笑回答说： “从事安全工
作 ， 就得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负
责， 容不得半点懈怠！”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一处副处长张硕

严把列车维修质量关， 是提
升安全运营和乘客服务体验的源
头 ， 也是聂博涛始终坚守的信
念。 聂博涛是北京地铁运营二分
公司1号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 ，
他参与完成了DKZ4型列车半自
动开关门改造等8项车辆改造工
作， 专项检查车辆500余组， 发
现各类隐患16次， 避免因故障造
成的掉线6次。 近日， 他被北京
地铁公司党委授予 “北京地铁大
工匠” 称号。

聂博涛力求把工作做到极
致。 每一次检修作业， 都要把螺
丝拧到最合适的位置； 每一个车
辆故障， 都要研究透彻， 不遗漏
一丝隐患。 正是由于这份执着与
专注， 为他今后的成长之路奠定
了扎实的业务基础。

每次遇到车辆故障， 聂博涛
都细致入微记录现象 、 分析原
因、 总结经验， 日积月累形成了
“故障处置笔记”， 这些笔记也成
为了检修职工手中的 “地铁病历
本”， 聂波涛 “药到病除” 的高

超技艺也因此被广为流传。 2016
年， 1号线DKZ4型车辆因放电接
触器故障， 导致辅助逆变器停止
工作， 多次造成车辆故障。 聂博
涛同技术人员共同分析故障原
因， 提出将接触器更换为另一种
型号， 解决了相关问题， 杜绝了
此类故障的发生。

聂博涛对车辆检修技术执着

追求， 专注于地铁车辆维修技术
的学习和研究。 他主持列车电气
系统的各项改造任务， 通过全程
参与北京地铁1号线电动客车的
修程检修工作， 认真钻研业务，
像 “背单词” 一样把地铁列车所
有电气设备线路图和上万个电气
零部件的位置熟记于心。 凭借脑
海中一张张的图纸， 他便能准确

快速找到部件 ， 被同事们称为
“行走的电路图”。

2020年， 检修中心接到1号
线全线实现半自动开关门的任
务， 由于DKZ4型列车生产年份
久远、 电路设计不足等原因， 造
成改造工作复杂， 难度大。 为解
决这一问题， 聂博涛带领中心技
术组的骨干， 制定具体的施工改
造措施 ， 积极查阅各类技术资
料， 学习信号知识， 分析工作原
理， 梳理电器线路， 迅速完成了
第一组车的改造工作。 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对检修零件物流运输的
影响， 聂博涛通过不断调整改造
方案， 实时动态调整改造进度，
加班加点进行试验， 按期完成了
改造任务， 为1号线实现半自动
开关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庆祝活动运输保障工作中， 聂博
涛带领中心骨干完成31组DKZ4
型车辆的重点部位普查整改工
作 ， 发现并解决隐患问题20余
个， 完成6组重点保障车辆的受

流器主轴更新工作。 为缩短故障
处置时间， 聂博涛牵头组织重要
控制电路应急故障处置装置加装
改造工作 ， 不仅按时完成了任
务， 还对跟车保障人员进行应急
故障处置培训， 确保车辆重要控
制电路突发故障时， 保障人员能
够在30秒内完成故障快速处置，
保证重点保障车辆安全运行。

随着首都地铁的高质量发
展， 电路分析成为年轻职工的薄
弱环节 ， 聂博涛作为 “兼职教
师”， 利用自身工作经验开展电
路图培训， 手把手传授技艺。 他
对电路图进行了模块化划分， 在
工作之余拍摄车辆部件照片200
余张 ， 制作教学培训课件60多
个， 根据电路的流向， 逐级讲解
电路原理 ， 并配以车辆实物照
片 ， 使中心全体职工快速掌握
DKZ4型车的电路原理图。 针对
中心职工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情
况， 他研究培训方案， 建立 “初
级工会背电路图、 中级工能正确
判断和处理车辆电器故障、 高级
工能分析故障原因” 标准， 为中
心的储备骨干人员打下坚实的基
础。

从一名毛头小伙到全国工人
先 锋 号 集 体 优 秀 班 组 长 ， 聂
博 涛 始终坚持从细节入手 ， 用
专注和执着， 用高超的技能保障
首都地铁的安全运行。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行走的地铁车辆“电路图”

用智慧消防为城市安全装上“火眼金睛”

———记地铁1号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聂博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