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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北京环卫集团所属南
宫生物质公司副总经理、 工会主
席袁满昌被评为北京市国资委系
统2022年度 “国企楷模·北京榜
样”。 今年54岁的袁满昌是环卫
战线上的一名老兵， 疫情之下，
他带领团队先后负责北京新发地
涉疫农产品处置、 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重点管控生活垃
圾接收处置等任务， 护航首都新
冠疫情防控工作。

敢为人先
争当垃圾焚烧行业标杆

今年1月12日， 袁满昌所在
的南宫焚烧厂被确定为北京2022
年 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期 间 重
点 管 控生活垃圾唯一指定处理
设施。 他牵头编制了重点管控
生活垃圾处置方案 ， 设计打造
了自动喷雾消毒车道， 并多次进
行模拟演练， 确保运输车辆及时
得到消毒， 实现处置工作万无一
失。

按照之前惯例， 垃圾运输车
进入处理设施后， 一般都是由运
输单位负责卸车和车辆消杀。 但
在全市冬奥保障部署会上， 袁满
昌代表环卫集团承接了垃圾搬卸
和车辆消杀的工作。 虽然在疫情
常态化防控背景下， 工作量和危
险性增加了许多， 但袁满昌算了
一下 ， 按每天150辆车计算， 如
果是由运输单位卸车， 各区至少
得闭环200多人， 而由南宫焚烧
厂统一卸车， 只需闭环20人。 这
样运输司机全程不用下车， 可最
大限度消除新冠病毒交叉感染的
风险。 最终， 袁满昌安排20名职
工进入闭环管理， 冒着风险搬运

重点管控生活垃圾， 阻断病毒传
播途径， 同时降低了垃圾处理成
本， 彰显了大事面前京环人的责
任与担当。

南宫焚烧厂最终高标准圆满
完成北京冬奥会服务保障任务，
全部闭环人员实现零感染。 市城
管委相关领导给予袁满昌团队高
度评价： “冬奥城市运行保障工
作如果发金牌， 南宫焚烧厂应该
得到一枚。” 全市各大垃圾焚烧
厂也都来南宫焚烧厂学习经验，
袁满昌毫无保留地全面介绍处置
重点管控生活垃圾的技术要点、
注意事项及心得体会。 南宫焚烧

厂也成为了全市垃圾焚烧行业的
标杆。

身先士卒
带头进驻厂区24小时值守

北京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结
束后， 袁满昌和同事们原本都计
划着好好调休一段时间。 可没想
到新一轮新冠疫情不期而至， 他
们 又 继 续 投 入 到 战 斗 中 。 南
宫 焚 烧厂所负责的重点管控生
活垃圾日处理量在短短的几天
内 ， 由 100多吨增加至 300吨以
上， 最高峰时甚至达到将近400

吨。
袁满昌组织焚烧厂全部管理

人员、 技术人员开展专题培训，
之后他们全员轮流进行值班值
守、 闭环管理。 袁满昌更是身先
士卒， 放弃休息， 全天候24小时
在厂内值守。 别的不说， 光是每
天协调20多家单位300余车次清
运车辆有序进厂， 确保重点管控
生活垃圾与一般生活垃圾不交
叉， 就得投入大量精力。 同时，
他紧盯作业情况和设备工况， 及
时处置突发事件。

“五一” 前夕， 正在值班的
袁满昌突然接到电话， “袁总，
投料口出现了 ‘架桥’， 火顺着
箱子烧到投料口了！” “我马上
到！” 袁满昌拿上安全帽直奔中
控室， 原来重点管控生活垃圾都
是用长、 宽、 高分别为60厘米、
50厘米 、 40厘米的纸箱子包装
的， 到投料口后有时候会卡住，
出现 “架桥” 现象。 再加上箱子
之间存在缝隙， 导致炉膛内压力
发生变化， 负压变成正压， 火苗
窜出， 把纸箱子点燃了。 “赶紧
通知垃圾吊控制室， 先用分量重
的湿垃圾从投料口往下砸， 再配
合浇水 ， 决不能让火势蔓延 ！”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紧张处理， 火
势最终被控制住了。 袁满昌后来
又组织技术人员对投料方式进行
优化， 从根本上消除了 “架桥”
隐患。

“冬奥和抗疫这段时间， 袁
总白天黑夜都在忙。 由于太累，
他的免疫力下降 ， 导致病毒入
侵， 脸部都有些中风了， 但他仍
然坚守岗位 。 大伙儿一看到他
在， 心里就感觉很踏实。” 南宫
焚烧厂一位生产经理说。

恪尽职守
守牢疫情防控“最后防线”

自北京冬奥会开幕至今， 袁
满昌在家休息的时间屈指可数，
仅有的几天休息还是因为生病在
医院治疗 。 有同事跟他开玩笑
说： “袁总， 您一直 ‘泡’ 在单
位， 嫂子对您有意见不？” 袁满
昌沉默了许久， 说： “由于疫情
这种特殊情况， 家里人都很理解
我， 毕竟咱们是处理重点管控生
活垃圾的最后环节， 也是最后一
道防线。 如果有一丁点儿闪失，
您说， 咱们对得起谁？”

在岗时， 袁满昌平均每天工
作12小时以上。 作为一名有着17
年 党 龄 的 老 党 员 ， 他 凭 着 对
环 卫 工作的一腔热忱 ， 将全部
精力投入到焚烧厂的各项工作
中 ， 圆 满 完 成 了 重 点 管 控 生
活垃圾的处理任务。 袁满昌说，
最近这些日子， 自己脑海中一直
在回想冬奥及近期抗疫过程中所
经历的点点滴滴 。 “冬奥会期
间 ， 有 的 职 工 冒 着 大 雪 给 进
出 车 辆清理车牌 ， 以便车辆能
够自动识别 ； 我们厂子 ， 有的
‘90后’ 年轻职工在封闭卸料区
坚守两个多月， 专门从车上往下
搬运重点管控生活垃圾； 还有的
夫妻俩都在厂内工作， 一直坚守
小半年没回老家……” 袁满昌
说 ， 这样的感人故事有很多很
多。

现在疫情已大为好转， 袁满
昌心里也很高兴。 他始终坚信，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只
要大家都奋力拼搏、 坚持到底，
最终一定能战胜疫情。

□本报记者 边磊/文 通讯员 胡晓丽/摄

北京环卫集团所属南宫生物质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袁满昌：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李英民

坚守一线保产的“巾帼电工”
———记首钢矿业公司运输部机务段维修电工郭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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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 首钢矿业公司运输
部机务段检修厂房旁边的石榴树
已硕果累累， 它见证了自今年本
轮疫情发生以来， 维修电工郭娜
入住保产的工作点滴。 作为检修
班组住厂保产的10人中唯一的女
性， 也是机务段住厂保产的135
人中唯一的女性， 郭娜可谓 “巾
帼不让须眉”。

4月26日晚上8点， 郭娜拖着
疲惫的身体正想上床休息， 接连
几天检修让她有点吃不消。 此时
身边的手机响起铃声： “已经休
息了吧？” 电话另一头是老班长
在试探性地询问。

“没有， 是不是有任务啦？”
“342机车一步牙电流不稳

定 ， 随时有途中 ‘趴窝 ’ 的风
险， 保产需要， 现在又不能回房
检修 。” 老班长知道郭娜辛苦 ，
也知道要在机车运行中监测查找
这种隐形故障， 郭娜是最好的人
选。

“车在哪？ 我去处理！” 郭
娜答应得很爽快， 动作更快， 穿
上衣服， 带上工具就出发了。

1997年技校毕业后， 郭娜就
与机车电气检修结下了不解之

缘。 25年的检修经验， 各种机型
的电路她清晰地印在了脑子里，
如今她是单位聘任的电工技师。

各种机车的大中修、 定检和
计划修， 一般是等车上门， 就像
医院里坐诊的大夫。 疫情的特殊
情况把这一惯例打破了， 不同班
组之间、 不同工种之间、 工作与
休息时间 ， 都围绕着 “机车保
产” 这一核心目标实现高效有机

整合。
格外寂静的夜色下， 郭娜一

路小跑 ， 大概十分钟来到82米
站， 342机车正好从选矿站方向
驶来。 郭娜上车后， 机车向新庄
驶去， 那里有建材集装箱等着取
对， 只能在作业间隙才能检修机
车。 一步牙电流不稳故障原因有
很多种， 如何排查处置郭娜心中
有数， 她一路监测运行状态一路

等待抢修窗口时间 ， 车一停下
来， 她便马不停蹄地进行逐点位
排查， 不良状态消除后， 她又跟
车监测了一段时间， 确认机车状
态平稳后才安心下车。 等到郭娜
搭车回到宿舍时已近午夜。

这只是郭娜在工作中担当重
任的一个缩影。

350机车大修同步进行斩波
调速改造， 是2022年首都矿业运
输部重点项目， 也是运输部机车
检修队伍自主施工的第一次尝
试。 全车低压回路、 高压电机主
回路的改造施工重任压在了郭娜
的肩上。

住厂保产以后， 郭娜和同事
们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机车定检
和计划修上， 350机车大修改造
暂停了。 但她惦念着改造计划，
空闲时间满脑子都是电气回路、
接线端子， 稍微有点空闲就一头
扎进350机车的机械室、 司机室、
高压室忙个不停。 在随后的一个
月内， 在机车紧张的空间里， 她
完成了3000多米布线总长度。 她
说， 等采购的斩波调速的关键备
件全部到货了， 绝不让电工活影
响改造进度。

爬地沟、 上车顶、 搬重件，
和男职工一样动作娴熟的郭娜，
有着对工作的热爱、 对技术的执
着， 还有对家人的默 默 关 心 与
无私奉献 。 郭娜的爱人在首钢
迁安钢铁公司工作， 两口子都在
单位保产， 郭娜心里最放心不下
的就是家里的公公婆婆。 公公77
岁高龄了 ， 脑血栓 、 糖 尿 病 等
多种疾病已经让老人卧床两年
多了。 在住厂一个多月后， 郭娜
“不能想象婆婆一个人是怎么照
顾公公的…… ” 在家的日子 ，
她 每 天 会 和 婆 婆 一 起 给 老 人
翻身 、 捶背 、 扶他上轮椅 、 推
他晒太阳……尽管隐含着焦虑
和愧疚， 郭娜依然以饱满的精神
和昂扬的斗志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

眼下， 郭娜正在为350机车
全车的电路改造顺利进行贡献自
己的力量。 浓绿万枝红一点， 动
人春色何须多？ 郭娜如厂房外那
株在4月悄然绽放的石榴花， 吐
露着自己的芬芳———由她负责的
350机车低压回路、 高压电机主
回路改造施工 ， 经过时光的打
磨， 如今也快到了收获的季节。

守牢涉疫生活垃圾处置“最后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