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２０23年 9月 12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于彧│美术编辑 王巍│校对刘芳

以工匠精神铸就八达岭索道卓越品质

□本报记者 马超

“锁”住安全
为游客撑起“保护伞”

张洪波每天必做的早课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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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区域运转是否正常
等。 而在暑期和 “十一” 黄金周
等重要假期， 张洪波都是早上5
点前就到达单位 。 在他看来 ，
“越是节假日的时候， 游客出游
需求就越大， 八达岭索道游客也
就越多， 对设备安全可靠的要求
就越高。”

正是凭借勤勤恳恳、 一丝不
苟的工作态度， 在张洪波的带领
下， 八达岭索道实现连续20余年
安全运营零事故， 并在2016年10
月3日创造了世界上单条客运索
道游客接待量的最高纪录———
27567人次。

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
张洪波主持了八达岭长城景区
南、 北线索道的技术改造。 2017
年， 南线索道进行技术改造， 施
工难点在于如何安装运输重达
24.5吨的缆车车厢。 瑞士技术专
家提出先分体运输再到施工现场
组装的思路， 但是张洪波认为，
“施工现场不具备组装条件， 而

且现场组装会延迟工程进度 ”。
经过反复探讨， 最终采用了张洪
波的建议， 即设备厂家直接组装
好车厢， 整体运输到现场。 在现

场吊装车厢时， 他还建议采用承
载量100吨的大型吊车， 从八达
岭高速上直接吊装到南线， 再通
过平板车运到轨道上， 实现一次

性吊装到位， 节约了大量时间、
人力和物力。 改造后， 南线索道
单向客运量达每小时2000人次 ，
成为北线索道的有力补充。

不断技术创新
带出过硬队伍

八达岭长城景区不仅在延庆
旅游产业中占据核心位置， 作为
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举世闻名。 张
洪波在索道运营方面积极探索，
大胆推进改革创新。

八达岭地区冬春两季风力较
大， 设备塔架上的风向标经常损
坏， 如果更换进口风向标， 价格
高达3000元， 而且备货至少要三
四个月。 张洪波通过多次拆解损
坏的风向标， 研究其工作原理，
分析损坏原因， 经过多次试验，
成功加工制作完全适合索道运营
的风向标。 相较进口风向标， 自
研风向标成本更低、 寿命更长。
针对上站液压站在索道开机后增
压电机不间断工作容易造成损坏
和油泵堵塞问题， 他带领技术人
员积极研究、 多次实验， 增加了
压力传感器和延时继电器， 实现
增压电机间断运行， 大大延长了
使用寿命， 同时也减少了上站的
噪音和电力损耗。 诸如此类的发
明革新还有很多， 例如， 他用自
己加工的托齿器替代进口产品，
解决缆车发车链条缠绕问题； 利
用油压机切割更换轮衬， 提高维
修更换效率和维修质量等等。

在张洪波的带领下 ，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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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索道公司
被评为客运索道安全技术及设备
管理区级创新工作室， 带出了一
批技能过硬的技术人才。

备战北京冬奥会
索道保障 “超标准”

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举世瞩
目。 为做好延庆赛区高山滑雪项
目13条索道的运营管理和服务保
障工作，张洪波认真研究《2022年
北京冬奥会参赛服务保障工作计
划》，制定完善企业落实服务保障
工作具体实施方案； 牵头成立了
八达岭旅游总公司总工程师办公
室，从机构职能、人员配备、成本
测算等各方面提前谋划， 组建运
营服务团队； 建议选派年轻骨干
进行脱产培训，学习机械、电气、
计算机等理论知识， 并进行缆车
司机操作、应急救援等实地演练。

2019年11月20日， 索道公司
24人组成的2020年高山滑雪世界
杯延庆站索道服务团队进驻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现场， 对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B1、 C、 F三条索道进
行运行、 维护保养工作。 在零下
20多摄氏度的气象条件下， 张洪
波带领团队不惧严寒和索道线路
艰险， 仍坚持索道早检、 线路巡
查、 晚检， 做好索道运行记录，
确保索道运行安全， 为北京2022
年冬奥会的圆满举办贡献了力
量。

几十年风霜雨雪， 几十载春
华秋实。 张洪波秉承工匠精神，
不忘精益求精的初心， 用无私付
出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首攻坚克
难、 创新实干的时代工匠赞歌。

精于钻研技术 保障水文服务实时在线“不掉线”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水文总站水文勘测二队副主管王阳

□本报记者 孙艳

北京市水文总站水文勘测二
队副主管王阳十余年如一日， 扎
根水务一线， 凭着精益求精的钻
劲 ， 成为了一名水文勘测 “尖
兵”。 他参与撰写的北京市地方
标准 《电波水流量测验规程》 在
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他以电致发
光原理为基础研发出的自发光水
尺填补了相关领域技术空白 。
2023年 ， 王阳荣获首都劳动奖
章。

2009年， 王阳来到位于房山
区的张坊水文站工作。 刚到站上
时， 为了尽快学会操作仪器、 熟
练掌握水文站业务， 他经常向水
文 前 辈 请 教 ， 并 利 用 每 次 外
业 工 作机会学习测流要点 ， 利
用业余时间背诵相关规范。 “正
是当年毫无杂念地一心学习业
务 ， 为 我 日 后 工 作 打 下 了 扎
实的基础。” 王阳说， 很感谢那
段踏实学习的自己， “把枯燥的
工作坚持下去， 把简单的事情做
到极致” 也是一种磨练意志的过

程。
声学多普勒测流仪 （AD鄄

CP）、 电波流速仪 、 Flowtracter
测流仪 、 回声测深仪 、 GPS—
RTK、 自记水位计 、 在线流量

计……随着水文现代化的发展，
新仪器在水文工作中逐步应用。
面对新的设备， 王阳总是扑下身
子， 第一个学习研究， 并尽快在
工作中应用。 “作为新时代的水

文工作者， 就要对这些新仪器了
如指掌。” 王阳说。

2011年1月1日， 北京市启动
第一次全市水务普查 。 在此期
间， 王阳参与了河湖水务普查昆
明湖、 团城湖等6个湖泊的水下
地形测量任务。 他利用回声测深
仪结合CORS网络， 创新将湖泊
划分成数万个小网格， 通过网格
轨迹结合回声测深仪确保了水
下地形的测量精度 ， 圆满完成
了任务。

在光线不足时观测地下水
位， 通过传统方法会出现人工
观读困难、 读数不准确的问题 ，
王阳深入探索， 分析研究了多种
方式， 最终确定采用电致发光，
以电致发光原理为基础研发出自
发光电子水尺， 实现水尺全天不
同场景下均可观测， 填补了该领
域技术空白。 他参与撰写北京市
地方标准 《电波水流量测验规
程》， 使电波流速仪在实际测验
中有规范可依， 在全国属于领先

水平。
工作多年来， 王阳养成了一

个习惯： 每当汛期来临之前， 他
都会对全市84套自记水位计进行
现场检查。 水位计站点分布范围
广， 有些站点需要涉险登高， 有
些则需要涉水甚至行船， 检查一
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他毫无怨
言， 认真仔细， 把运维检查工作
做到更好， 让测验设施设备在汛
期正常运转。 由于汛前准备工作
做得踏实、 充分， 借助水文自动
化系统等获取实时雨水情信息，
使得巡测更有针对性， 时机把握
更加精准， 从而实现了从被动防
御到主动出击的飞跃。

“心在一艺 ， 其艺必工 。”
王阳深知成绩的取得仅代表了过
去的努力， 未来的道路上他依然
要脚踏实地， 勤奋学习， 重新出
发，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持续发
挥自己的价值 ， 以百分百的努
力， 保障水文服务实时在线 “不
掉线”。

———记北京八达岭索道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洪波

安全是索道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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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着安全运营及保障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责任。 在北京市八达岭旅游
总公司总工程师张洪波的带领下， 北京八达岭索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索道公
司”） 全体职工践行 “安全重于泰山， 质量就是生命” 的原则， 紧紧围绕 “抓落
实、 严考核、 重实效” 九字方针， 严谨细致开展安全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