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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陈晓虎、于瑶)“参加
工作 14 年，13 个‘年’是在井下过的，今年还
是第一次回家过年。”春节假期结束后，35 岁
的矿工虎文广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重返工作岗
位。虽然只有 3 天假，但对他来说，今年春节
最知足。

“矿工岗位特殊，本已习惯井下的年味和
责任，忽然回家过年，真是别样的幸福！”虎文
广憨笑着告诉记者，今年把父母从几百公里
外的农村老家接到银川，一家三代终于过了
个“团圆年”。

不仅是虎文广，枣泉煤矿的大部分矿
工都尝到了春节团圆的味道。作为国家能
源宁夏煤业集团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矿井，
在毛乌素沙地腹地建矿以来，枣泉煤矿不
断攻克各种复杂地质条件难题，安全生产
12 年。

以往矿工下井，乘坐“猴车”，穿过“水帘
洞”，跨越“火焰山”，在高温、高湿和煤尘中负
重工作，产量全靠人海战术和高强度劳动。为
了营造“舒适、安全、高效”的井下工作空间，
近年来，枣泉煤矿深入研究、引入智慧开采装
备和物联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在稳定产量的
同时，有序减少井下作业人员。

早晨 10 时许，记者换上装有定位器的
井下工作服，通过严格安检，乘坐防爆胶轮
车，驶入下井巷道行驶 30 多分钟后，抵达井
下 200 多米处的 220605 综采工作面。正赶
上设备检修时间，穿过多排液压式单体立柱
搭建的廊道，在坡度较陡的采煤工作面通
道，10 多名矿工正在对不同部位的设备进
行检修。

“我们的‘智慧矿山’正不断把矿工从艰苦
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现在采煤作业时，每班

组只需要十五六名矿工在井下进行按键式操
作。井下任何一个位置，地面人员都能通过监
测系统实时监控，一旦发生险情，只要按下工
作服小盒子上的这个凸点，就可以发出求救
信号。”枣泉煤矿矿长翟文一边演示定位器一
边说，你再看那些安装在采煤工作面机头、机
尾煤壁上方的监测器，只要监测到有毒有害
气体，井上立马就能收到报警。

去年建设“智慧矿山”以来，枣泉煤矿建
设了具有智能联动、智能报警、诊断决策等功
能的综合智能一体化生产监控系统，监测数
据点达 2 . 6 万个，对整座煤矿进行远程监视
和集中控制。这样一来，枣泉煤矿编制了
1000 多个标准作业流程，减少工作人员 230
人。也正是“智慧”带来了产量，带来了底气，
按照集团公司要求，枣泉煤矿破天荒在春节
期间停产检修，给矿工放假 3 天。

去年 3 月正式上线的新技术———“E 通
新枣泉”，更是让一部手机“智联”了一座矿
山。井口、办公室、维修现场、机器设备、库房
材料等，随处可见二维码，工作人员有事就拿
手机扫码，工程进度管理、数据分析、设备领
用、故障申报等都可以解决。

从井下回到地面，翟文拿出手机点开“E
通新枣泉”APP 对记者说，“刚才井下的所有
情况都可以看到，并通过手机进行远程操控。
春节放假不带班时，在家里我随时可以用手
机全面了解枣泉煤矿的安全状况。”

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决策智能化的
“智慧矿山”高质量发展管理系统，不仅让整
个矿区更安全，还实现了复杂环境下的高效
回采。2018 年，枣泉煤矿累计生产原煤 668
万吨，同比增长 8%，综采工作面回采率达
98%，整个采区回采率达 80% 以上。

宁夏：“智慧矿山”别样年
轧机轰鸣，一块块火红的钢

坯在上千米长的万能轧钢生产线
上时进时退，经过反复轧制，在生
产线末端已经成为一根根银灰色
的高铁钢轨。

新春伊始，包头钢铁集团轨
梁厂的轧钢楼里一派繁忙景象。

京张高铁、崇礼高铁、京雄城
际高铁……包钢轨梁厂综合部部
长苏宏掰着手指头说：“这些工程
都主要由我们供轨，今年任务挺
紧。”

目前，包钢集团是全球最大
的钢轨生产企业。从 2007 年生产
出第一根高铁钢轨起，到 2018 年
底，包钢轨梁厂共生产百米高铁
钢轨 260 多万吨，折合铁路里程
1 万余公里，满足了国内约 1/3
的高铁钢轨需求。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已建成高速
铁路 2 . 9 万多公里，很多高铁工
程采用了包钢生产的钢轨。“京沪
高铁接近 6 0 % ，京广高铁约
50%，兰新高铁是 100% ……高
铁是中国制造的‘名片’，高铁钢轨
则是包钢的‘名片’。”苏宏颇为自
豪地说。

钢轨涉及亿万人的出行安
全，生产管理非同一般。目前，全
国只有 5家企业具备高铁钢轨生
产能力。为保证质量，铁总公司在
供货企业设立驻厂监督站，现场
监督生产，查验产品质量，每个月
都要出具检验报告。

高铁钢轨从炼钢到轧制、后
期加工共有 130 多道工序，讲究
精炼、精轧、精矫，钢材纯净度、轧
制和后期加工尺寸、表面质量、平
直度等指标明显高于普通钢轨。

包钢轨梁厂技术部工程师乌云达来举例说，按照我
国标准，高铁钢轨的表面坑凹深度不得超过 0 . 35 毫米，
包钢的标准已提高到不超过 0 . 25 毫米，普通钢轨则是
不超过 0 . 5 毫米；在平直度上，高铁钢轨每两米的侧弯
幅度不得超过 0 . 6 毫米，也高于普通钢轨。

刚下线的高铁钢轨每根长 100 米，利用无缝焊接技
术，在出厂前将被焊接成每根 500 米长，焊口误差却不得
超过 0 . 2 毫米。普通钢轨一般每根长 12 . 5 米或 25 米，
铺轨时要留轨缝。高铁稳当能竖着放硬币，没有哐当哐当
的声音，这就是背后的奥妙。

包钢轨梁厂投产于新中国成立 20周年前夕，50 年
间我国铁路发展日新月异，大秦线、青藏线、京九线、哈大
高铁……众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铁路工程背后，都有包
钢人忙碌的身影。

苏宏介绍说，建厂初期，包钢只能生产老式 50 型钢
轨，从苏联引进的轧机又大又笨，冷却时靠人扯着管子喷
水，后期加工主要用扳子、大锤。现在，点点鼠标就能操控
生产线，上千米长的车间里只有 10 来个人值守。

近年来，包钢集团新开发出技术含量更高的第三代
稀土钢轨、高等级耐磨钢轨、高速重载钢轨等产品，以满
足未来我国铁路发展的战略需求。

记者了解到，第三代稀土钢轨耐高温、严寒和腐蚀，
硬度和强度比第二代高铁钢轨有较大提升。贝氏体钢轨
被誉为“21世纪的钢轨”，在生产中却存在强度和韧性很
难兼得的技术瓶颈，包钢联合清华大学、北京特冶公司经
过 10 多年攻关，已研发出兼具高强韧性和高耐磨性的高
等级贝氏体钢轨，具备了全系列轨型的批量生产能力，为
今后我国铁路的发展扫清了一大障碍。

(记者任会斌、朱文哲)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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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8 日，旅客和装扮成卡通人物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当日，南京南站在候车大厅举办“我们的节日·喜迎元宵佳节”活动，猜灯
谜、剪纸等传统民俗吸引许多旅客驻足，车站工作人员还送上汤圆和花灯，让
节日的欢乐与旅客一路相随。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车站迎元宵

春节结束了，山
西省沁源县景凤乡党
委书记卫文丽放心大
半。

每年冬春季节，
都是沁源这个太岳山
东麓森林大县防火压
力最大的时候。“逢年
过节更要谨慎，山上
都是天然林。”卫文丽
说，连续多个除夕，她
和值班的乡镇干部都
不敢回家，“三十晚
上，和护林员们一起
在乡政府包顿饺子就
算过年。”

地处太岳山区、
沁河源头的沁源县拥
有森林 220 万亩、天
然牧坡 120 万亩、连
片草场 72 万亩，57%
的森林覆盖率，居山
西省首位，是著名的
“油松之乡”、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

沁源这个山西最
绿的地方，也是每年
防火压力最大的地
方，过去的数十年，当
地靠着“全民行动”的
方式，努力消除着每
一个处在萌芽状态的
隐患。

除了 2011 年成
立的森林消防专业队
的专业巡逻防控，沁
源全县 220 万亩森林
就靠 700 名身穿迷彩

服的护林员和各乡村干部“严防死守”。冬
季分布在大山角角落落、日复一日与火灾
隐患斗争的护林员们，远远看去，就如一道
道流动的“绿色”。

交口乡正中村 57 岁的宋慧民从事这
项工作已经 30 年了。20世纪 80 年代起，
作为村干部的宋慧民，每天都得上山转转。
2002 年起，他成了一名专职的护林员，压
力更大。

每天早晨六点半，宋慧民起床后要先
骑着车子去村里转一遍，七点半上瞭望塔
上瞭望，然后开始巡山，一天要走二三十
里。“看到哪里有人就得去哪里，看看他们
在干什么，有没有带火、抽烟。”

村里的 7600 多亩森林，是宋慧民和他
一名同事的“辖区”，他们的对讲机和手机
24 小时不能关。宋慧民说，防火已经深入
到沁源每个人的骨子里了，甚至于他们改
变了一些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

“以前村民们要烧玉米秸秆，现在别说
烧秸秆，谁院里点把火都有人给我们打电
话报告，放羊的老汉进山都不抽烟不带
火。”宋慧民说，除了这些，甚至于大部分村
民上山祭祖也不再烧纸了，烧纸也是在山
下固定的地方放个桶，在桶里烧完后，拎着
桶里的灰上山祭拜。

除了雷击等意外导致一些火情出现，
然后迅速被发现、扑灭。沁源县林业局负责
人刘炎红说，沁源县多年未发生大的火灾。

郭道镇的新集村已经移民搬迁到山下
去了，现在山上还住着几个人，郝润青就是
其中一位，他要守护村边高点上的瞭望塔。
海拔 2000 米的山上，寒风阵阵，郝润青每
天都要站在瞭望塔上观察数个小时。

距离他工作地方不远的山顶上，2018
年新出现了一个 24 小时不休息、有 360 度
“火眼金睛”的“新同行”。靠着热成像双光
谱，新修的自动瞭望塔每天 24 小时扫描着
半径 11 公里内的山上每一处地方，一旦发
生火情，后台系统立马自动报警，并模拟出
可能产生的后果及规划出最快的消防方
案。

“新的技防手段实验成功后，极大提高
了防火的精准程度，全县 220 万亩森林，只
需五六十个这样的‘火眼金睛’就可以实现
防控全覆盖。”沁源县森林消防专业队教导

员郑云亮说，未来靠着技防和人防，他们
的压力终于能轻一些。

(记者孙亮全、胡靖国)
新华社太原 2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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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2 月 18 日电(记者余贤红、
林浩)假期刚过，春寒料峭，江西上饶高铁站
附近的上饶文娱创意中心内却是一片忙碌。
与其他传统工业园区不同的是，这里满是年
轻的面孔，处处活跃着年轻身影。

“这两年，园区内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有
了‘大数据蓝领工人’，颜值越来越高。有的公
司组织开会，同事之间都是互称网名。”上饶
高铁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龚汉城说。

8 年前毕业于江西一所工业职业院校的
徐亮，没有像入学时预期的那样一直在工厂
车间上班，而是从去年开始在上饶家门口成
为一名滴滴客服专员。像他这样的“90 后”员
工在上饶滴滴科技城已有 1800 多人，而随着
滴滴科技城二期工程的投入使用，不久这里
还将新增 3000 个呼叫席位。

近年来，紧靠江浙的上饶市错位发展呼
叫中心、游戏产业等数字经济，吸引大批新企
业落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坐到电脑屏幕前。

他们虽然学历和专业各异，但都在广泛从事
和新经济有关的工作，一如制造业中的蓝领
工人：客服专员、线上编辑、网络营销……

走进滴滴科技城，简约现代的办公楼内，
年轻的面孔比比皆是，墙上的海报张贴着企
业的微课大赛和培训通知，办公区域一角摆
放着各类零食和饮料供员工享用。一台电脑、
一副耳机、一面镜子是办公标配，员工座位也
是每天一换。这一切都与传统蓝领的车间作
业环境大不相同。

工作场景的不同只是“新旧蓝领”的区别
之一，接听用户来电、从事网络编辑等工作，
看似是门槛不高的简单劳动，但徐亮们在这
里却找到了新的职业认同。

“入门简单，但成长空间大。”1991 年出
生的姜丽婷是江西巨网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
网站编辑，日常工作包括调整文章格式和排
版，但除此之外，她还需要“会玩”，通过不断
创新表达和策划，增加客户黏性。在这里，她

认为能学到很多新东西，符合年轻人的喜好。
1990 年出生的陈杨 2018 年进入滴滴科

技城工作。她从一线客服做起，如今已竞聘成
为一名分析员，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工作漏洞，
为公司优化服务提供参考。而她的同事，有的
成为高级客服、资深客服，有的则转型管理岗
位。

在滴滴科技城担任培训主管的邵徽游认
为，相比于传统蓝领，“大数据蓝领”的上升渠
道更加多元，未来转型的空间更大。同时，相
对轻松开放和年轻化的工作环境，在吸引年
轻人方面也具有特殊优势。

记者了解到，2018 年仅上饶市信州区就
新引进大数据企业 58家，全区大数据信息企
业总量达 482家。目前全市已有上万人从事
数字经济相关行业，成为稳就业的新支撑。

“正如制造业发展离不开大量成熟蓝领
工人的支撑，越来越多的‘大数据蓝领’也将成
为新经济发展壮大的生力军。”龚汉城说。

工业园区里的“大数据蓝领”
新华社南宁 2 月 17 日电(记者向志强)火车站是春

运的重要枢纽，每天数万乃至数十万旅客从一个个火车
站乘车。一个火车站的有序运转，需要多少人多大的工作
量来支撑？南宁火车东站是广西最大高铁车站，春运期间
日均发送旅客 5 . 6 万人次，让我们从这个火车站的春运
服务“微数据”来感受一二。

——— 安检口，安检员 1 分钟半蹲 10 多次。安检是守
护春运平安的第一道屏障。春运期间南宁东站每天有
200 多名安检员分布在东、南、西、北四个进站口，一刻不
停地开展引导、手检、值机、处置工作。

在一分钟之内，每名安检员需要连续半蹲 10 多次，
每天则需挥动安检探测仪上千次。“刚开始工作时，每天
下班腿都酸的直不起来。”90 后安检员农洁英说，为调整
工作状态每 10 分钟她们就要轮换一下岗位，只有吃饭时
间才能休息一下。

——— 行车室，信号员 1 天确认信号 1000 多次。“G530
次 28 道进站信号”，谭立康嘴里报着信号，眼睛紧盯屏幕，
同时做出手势，完成 1 次“眼看手指口呼”确认信号。

谭立康所在的行车室是车站“大脑”，值班员和信号员
在这里时刻关注每一列到发列车的信号情况，如果出现列
车晚点等突发情况还要对信号进行应急调整。每天 230 多
对列车接发，信号员 1 天需要完成信号确认 1000 多次。

——— 票据库，日均出票 5 万张。在南宁东站售票工作
间后面，有一个绝大部分时间紧闭的神秘房间，这就是储
存空白车票的票据库。一个个票卷被封存在票架中，每一
个直径 20 厘米左右的票卷中有 1000 张空白火车票，如
果按最高票价计算价值可达百万元。

工作人员韩霞告诉记者，每天工作人员都会向窗口
和自动售票机发放票卷，春运期间每天出票 5 万张左右。

——— 候车厅，保洁员每晚“行车”50 公里。晚上 10 点
多，候车大厅空空荡荡，再无白天人潮涌动的场景。擦电
梯、擦座椅、地面除尘、清洗……保洁员们正紧张地开展
夜间深度保洁工作。

56 岁的朴教铁驾驶着一辆半人多高的“洗地机”在大
厅中缓慢作业，洗地机底部的一个转盘自动用清洗液清洗
地面，污水随即被抽到后部的污水箱中。朴教铁的工作
时间是晚上 8 点半到第二天早上 7 点，中间有两小
时左右的休息时间，“每一块大理石砖都得清洗一
遍，一晚上下来行程得有 50 公里左右。”他说。

车站安检员一分钟半蹲 10 多次……

“微数据”里看春运服务

春运里的“红眼卫士”维修工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邰晓安)深夜零

时，福州罗源县冷风扑面。姚恩鑫与三名班组
同事拿上工具包、检测仪，带上头灯，顺着寂
静的乡间小路赶往罗源红外线轨边探测站开
始了他们的工作。

春运过半，返程高峰仍在持续。在动车车
厢中享受舒适旅程的乘客可能不知道，他们
脚下飞转的车轮和铁轨不断摩擦会产生大量
热量，车辆轴温一旦超过限定温度就可能危
及列车安全。为保障列车正常运行，在铁路沿

线，每隔 30 公里就会设置一个车辆轴温探测
站，它们时刻监测着过往列车的轴承温度。因
为这些监测设备靠红外光来测温，因此也被
工友们称作“红眼卫士”。

“春运期间，每天有 60 多趟动车通过
罗源探测站，16 节重联‘和谐号’动车长度
420 米左右，光轴承就有 128 套。”姚恩鑫
是南铁福州东车辆段的红外线维修工。他
介绍道，“红眼卫士”能在第一时间将监测
轴承温度上报调度中心，维修工的职责就

是要确保“红眼卫士”身体健康、状态良
好。

“每天深夜等动车停运之后，我们才有 3
个小时的‘天窗’时间作业。”姚恩鑫说。春运期
间，车辆和旅客都增加了，他们更要精检细
修，确保探测设备状态良好。

“我们这个工作虽然常年昼伏夜出、生物
钟是紊乱的，但看着每列动车的轴温波形正
常，我们心里就很踏实。”姚恩鑫搓了搓手，拎
起工具包又开始了下一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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