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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供暖”送清凉

27日上午11时左右，记者来到位于建
设路的济南热电公司南郊热电厂。此时的
省城温度已经到了30摄氏度以上，走在大
街上非常闷热。但当记者来到热电厂的锅
炉车间时，一股更为强烈的热浪，扑面而
来。

该车间内有多台锅炉，“有两台蒸汽
锅炉正在向外供应蒸汽。”这些蒸汽主要
供应周围的一些医院，一些办公楼的中央
空调也要靠蒸汽来制冷。“医院要用蒸汽
来消毒，锅炉不能停。”

让很多市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
冬天能够用来供暖的高温蒸汽也能用
来制冷呢？据济南热电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蒸汽制冷主要是一些写字
楼的中央空调为蒸汽制冷系统，“蒸汽
制冷是将蒸汽输送进中央空调系统里
的蒸汽型溴化锂机组，进行吸收式制
冷。”

济南热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随着
天气日渐炎热，由于中央空调需要的蒸汽
量加大，锅炉生产的蒸汽量也随着增加。”
这也就意味着，天气越炎热，这部分工人
的工作量就要越大。

36℃锅炉室“很凉快”

来到两台蒸汽锅炉旁，“暖意”顿时又
增强了不少。随身携带的温度计显示
36℃，此时的记者已经忍不住流汗。

“上到锅炉后就会发现，在锅炉下面
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南郊热电厂锅炉运
行班长张晓亮告诉记者。张晓亮介绍，“由
于这两台锅炉正在运行，工作人员要保证
对锅炉的实时监测。”不仅要对锅炉运行
情况进行监测，工作人员每隔两个小时还
要进行一次全面巡检。

“巡检的时候要爬到锅炉顶部，还要
进行冲洗水位计，排污、炉排放灰等工
作。”张晓亮说，每巡检一次下来至少要半
个小时，“每次下到锅炉下面，衣服都是湿
透的。”

不过张晓亮告诉记者，不少市民认为
热企工人夏天无事可做，这其实是一种错
觉，“其实，夏天的工作更为紧张。”

他介绍，司炉工在炎炎夏日烧锅炉，
“比较辛苦。”但是供热企业其他部门的人
员也不轻松，“如锅炉检修工，很多锅炉夏
天要全部拆卸进行检修，工作人员要跑到
锅炉里面进行安装，每次出来也是汗流浃
背。”

锅炉顶44℃，
检查一次全湿透

上午11时，记者跟随锅炉班的一名工
作人员对锅炉运行情况进行体验。随着工
作的持续，记者才体会在锅炉底下“比较
凉快”所言不虚。

工作人员顺着楼梯攀爬锅炉时，记者
发现锅炉旁的手扶栏杆明显烫手。跟着工
作人员不断向锅炉顶爬，温度计显示的温
度也不断上升，不一会便升到了40℃以
上。此时的记者早已是汗流浃背，锅炉工
作人员正在开始仪表的检查等工作，后背
也已经全部湿透。

在锅炉顶部，记者看到此时温度计已
经指向了44℃，额头上是大滴的汗珠，由
于手上都是煤灰，不敢用手去擦，只能任
由汗珠在脸颊上流淌。

工作人员还要对锅炉的运行情况进
行逐项检查，虽然后背已经湿透，但是工
作人员还是一丝不苟地完成各项检查，每
次检查的时间高达三十多分钟。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每次都是
汗流浃背，但为了维护锅炉的安全，也是
必不可少。”张晓亮告诉记者，一些没干过
的，第一次来干，都差点热晕了。半个小时
后，记者回到锅炉底时，虽然仍是36℃的
高温，但已经感觉到很“凉快”了。

三三伏伏天天，，他他们们还还在在忙忙着着““供供暖暖””
南郊热电司炉工：36℃锅炉室已经很凉快了

省城早已入伏，但是南郊热电厂的两台蒸汽锅炉仍在正
常运行。这些锅炉并不是要供热，是要向医院供应高温蒸汽
用来消毒，还要向一些办公楼的中央空调供应蒸汽用来制
冷。在大伏天烧锅炉，又会有着怎样的体验呢？

本报记者 蒋龙龙

为为列列车车上上水水
一一天天走走近近3300公公里里路路

高铁上水工：行走在“水与火”之间

文/本报记者 宋磊
片/本报记者 戴伟

如果问经常乘坐高铁的旅客，你知
道高铁上饮用的热水是怎么来的吗？相
信不少旅客都无法回答。在济南西站，
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每天从早晨6点
多一直到晚上12点，给经停济南西站的
15趟高铁上水，在仅仅6分钟的停站时
间里，他们要在高温、噪音的环境下完
成一列车至少4个车厢的上水工作。

而这一切，都只为旅客喝到放心、
干净的饮用水。据了解，从7月1日开始
的暑运至今一个月的时间里，济南西站
的上水班组已经为458列高铁列车上水
1379立方米，如果换算成500毫升一瓶
的矿泉水，这些水量足够装满275 . 8万
瓶。

虽然前一晚下了一场雨，但依然没
有缓解济南闷热的天气，7月30日，济南
的最高气温依然“坚挺”在30℃以上，达
到了34℃。雨后的城市被太阳一蒸晒，
人就像进入一个大蒸笼。

济南西站后勤服务车间副主任杨
洪国告诉记者，每天下午到晚上的时间
段，是需要上水的高铁列车最集中的时
间段。“每天上水班组要为15列途经的
长途高铁列车上水，有时候还会有一些
临时需要上水的列车。”

13:27，沈阳北开往武汉的G1273次
列车停靠在济南站，提前10分钟在道沟

里等待的上水工人站好位置，拖管、打
开注水口、插管、放水、关阀、收管……
每一个环节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准
地完成，才能在不影响列车正点出发的
前提下确保上水工作完成。

炎热的夏天，道沟上方的风雨棚
无法完全遮挡住阳光，炽热的阳光直
射在上水工的身上，虽然身着短袖，
但按规定，为了上水职工的人身安
全，大家还必须在外边套上一件防护
背心，踩在被烈日烘烤得滚烫的水泥
地面，加上高铁散发出来的热气，一
会儿的工夫，上水工们便浑身湿透、
满头大汗。

给水值班员王笑痴说，虽然只是简
单为高铁上水，但整个过程非常紧张，
除了保证安全以外，速度是上水作业的
重点。短短6分钟的时间，各个工作环节
丝毫不能马虎，上完水后务必检查各项
设备都关好，不能因上水耽误列车正点
发车，也不能因动作慢让旅客没水喝。

上水工周浩告诉记者，暑运期间旅
客用水量大幅增长，他们要为15趟列车
上水，平均一天下来总共要走近30公里
的路。上水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可达50
摄氏度以上，胶底鞋也无法完全隔绝地
面的热量，这对于上水工来说是最为困
难的考验。

有上水工这样幽默地形容自己
的工作：“我们就是在水与火之间行
走的人。”

箱箱梁梁里里待待了了一一分分钟钟
衣衣服服湿湿透透了了
高铁线路“体检员”：每天要在箱梁里走2公里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磊
通讯员 付德水

人们通常只是注意到高铁线路上，
一列列白色动车组列车飞驰而过，却往
往忽略了高铁安全运行背后那些默默付
出的工务人员。高铁的安全运行，除了高
铁列车上保驾护航的工作人员外，还有
高铁线路上的工务人员，日夜坚守在高
铁线路上，对钢轨、箱梁、桥墩等线路内
外进行着日常的维护和检修。

济南西工务段济南西车间桥隧保养
点的工人们，利用高铁的“天窗”时间，钻
进钢轨底下的箱梁，下到支撑箱梁的支
座，从每天凌晨0:30到4:30左右，对京沪
高铁的桥墩、箱梁、支座等部位进行检查
维护。

入伏后的济南，气温就像脱缰的马，
噌噌地往上升。最近几天，白天的最高气
温稳步保持在35℃以上，7月28日的最高
气温达到了37℃，虽然已经是夜里11点
钟，气温依旧在30℃以上，就连吹来的风
都是热气逼人。在这种环境下，人只要稍
微一动，便是大汗淋漓。

7月29日凌晨0:30，济南西工务段济
南西车间桥隧保养点的工长刘涛带着3
位工友，准时来到位于京沪高铁黄河大
桥作业点，在这里，他们要钻入钢轨底下
的箱梁里，对桥墩支座、墩身等多处部位
进行“内部体检”。在距离地面30多米有
大概10层楼高的京沪高铁上，工人们对

支座的检查都是要必须绑着安全带的。
记者跟随刘涛他们进入箱梁，每一

榀箱梁有32米长，高约2米，完全可以容
下人在里面通行，但是箱梁内部十分闷
热潮湿，凌晨1点，温度计显示气温为
32℃，湿度85%，已经远远超过人体舒适
湿度70%的上限。

在箱梁里只待了一分钟的工夫，脸
上开始淌汗，身上的汗水也把衣服浸湿。
闷热的空气让人大口地喘着粗气。“一直
待在箱梁里肯定要脱水，还好可以到底
下支座透透风。”刘涛告诉记者。

刘涛告诉记者，对京沪高铁箱梁和
支座的检查是每年一次的，检查分布在
全年的每个季度，其间要检查支座的螺
栓牢固度，检查钢梁底座的位移量是否
在安全范围内，以及查看墩身内部是否
有积水和渗水现象，以免影响墩身寿命。

“有水的话就会锈蚀钢筋，在冬天会产生
冻胀，易造成墩身胀裂。”刘涛说。

据刘涛介绍，这是对京沪高铁的预
防性检查，“每天0:30到4:30这段时间里，
一般每个人会检查约70个箱梁，100多个
桥墩，也就是要在箱梁里走2公里多。”这
在炎炎夏夜里闷热潮湿的箱梁里作业的
工人们，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都习
惯了。”

天边的月已从云中穿出，近处的黄
河泛着月光，岸边大货车的轰鸣和鸣蝉
的嘶叫提醒着刘涛们，这里的夏夜不宁
静，三伏天深夜里的工作，这才刚开始。

箱梁内
部 温 度 超 过
30℃，闷热潮
湿。

高铁进
站停稳后，工
作人员进行上
水操作。

热电厂工作人员在44℃高温下对锅炉设施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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