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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铁铁司司机机大大比比武武，，““手手指指口口呼呼””330000次次
济南地铁“准司机”将代表山东冲刺决赛

国国际际智智能能制制造造大大会会

今今年年新新增增中中德德企企业业论论坛坛
济南将迎来更多德国企业伙伴

本报10月25日讯（记者
刘雅菲） 25日，记者从有关发
布会获悉，“2016中国国际智能
制造大会暨中德中小企业合作
交流会”（以下简称大会）将于
2016年11月9日-11日在济南举
行。大会期间，济南人工智能领
域的专家院士、国际智能制造
代表性企业、机器人行业知名
创新团队及德国合作领域嘉宾
都将来到济南。交流互动的同
时，也为济南对接德国工业4 . 0
搭建平台。

据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张端武介绍，11月10日举
行的主旨演讲报告是大会最核
心部分。届时嘉宾大咖云集，包
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中
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总工程师杨海成等
专家都将在会上共话智能产业
发展。

这一次已经是济南第二次
举办国际智能制造大会了，和
去年相比，今年智能大会新增
了中德中小企业论坛。别看只
是一个论坛的差别，通过今年
的智能制造大会，济南很可能
就会进一步拉近和德国工业
4 . 0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作为

国家新近批复的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城市，
济南125个先行领域将在全国
率先打出智能工业的主打牌。

济南为啥对德国青睐有
加？济南市政府副秘书长耿建
新表示，济南和德国的渊源颇
深，1904年6月1日，由德国人修
建的胶济铁路全线贯通。这条
铁路的开通促使济南拉开了轰
轰烈烈的开埠序曲。历史上，济
南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西餐
厅、第一家外国银行都是德国
人所开设。百余年来，济南与德
国的联系从未间断，甚至愈发
紧密。

前不久，济南市提出建设
现代工业体系的目标，到2025
年达到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
务收入突破10000亿元。为实现
上述目标，济南也将抓住“中国
制造2025”总体规划实施的机
遇，深度开展国际国内合作，牵
手德国工业4 . 0战略。“聚焦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等产
业的发展，从中寻找济南融入国
家和世界大的发展战略的机会，
争取在智能制造领域赢得应有
地位。”谈到会议的意义，济南市
政府副秘书长耿建新表示。

本报10月25日讯（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张超）

“头灯正常，尾灯正常……”
参赛选手侯建鑫一边说，一
边用右手用力地指。一场比
赛下来，在一个半小时里，像
这样的“手指口呼”要重复
300多次。25日，第八届全国
交通运输行业“中车·捷安
杯”轨道列车司机（学生组）
职业技能竞赛华东区预选赛
在济南市技师学院举行，这
也是首次将城市轨道交通列
入比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分为
预赛和全国总决赛两个阶
段。而轨道列车司机竞赛又
分为行业组和学生组。侯建
鑫是济南市技师学院（济南
铁路高级技工学校）2014级
济南订单班的学生，也是将
来咱济南地铁的驾驶员。作
为本次比赛的参赛选手，侯
建鑫的参赛资格是从学校30
多名选手中选拔产生的。最
终，经过理论和实操的比拼，
侯建鑫所在的济南市技师学
院代表队将代表山东省参加
全国决赛。

“整个暑假都在练习，几
乎一天要练四五趟来回。从
车辆出库，到车辆折返、入
库。”与侯建鑫一道，3名济南
订单班的“准司机”组成团队
参赛。

从大赛组委会了解到，
竞赛采用团队比赛的形式进
行。每个参赛队由3名选手组

成（性别不限）。3名学生按岗
位轮流担任司机、调度人员

（辅助岗位）、车站人员（辅助
岗位）进行比赛，比赛以司机
的作业内容为主考核项目，
其他岗位辅助司机完成考核
项目。参赛人员都是职业院
校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专业的
在读学生。

“每到一站都要进行停
车对标，也就是停车的位置
是否标准。这个误差不能超
过20厘米，否则就会扣分。”
侯建鑫说，每组考生分别担
任司机、调度人员和车站人
员，相互协作使用不同的驾
驶模式，完成一次往返作业。
在换岗过程中，司机与司机
之间按照交接班制度进行交

接。
除了扎实的操作，还需

要考核地铁司机对突发应急
事件的处理，也就是理论知
识。据悉，理论知识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国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交通运输
部行业标准《城市轨道交通
列车驾驶员技能和素质要求
第 1部分：地铁、轻轨和单
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规范》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规范为依据。大赛组委会工
作人员介绍，最终的竞赛团
队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技能
操作两部分成绩组成，其中
理论知识占30%，技能操作占
70%。

每检查一项，参赛选手都要“手指口呼”。 通讯员 张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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