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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鸣）2 月 12 日，记者从交

通运输部 2014年度中国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

应急处置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我国共组织协

调海上搜救行动 2014次，搜救成功率达 96.6%。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副主任智广路在发布会

上通报了 2014 年度全国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

油应急处置工作情况，并简要介绍了 2015 年各

项重点工作；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巡视员李青平、

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副局长张建新回答了记者感

兴趣的问题。

2014年是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

立以来的第 10 个年头。全年 2014 次搜救行动共

协调飞机 297 架次、各类船艇 7477 艘次，在我国搜

救责任区成功搜救 1484 艘船舶、15387 名遇险人

员，搜救成功率达 96.6%。

智广路介绍，去年主要工作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妥善处置了马航 MH370 客机搜寻、接回我在

越同胞等系列重特大海上突发事件。二是研究出

台了部际联席会议 5项工作制度，推进了国家相关

应急预案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一案三制”建设稳

步推进。三是积极推进《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

能力建设规划》编制，向社会力量颁发 804 万元搜

救奖励专项资金，能力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四是

及时更新了国家海上突发事件应急专家库，积极

推进国家海上溢油信息共享和应急决策支持系

统、基于北斗的中国海上搜救信息系统示范工程

等项目建设，指挥体系不断完善。五是积极与东

盟国家开展海上搜救双边、多边合作，成功举办了

“2014 年海峡两岸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对外交流

合作取得突破。

2015 年，全国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

处置工作，将着力推进海上应急管理“一案三制”

建设，提升海上搜救和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完善海

上搜救组织指挥体系，壮大搜救社会志愿者队

伍。一要强化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推进《海上

交通安全法》修订和《海上人命搜寻救助条例》

立法进程，组织对搜救战略、搜救能力配备标准、

志愿者队伍建设、搜救文化发展以及非水网地区

搜救能力提高等工作进行系统研究。二要强化

能力建设和规划实施，大力推进海上搜救和重大

海上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推进《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和应急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编制。

三要强化科技引领和决策支持，建立科学的海上

搜救成功率指标体系和事故险情统计分析体系，

科学调整专业搜救力量。抓好北斗卫星通信、商

业密码等信息化技术在海上搜救领域的使用。

四要强化学习交流和海上合作。加强部际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省部之间搜救协调指挥人员的互

动学习交流。继续推进与东盟以及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合作项目。推动海峡两岸

搜救事务研讨会顺利开展。五要强化文化自觉

和基础建设。大力推进“惠海泽航、人本至善”

搜救文化品牌建设，借力质量控制体系推进各

级海上搜救中心标准化建设。及时客观报道海

上搜救典型案例和先进事迹，营造谋事创业的良

好社会氛围。

2014年我国海上搜救成功率达96.6%

蒙汉双语服务方便农牧民出行
科技日报讯（曹祥山）沈阳铁路局通辽站每天发送的 1.2

万人中，有近三分之一是蒙古族，为切实提高对蒙古族旅客的

服务工作，民族区域实际，在蒙古族旅客中开展蒙汉双语售

票、咨询、广播服务，深受农牧民旅客好评。

这个站按照草原民族文化特点，对第二候车室进行了改

善，在天井的玻璃上增贴了科尔沁文化剪纸，引得很多旅客在

剪纸画前驻足；在二楼还增设了绿草地和小牛、小羊等玩具，

让人在候车室内就能感觉到草原的气息；针对移动公司关闭

在车站的 VIP 通道后，利用这个空间重新设置母婴候车区。

另外，这个站还对蒙古族重点旅客设计了“四卡一笺”，提醒提

示重点旅客开车时间、到站时刻、换乘车次等，让重点旅客感

受到铁路的变化和温暖。

现代通讯科技助力铁警扶危助困
科技日报讯 （毕春雷）2 月 8 日 15 时许，沈阳铁路公安局

通辽处值乘 K7384次旅客列车的乘警苏艳伟接到一名旅客打

来的求助电话。原来，他在锦州车站遗失了一部三星心系天

下 2013手机，价值人民币 7000余元。他求助派出所查看了当

时的视频，发现拾到手机的旅客是乘坐 K7384 次旅客列车离

开的。他将有关视频截图后，通过手机微信传到了乘警的手

机上。乘警利用软件对视频截图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锁定，

并在车厢里挨个进行了寻找，最终找到了这名旅客李某。据

李某描述，他在等火车进站时候拾到了该手机，但由于着急赶

车未能找到失主。见乘警询问，该人主动交还了手机，使之完

璧归赵。目前，通辽处民警统一配发了智能手机，民警可以通

过手机实现多项侦察办案功能。

“B超”探查轮对提高安全系数
科技日报讯 （于涛 张洋）今年春运，长春车辆段全面使

用 TZ-2 型便携式超声波探伤仪，对运用客车轮对进行“B

超”检查，改变了以往需先将车辆甩下再进行探伤作业的方

式，有效提高了客车安全系数。

TZ-2 型便携式超声波探伤仪，采用脉冲反射法的工作

原理，具有轮辋测量范围大，测量时间短、精度高，故障显示直

观、使用简便等优点。测量一个轮辋时间为 3 到 4 分钟，测量

一辆车轮辋只需 30分钟。一旦发现缺陷故障，探伤仪便会自

动报警提示。

成渝动车推出“微服务”套餐
科技日报讯 （刘婧 李各）日前，重庆客运段借助新媒体

试点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并在成渝动车首推微信订餐，让旅客

真正体验到就餐“零距离”。

据了解，该段除了“微订餐”外，还推出重点旅客“微预

约”、“微查询”等系列“微服务”套餐。旅客在上车前或列车上

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线客服通过与旅客实行“微互动”，为他们

出行提供方便。同时，该段还在成渝动车微信公众平台上推

出了“微向导”“微提示”等，通过电话、微博以及微信等多种方

式，全面受理旅客需求，为乘车的旅客提供上车前和乘车的便

捷“微服务”。

铁路司机苦练内功保春运安全
科技日报讯 （曹恩敏）2 月 6 日，沈阳铁路局通辽机务段

由安全副段长带队，对铁路机车“侵正调车双凭证、出入库确

认信号、调车机三方控”等情况开展了现场检查。

为了保证春运机车的安全正点，该段从机车乘务员一次

乘务作业流程抓起，苦练确保机车安全正点的基本功。他们

把安全大检查中梳理出易出错的基本操作环节逐一逐人进行

确认。同时，按照检查项点由安全科和各运用车间主任组成

检查组反复检查和抽查。各车间建立安全管理问题库，逐件

落实整改。活动开展以来，该段没有发生一起因问题隐患影

响春运安全正点的情况。

隧道除冰是铁路供电部门冬季确保运输

安全的重点工作之一。与前几年防冰打冰工

作相比，今年春运期间，宝鸡供电段的防冰工

作显得有些“轻松”。

西安铁路局宝鸡供电段管内山区铁路占

全段管辖线路里程的 78%，其中共有 568 座隧

道，隧道线路里程 194.3 公里，占运营里程的

20%。由于宝成线、宝天线大部分隧道修建于

上世纪 50 年代，建造标准低，致使该段管内隧

道共有 366 座漏水。同时，隧道净空狭小，部

分区段承力索距隧道拱顶最小距离仅 240 毫

米。冬季的秦岭山区，温度基本都在摄氏零下

10 度左右，在严寒条件下，山体的漏水极易造

成供电设备结冰，从而引发线路跳闸断电，给

运输安全造成很大危害。

据宝鸡供电段统计，2014年，管内隧道冰点达

1317处，共除冰10231个班次，除冰总量48870处，

出动职工38294人次，累计除冰行走94774公里。

为确保行车安全，除冰人员几乎每天要除

一次冰，天寒地冻雨雪多时，每天甚至要除三

四次冰，常常就是两班倒，不间断的打冰，同

时，由于隧道内湿滑，人工除冰特别是夜间作

业还存在人身安全隐患。

如何省时省力有效消除冰患，该段组织工

程技术人员积极开展研究攻关，将隧道堵漏与

融冰整治相结合，投入资金 98.8 万元，与西铁

科研所共同研发了隧道智能融冰装置。该装

置安装在隧道漏水结冰地点，实施智能温度控

制，在漏水处所温度达到 2℃以下时，装置自动

启动进行加热，温度达到 17℃以上自动关闭加

热功能，从而达到消除冰患的目的。

该段管辖的宝天线 172号隧道由于距离工

区较远，每年冬季漏水严重，于是负责打冰的工

区职工便在隧道口搭建帐篷驻扎除冰小组，这样

虽然除冰方便了，但吃水、吃饭成为了主要困难，

今年由于安装了融冰装置后，工区撤出了往年驻

扎点，职工对该隧道只需定期进行查看就行。

2015年宝鸡供电段已在管辖内的宝中线、

陇海线宝天段、宝成线 12座重点隧道安装该融

冰装置 108套，有效减少了驻外除冰驻点，大大

缓解重点区段除冰压力，同时，隧道维修养护的

工作量及工作难度也相对减少，充分展示了科

技除冰保安全的作用。目前该套装置效果良

好，顺利通过了西安铁路局科技成果审查，具有

极高的推广价值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宝鸡供电

段已在管辖范围内进行全面安装使用。

今年春运“不打冰”
——宝鸡供电段科技除冰保春运安全畅通

□ 白 春

“这是我家旁边小市场最有名的馕，还有我妈最拿手

的凉拌菜”，“你也多吃点儿，下午六点才能下车呢，我给

你带了卤牛肉、方便面、罐头。”李广德和女朋友张晓雅互

相劝着，冬日的阳光透过火车车窗照进来，甜蜜在两人脸

上幸福地洋溢。

2月 1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中国传统的小年，李广德

和张晓雅一早就来到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乘坐 7552次职

工通勤列车回铁路沿线上班。26 岁的李广德是乌鲁木

齐铁路局乌鲁木齐工务段红层南高铁工区的工长，红层

南在新疆最著名的“百里风区”风害最严重的地段，兰新

高铁就从这里通过，这次回工区，要一直待到过完春节才

能回家，“春运开始了，这段时间又赶上风季，线路上风大

沙多，我得赶紧赶回去和兄弟们清沙”。24 岁的张晓雅

在兰新既有线小站天山站巡养工队当核算员，“本来我现

在应该在上班，过几天再回家休息，不过想着等我回到

家，他已经去上班了，一直到过年都见不到他，所以调了

个班，陪他一起在车上过个小年”。

作为世界上风害最严重的地区，百里风区最大风速

可达每秒 60 米，相当于 17 级风，李广德所在的红层南区

段每年大于 8级的天数超过 200天，兰新高铁修建了以路

基挡风墙、桥梁挡风屏和防风明洞为主的防风工程，保证

了兰新高铁的运营安全，但是高铁的线路基础是无砟道

床，一刮风就会积沙，需要人工清理，为了不影响高铁列

车运行，李广德和他的小伙伴们每天夜里都要上线，“扫

帚、铁锹、皮斗是我们的清沙‘神器’，沙子用扫帚扫，铁锹

铲，装到皮斗里，再倒到背风侧的戈壁滩上，春运期间正

是新疆大风刮得最频繁的时候，我们一个班十个人，每天

少则清理出三四立方沙子，多则六七立方，高铁安全绝对

不能马虎”，张晓雅心疼地看着李广德：“我在工区做内

务，一刮大风我就替他担心，等他回到工区也不敢给他打

电话，怕影响他休息。”

虽然同属一个单位，但因为各自在不同的工区，

所以李广德和张晓雅平时并不常见面，“我们休息时

间碰不到一起，一个月见面时间不到十天”。

这次因为李广德被评为乌鲁木齐铁路局“2014 感动

乌铁十大功臣”，回来接受表彰，张晓雅很高兴俩人能在

家多呆两天，“时间太短了，不过我俩都得回去忙春运，等

过年我休息的时候去红层南陪他，这是我俩一起过的第

一个春节，在沿线过，也挺有纪念意义的”。

李广德紧紧拉着女友的手说：“虽然不能在家过年，

但这么多旅客都坐着高铁在我养护的线路上平平安安回

到家，心里特别高兴！”

通勤车上过小年
□ 贾景杰

“紧急阀老是在空气压力达不到额定值就

提前误动作，上了好多次试验台检测数据都不

合格，石师傅你帮着给看看，同样的检修工艺

和标准，为啥就这几个阀总也合格不了”“我刚

才仔细看了，这几个紧急阀盖的孔径大小和深

度不匹配，毛病应该出在阀盖跟阀体检修后组

装没有原拆原装上”……这是太铁北车辆段

“制动专家”石勇 2月 9日受邀在太原车辆段帮

助排除旅客列车用制动阀检修故障的一幕。

制动阀是火车的“刹车”中枢控制系统，相

当于火车安全运行的“心脏”，紧急阀是其中负

责“紧急刹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件。

五十挂零的石勇，皮肤略黑，眼睛炯炯有

神，透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倔劲。爱啃“硬骨头”

的他，在货车制动技术领域摸爬滚打了 20 多

年，不仅练就了一身祛除货车制动故障的精湛

技艺，而且因为原理相通结构类似，更钻研成

了破解旅客列车制动技术难题的“大拿”，经他

手排除的客、货车制动阀大大小小故障不下上

百件。2013年，他被中国铁路总公司特聘为铁

路制动故障溯源专家组成员，成了救治火车

“心脏”疑难杂症的“名医”。

石勇为人随和热情，头上顶着全国知识型

职工优秀个人、火车头奖章、山西省劳动模范、

太原局最具影响力“科技之星”人物的光环，可

从没见他摆“名人”架子，不管熟不熟络，有问

必答，对慕名求助者也是知无不言，工友们都

亲切的管他叫“老石”。尤其到每年春运临近

的时候，客车车辆段总是早早的打招呼，邀请

他担任制动阀检修的业余技术顾问。老石也

一总欣然应允，从不借口推脱拒绝。

2014 年 12 月末的一个晚上，刚动完痔疮

手术正在床上静养的石勇，突然接到客车段的

求助电话，邀请他帮忙排查制动阀不缓解回位

的故障。他不说二话，拽上棉衣就往现场赶，

愣是紧锁着眉头在制动试验台前站了一夜，手

比眼看指导着该段的技术人员一遍一遍的对

着配件拆了装、装了拆，一一比对排查了几十

组试验数据，最终发现问题症结是由于制动阀

内一组小弹簧弹力不足所致。隐患被成功排

除了，可老石也被刀口折磨的挪不了步了。

每年春运像这样的“紧急行动”不下十来

回。回到家经常是接打电话说个没完，有时又

一声不吭的 QQ、微信刷个不停，老婆既心疼

又埋怨撂出狠话，“客车阀有故障，你急个啥

呀，你又不是客车段的人，就显摆你能？”每当

这时，石勇总是摸着消瘦的额头歉意地咧嘴笑

笑：“车辆系统是一家，人家看得起你才叫你，

咱得识抬举，再说旅客列车人命关天，毛病再

小也耽搁不起呀。”

这，就是我们责任心满满的火车“大夫”石勇。

几年下来，他曾 50 多次应邀前往北京、呼

和浩特、南昌、郑州、广州等铁路局，与同行一

同会诊排除客、货车制动系统疑难杂症，现场

培训技术、指导检修操作，远赴南昌帮助解决

了客车滑阀研磨工艺问题，又十万火急赶到郑

州帮助消除了客车制动阀由于清洗剂选用不

合适导致内部结晶的问题……难怪济南局的

一个同行在“铁路制动系统”QQ 群里留言，

“石师傅，你上一次线，我们学一招，你真牛，真

心给你点个赞”。

一枝独秀不是春。尤其近几年来，石勇把

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了潜心攻关研究制动系统

难题上，他带领的“石勇工作室”团队依托 1:1

“仿真模拟工作台”先后完成技术革新项目 16

项，节约修车成本费用 78 万元，累计为铁路企

业创效 300多万元。

今年春运以来，石勇团队已经利用业余时间

上了8次夜班，帮着诊治了5起火车“心脏”急症。

为春运火车“祛病”记
□ 宁 兵 程丽生

科技日报讯 （马原）铁路春运与大数据时代能够碰撞出

什么样的火花？如何在客流高峰与运能紧张的矛盾中破题？

今年，呼铁局包头站做出了大胆尝试，开发运用客流预测营销

分析系统，精准预测客流变化，周密制定旅客运输组织方案，

开启客运服务求变之旅。

目前正值春运旅客运输高峰，包头站利用自主研发的客

流预测营销分析系统，通过现时采集提取售票系统后台数据、

各站 18 点速报等客运基础数据，结合历史数据图谱，综合考

虑天气变化、社会性事件、临客开行等影响客流变化因素，建

立数学模型，进行多维度电脑分析，自动生成分析对比图表。

根据系统预测，节后包头站将迎来四轮客流小高峰，占整个春

运客流的 2/3，峰值日是年初六，预计发送旅客达到 29800人，

周转旅客 50000 余人，流向主要以北京、东北方向最为集中，

受学生流影响，南昌、青岛、西安方向相对紧张，短途探亲旅客

将在初三、初六、初九集中出行，客流短时间内激增，包头客运

车间售票值班员吴娟并不担心，她说：“客流预测营销分析系

统自 2014 年 5 月 28 日运行以来，客流预测比较精准，在系统

的辅助支持下，节前我们已经提前申请了 5趟列车 160张套用

票，城际列车申请了 480张无座票，同时利用好 8672张始发动

车票，应对好节后售票组织工作，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应该不成

问题。”包头客运车间主任侯志杰说，车间已经根据系统提供

的客流分析数据，制定了详细的旅客组织方案，客流集中时将

采取分厅候车、阶段放行、区域放行等手段组织旅客乘降，打

有准备之仗，整个春运旅客进出站、上下车秩序井然。

客流预测营销分析系统最强功能在于可以结合城市发展

状况、地区经济特点、城市交通特点、出行目标人群进行系统

分析对比，就包头站而言，车站位于中西部重点开发区域呼包

鄂榆经济带中心，承担着包头、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物资外运

辐射全国 24 个省区、直辖市，90 多个主要城市的旅客运输任

务。历年来，车站客流主体是去往东北、上海方向的人群，特

别是东北籍包钢职工乘车赴沈较为集中，Z322、T304、K1518

三趟列车常年车票紧俏，上座率保持在 98%以上，而 K1673、

K1535、K1315 几趟去往西安、重庆方向列车阶段性客流比较

大，营销空间较大，有了系统的辅助支持，给车站最大化利用

运能、进一步拓展客运营销空间、为旅客科学设计规划旅程，

提供了科技支撑。

目前这套系统已被评为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是呼

铁局青年科研重点项目之一。

数字春运：
包头站客运服务求变之旅

2 月 12 日凌晨 4 点，包头西机务段机车整

备场的温度已经接近摄氏零下十六七度。忙了

一夜的张炜从一台和谐 3D型电力机车上下来，

摘下满是油污的手套，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兴

奋地告诉记者，天亮之后，这台机车将担当包头

至南昌的旅客列车牵引任务。

张炜是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西机务段包头

运用车间的外勤安全员，负责盯控包头火车站

所有始发客运机车的外勤打温和整备工作。

“别看火车头是个铁疙瘩，天冷的时候照顾

不到，也会生病闹脾气。”张炜介绍说，内蒙古地

区，尤其春运期间，夜间温度能达到-20℃左

右，管路容易凝水冻结，受电弓就不能正常升

弓，严重时还会影响火车“刹车”。打温就是给

预备上线的机车保温和预热。

包头火车站始发的旅客列车大部分集中在

白天，因此这些牵引机车都要在后半夜打温，10

几台机车，平均每台要打温 6次，一晚上所有机

车就要打温 100 多次。再加上还要对车底、车

内高低压电器柜等部位检查，一晚上车底、车上

的看车检查，张炜一人就要爬 100 多次。由于

露天作业，到了后半夜车里车外都是-20℃多

度，为了上下车灵活就不能穿太厚，这时候最舒

服的活就是检查司机室内的热风机和空调，能

吹会儿热风，但也就几分钟。

凭着 16年的客运机车乘务经验，张炜干外

勤安全员这 3 年，没有发生一起因机车冻结而

导致的旅客列车晚点事故。自编自绘的《13 步

打温作业指导书》成为了单位培训客车打温人

员的教科书。

凌晨六点，张炜指着此前提到的和谐 D3型

机车，说“最后一次打温完成，机车可以正点出

库了”，八点它就要拉着一车旅客向南昌驶去。

严寒下的机车“守护者”

2月 4日，在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一位老人面

带呼吸机，安静地躺在床上。老人是肺癌晚期，医

生说，他的血氧饱和度只有 50%（正常值为 98%），

呼吸随时都会终止。

这位老人今年 68 岁，是郑州客运段列车长陈

志刚的父亲。陈志刚看着不言语、随时都可能永

远离开自己的父亲，心里一阵阵发紧。他不知道，

这次父亲能不能挺过去，自己该不该出乘。他拿

出手机，拨打车队队长刘宏志的电话，未待接通，

又立即挂断。如此反复了多次，他终究没有将电

话打过去。

陈志刚想请假。他是乌鲁木齐快车队三组副

列车长，因为春运加开列车多，列车长人手不够，

刚被任命为列车长。乘务组有 42 名乘务人员，21

人是客运段职工，其他人员是从地方技校招募来

的学生。这趟车车底是“绿皮车”，每名职工都必

须学会烧锅炉。当天是春运第一天，陈志刚要带

着这些人值乘洛阳开往广州西 3240次列车。面对

新车底、新人员、新线路，他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

握手机的手已经出了汗。“我如果现在请假，

队长去哪里找列车长呢？”陈志刚一遍一遍地想。

突然间，他想起段领导在春运动员大会上说

过，春运期间职工家里遇到困难，段春运帮困小组

成员会去帮助解决。于是，他马上联系段春运帮

困小组，将自己的情况向他们说明。随后，他把爱

人李培霞叫到了一边。“爸住院期间，我每次请假，

车队都很支持。但今天我实在张不了口。”没待爱

人插话，他继续说，“我还是决定走车。父亲真有

什么意外，就辛苦你了，单位也会帮助你的。”

“没事，你走车吧。相信爸爸能挺过这一关。”

也曾当过列车长的李培霞看着丈夫饱含泪水的眼

睛，十分理解丈夫此时此刻的心情。她知道，此时

说多了无益，便紧紧地握了握丈夫的手。

12 时 41 分，3240 次列车正点开出。列车在冬

日的阳光里疾驰。陈志刚在车厢里来回巡视，检

查车厢卫生，查看开水供应，回答旅客询问……

添乘该趟列车的干部是车队党总支书记张俊

涛从李培霞的微信中得知，陈志刚的父亲病危。

“志刚，你父亲病危了，怎么不说呀？你下车返回，

我替你值班。”张俊涛找到陈志刚，说话的语气不

容商量。

“谢谢书记，我都安排好了。”

看到陈志刚执意坚持，张俊涛便拨通了车队

队长刘宏志的电话。两人商量决定：由刘宏志和

在家车队干部先到医院看望陈志刚的父亲，同时

安排两名休班职工在医院帮助照顾老人。

2 月 7 日凌晨，陈志刚值乘的列车安全返回洛

阳。他退乘后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发现父亲已度

过了危险期。随后，张俊涛也赶到医院看望老

人。张俊涛告诉陈志刚、李培霞夫妇，车队已有 50

多名干部职工自愿报名帮助他们轮流照顾老人。

陈志刚出乘抉择的故事刊发在了郑州铁路局

官方微信平台上，一天的点击量达到了 3520 人

次。有人点赞，说陈志刚在工作与亲情之间处理

得很好，单位管理也很人性化。有人提出不同观

点，说留在病危的父亲身边，应该是陈志刚的“不

二”选择。

理性的讨论在持续，温馨的故事在传扬，故事

的结果让人温暖。

父亲病危，我该出乘吗？
——郑州客运段列车长陈志刚的春运故事

陈志刚正在车上为重点旅客服务陈志刚正在车上为重点旅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