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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中煤新集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刘庄煤矿，在水平线以下 762
米的矿井里，机械轰鸣，矿工忙碌，开采出来的

新煤，乌黑锃亮。

此刻，向南 435 公里的中煤宣城发电厂内，

燃管部副主任徐寿友正在等待新一批电煤的到

来。“由于发电负荷高，日耗煤量大，需要不断补

充库存。”他说。此前，徐寿友已将相关数据发给

铁路部门和阜阳的煤矿。按照规划好的“装车日

历”，一趟电煤保供之旅即将开始……

出 矿

从开采到装车环环相扣，确保
电煤供应

时间：21日 13时 20分—21日 15时 11分
地点：刘庄煤矿—颍上站

刘庄煤矿地下矿井内，一路前行，巷道越来

越多。目之所及，只有头顶的灯光、地上的铁轨

和两侧帮壁上通向远方的各种管道。

“今天整体情况还可以，抓紧点，明天上午争

取能装车。”20 日下午，记者在矿井中临近采煤工

作界面的地方，见到了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刘庄煤矿生产副矿长李彬。他正盯着控制系统

上的数据，不时拿起防爆 5G手机说上几句……

循着探照灯的光线，记者看到了两侧帮壁

上的煤炭，黝黑发亮。

安徽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皖电东

送是长三角区域电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

介绍，今年 6 月 20 日至 9 月 20 日期间，安徽省内

煤电机组超过 5200 万千瓦，其中包括要向长三

角地区提供电力保障的皖电东送机组 1354 万千

瓦，预计总共消耗电煤 4000 万吨，实际电煤每天

最大消耗量接近 45 万吨。

作为以煤炭采选为主、煤电并举的国家大型

能源企业，中煤新集公司成立了煤炭保供工作专

班，制定了增产保供方案，强化生产环节、施工工

艺和劳动组织管理，构建较为完善的煤矸分流运

输系统网络，提高煤炭回收使用率。1—7 月，公

司原煤产量完成 1286 万吨，同比增长 9.5%；商品

煤产量完成 1018.4万吨，完成年度计划 55.3%。

21日清晨，装车队队长冯家波早早开始安排

煤炭装车了。“要抢在天热起来之前。”冯家波说。

车厢之上，是个像漏斗一样的巨大仓库，连接

着输送皮带上源源不断的煤炭；仓库的下方，是个

开口，不断把煤“吐”到车厢里。“你抬头看，那个是

反冲仓，就是存煤的地方；下面是定量仓，就是个

秤。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类型车厢的容量设定好参

数，定量仓就能从下面的溜槽处放出一定量的煤

……”冯家波一边指挥装货一边向记者解释。

填装速度很快，一节车厢，1 分钟就装满了。

太阳升起来，衣服很快被汗湿透。趁他到

阴凉处喝水的工夫，记者问：最近工作量是不是

增加了很多？

“平常一天一般大约装 8 列火车。最近我们

每天要装 10 列以上，最多时装了 16 列。”冯家波

说，“现在保证电煤供应是大事，只要矿井开采

能力跟得上，我们就努力干。”说着，他又跑进太

阳地里继续工作。

13 时 20 分，开往中煤宣城发电厂的电煤

专列开始装车。14 时 11 分，专列出矿，驶向

了阜阳市颍上火车站。

启 程

车 站 与 煤 炭 企 业 加 强 沟 通 协
调，在运力安排、车辆周转方面给予
充分保障

时间：21日 15时 11分—21日 18时 49分
地点：颍上站—淮南西站—合肥东站

下午 2 时 30 分，颍上火车站货运站台。颍

上站站长杨晓明一边擦汗，一边等待电煤专列；

他凌晨 3 时才睡下，眼里还满是血丝。

颍上站担负着中煤新集公司刘庄煤矿、口孜

东煤矿等相关矿点的专用线电煤运输任务，日均

电煤装车数达 380余辆，外运电煤约 2.4万吨。

为了保证电煤列车不压线、不等点，车站与

煤炭企业建立了沟通协调制度，动态掌握装车

情况，随时根据电煤出车计划，提前安排好发车

股道和牵引机车，加快装车、调车进度，压缩车

辆停留时间，以最快速度将电煤运到各地电厂。

近期，电煤列车集中发出，颍上站及时向直

属站生产指挥中心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调度所汇报，实行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

先挂运、优先发送，“我们力争在运力安排、车辆

周转方面能给予充分、精准的保障。”杨晓明说。

远远地，记者看到专列慢慢驶来……

据了解，自 7 月 1 日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开展为期半年的电煤保供运输专项

行动，将电煤运输在煤炭运输中的占比提高至

70.2%，比上半年提升 12.5 个百分点。7 月以来，

该集团公司增加了阜淮、青阜、淮南、陇海等沿

线的煤炭装车点直达列车开行列数，日均装车

2141 辆，与去年同比增加 475 辆，以有效提升煤

运通道运输能力。

15 时 11 分 ，49 节 车 厢 、满 载 3315 吨 煤 的

85417 次列车正式启程；伴着“咣当咣当”的声

响，车窗两侧的景色缓缓后退。

16 时 26 分，列车驶入淮南西站，要在这里

更换车头，进行常规检查。杭州北车辆段淮南

运用车间三班工长王哲，早就守在了轨道边。

轻轻一摸太阳暴晒下的轨道，烫得让人汗毛

发颤。可王哲没有犹豫，车一停稳，他就拿出工

具，钻到货车底部检查，汗水很快就滴了下来。

他顾不上擦，专心致志地检查车轮、轴承……

不到 3 分钟，检查完毕。“一天差不多要检查

10 列车左右。”他笑着说，“太热，耗体力。”

17 时 21 分，列车驶出淮南西站，奔赴合肥

东站……

中 转

列车途中历经机车换挂、货检
作业、重新编组等环节

时间：21日 18时 49分—21日 23时 32分
地点：合肥东站—芜湖东站—孙家埠站

18 时 49 分，专列抵达合肥东火车站。根据

生产班制需要，列车在这里将更换驾驶员。

31 岁的列车司机秦洋上车了。

作为 2017 年西南交大毕业的高材生，秦洋

是合肥机务段合肥东运用车间第九指导组司

机。接下来，由他和同事值乘这趟列车，驶向芜

湖东火车站。

“发车进路信号。”

“绿灯，发车进路信号好了。”

秦洋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和同事仔细核对

数据。

很快，列车继续出发。

秦洋本是一名合肥至杭州段的客运司机。

近期货运特别是煤炭运输量增多，货运人车供

应 24 小时由原来的 70 班增加到上百班。因此，

合肥客运段从动车运用车间和普通客运车间抽

调了 70 多名骨干员工增援货运车间，承担“客转

货”乘务任务。

“我是主动报名的。”秦洋笑着说，“现在基

本上每天都有出车任务。”

21 时 30 分，列车到达芜湖东站。在这里，

列车要停留半小时，进行机车换挂和货检作业，

有的列车还需要重新编组。

“来了，快！”芜湖东站副站长王军随即指挥

工作人员忙活起来。有的开始检查煤炭装载加

固情况，有的在快速组织车流。

记 者 搭 乘 的 是 运 煤 专 列 ，不 需 要 重 新 编

组。为什么有的车需要编组？

王军解释：“有的列车是混装货物，比如一

半是煤，一半是其他货物，去向也可能不同，那

么这辆车就要重新编组——把不同去向的不同

货物分开，再等去向一致、货物一样的其他列车

到达，重新拼接起来。”

“平常编组需要 3 个多小时，现在尽可能压

缩在 2 个半小时。而对于不需要重新编组的列

车，半小时以内即可放行。”王军说。

21 时 55 分，列车驶向下一站，也是终点站

——孙家埠站。

抵 达

启动预案，加速电煤车辆周转；
加强巡检，确保机组设备安全

时间：21日 23时 32分—22日 13时 28分
地点：孙家埠站—中煤宣城发电厂

已是半夜，依旧无风，可终于凉快了些。

徐寿友早早来到孙家埠站台，他紧握手机，

不时瞄一眼时间。

23 时 32 分，一列货车驶来，车灯打在他脸

上：“今天最后一辆，终于到了！”看着站台上工

作 人 员 忙 着 交 接 货

物，他笑了。

作为中煤宣城发电厂燃管部

副主任，他最近忙坏了。中煤宣城发电厂目

前有两台燃煤机组，合计 1290 兆瓦，2021 年度

发电量约 61.8 亿千瓦时。

今夏，安徽省最大电力负荷达到 5935 万千

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25%。作为一座现代化

新型环保火力发电厂，这里的电不仅面向省内，

还面向长三角地区。连日来，中煤宣城发电厂

发电量屡创新高，耗煤量、机组负荷率也都随之

不断攀升。

往常不到 1 万吨煤就能维持两台发电机组

正常运转，现在每天耗煤量已超 1.2 万吨，最高

峰时达 1.5 万吨。“库存最少时，只剩下五六万吨

煤了。”徐寿友说。

想办法多进煤。与中煤宣城发电厂相隔

2.7 公里的孙家埠站，暑期电煤集中到达，日均

到 达 电 煤 4 列 210 车 ，单 日 最 高 到 达 6 列 308
车。车站协同货运、机务、车辆部门启动应急预

案，加速电煤车辆周转。

“确定到站大致时间点、协调车站车务段和

机务段的工作、安排电厂工作人员……每天情

况都可能不同。”奔波在电厂与车站之间，成了

徐寿友的日常。

孙家埠站到宣城发电厂进厂专用铁路坡度

较大，每整列车需要分两次拖入电厂。根据工

作安排，22 日 10 时 31 分，记者乘坐的运煤列车

终于到达中煤宣城发电厂。

煤炭 13 时 28 分开始翻卸，后经输煤皮带、

筛碎设备进入原煤仓，再经磨煤机磨成煤粉后

喷入炉膛内剧烈燃烧，加热水变成蒸汽后，推动

汽轮机旋转，同轴带动发电机组发电，经升压通

过电网远距离传输到千家万户。

中煤宣城发电厂设备维护部锅炉专业点检

工程师程卫是位工作了 31 年的老师傅。今天，

他负责厂内脱硫区域的设备检修。

程卫说：“每天都有巡检人员，两小时一次，

通过测量设备温度、振动情况，获得基础的设备

数据。我们则是集中进行隐患排查。”

从 6 月 20 日开始，程卫和同事们的工作节

奏从一天一检变成了一天两检。这将持续到 9
月 20 日。

“机 组 长 期 高 负 荷

运转，再加上持续高温，会

带来一些设备的磨损。”车间

里机器轰鸣，程卫一边提高嗓门

说话，一边拿着各种仪器在设备上

比比划划、敲敲打打，测试各种数据。

两个小时忙完，程卫终于直起腰来。

此时，他已满脸汗水，“今天情况还不错。”他说。

据了解，7 月 1 日至 8 月 23 日，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发送电煤 11.6 万车，共计

728.3 万 吨 ，与 去 年 同 比 增 加 161.5 万 吨 ，增 长

28.5%。

（徐靖、陶涛、晏剑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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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8 月 ，虽 已 立 秋 ，

暑热不减，再加上企业复工

达 产 节 奏 加 快 ，各 地 用 电

需求持续提升，电力保供

正处于关键时期。如何

做 好 当 下 电 煤 保 供 工

作？如何确保能源运输

安全通畅？日前，本报记

者搭乘一辆发自皖北煤矿

的运煤专列，一路向南，体

验煤炭从矿井到电厂的保

供之旅。

——编 者

跨省送电的背后，是许多环节的无缝衔

接、众多人的敬业负责；北煤南奔的线路里，

展示的是能源资源的整体调配、能源运输的

保供保畅。

安徽是电力送受并举的省份，今年夏季，

电力保供压力巨大。为此，全省制定了节电

要求，各地推出节电措施。与此同时，面对

“外送电”保供任务，安徽始终压紧压实电力

保供责任，让皖煤一路疾行。

皖电东送，安徽责无旁贷；如何缓解自身

用电压力，也是对当地的考验。日前，国家能

源局要求发挥大电网优势，强化跨省跨区电

力互济。就安徽而言，在皖煤南奔、皖电东送

的同时，该省与浙江今年首次签署了电力置

换互济协议，利用彼此最大用电负荷的时段

差异，白天皖电送浙，夜间浙电输皖，增加各

自的日供电能力。安徽还与上海、福建展开

电力置换，并积极争取省外富余电力，填补全

省电力供需缺口。

应该说，这种跨省跨区的电力互济保供，

也是能源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共享互济、

优化配置的一种有益探索。在走好全国“一

盘棋”的同时，各地应以更加灵活的机制、创

新的思维下好“联动棋”，实现供需跨时空灵

活互济，共同促进高质量发展。

既要南运的煤
也要互济的电

吴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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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器件、线槽桥架和管路，设

计电路，敷设电缆……在第四十五届

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目上，所有

安装器件误差不超过 1 毫米且保持

水平垂直，肖星星做到了尺寸、水平

零偏差，获得冠军。2021 年，22 岁的

肖星星获评江西省“赣鄱工匠”称号。

一身工服，再配以防护眼镜，江西省电子信

息技师学院高级技师、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

赛电气装置项目冠军肖星星（见下图，本报记者

王丹摄）俯身于操作面板前：只见自动剥线钳上

下翻飞，螺丝刀旋转固定，一根根线缆依序排列

整齐；接通电路，装置顺畅运转……

1999 年，肖星星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吉水

县一个小山村。2014 年，他考入江西省电子信

息技师学院，攻读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凭借着

对技能学习的浓厚兴趣和刻苦努力的钻研精

神，入学第一年，肖星星就在学校技能竞赛节中

获得电气装置项目一等奖，还被学校电气装置

技能工作室老师赖勋忠看中，从此与电气装置

结下不解之缘……

“现代社会，电气装置的应用非常广泛。”肖

星星介绍，作为一种传统项目，电气装置是利用

综合布线、网络通信、智能传感、智能安防构成的

一套智能系统。过去，其主要用于工业生产中的

智能控制，但近 10年来已拓展到生产生活的各个

领域，例如，高铁站和智能家居控制系统。“使用领

域不同，但原理都是相通的。”为精进技艺，肖星星

系统学习了电工基础、电子线路等知识。

“电气装置的第一步，就是要根据现场实际

情况和具体需求，绘制布线图。”肖星星说，制图

不仅要熟练掌握电脑软件，更重要的是要熟悉

各种器件和耗材的性能和功用，才能在设计时

准确运用。之后，要把图纸线路再“复刻”到空

白墙面上。“因此，图纸的线路走向必须非常精

准，才能保证后期线槽和线缆的准确安装。”肖

星星说，“绘图”是电气装置的基本功，必须做到

零偏差。

世界技能大赛的规则要求线槽的安装偏差

须在 2 毫米以内，但肖星星全都做到了 1 毫米以

内，包括线槽长短、拼接缝隙、位置偏差等方

面。在肖星星的操作下，各种线槽平整，切口处

无毛刺，切割角度精确到 45 度，拼缝紧密平直，

安装牢固，“光这一项技能，就要练两三个月。”

肖星星说，为保证工艺美观，相同类别的器件要

保持一致。他安装的每根弯管，管道的弯曲幅

度及管卡固定都要一致。

“线缆连接，是电气装置的又一项重要基本

功。”肖星星训练了两年多，一有时间，他就一头

钻进实训室练习，“很枯燥，但慢慢就会发现还

是挺有趣的，因为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线缆连接最易出现漏铜、铜芯过短或过

长、安装不牢固等问题。”肖星星说，电气装置线

缆一般通过冷压针进行连接，稍不注意，细小的

铜芯就会漏出来，很容易造成短路；铜芯过短，

则线缆容易脱落或不导电；铜芯过长，则容易发

生漏电事故。最后，冷压针安装到操作面板上

时，必须顺时针拧紧，不能有松动，线缆上不能

有划痕，“安装时必须全神贯注，手要稳，精力要

集中，速度要快，不能有丝毫松懈。”肖星星说，

普通大小的操作面板需连接近 160 根导线，要

连接至少 300 个冷压针，“不允许有一个针头安

装出现失误，或者安装顺序出错。”看似极其微

小的错误，都有可能让整个项目功能无法实现，

后 期 故 障 排 除 会 相 当 费 时 费 力 ，甚 至 要 推 倒

重来。

肖星星的工具箱，有一米多高。按照量具、

夹具等工具种类分成六层，每个工具都整齐地

摆放在泡沫槽内。“这是特别定制的。比赛是与

时间赛跑，不允许选手在找工具上耽误时间。”

除了精准，肖星星对出自他手的装置还追求一

种工艺上的美感。“器件要漂亮”。每根线缆安

装完成后，肖星星都要将其弯曲成相同的弧度，

“这样既为后续的维修留有余地，整体看起来也

会更美观。”最后，通过电脑软件，将功能写进程

序，实现设备的功能要求。

“精益求精，把故障的可能性压缩到零。”操

作台边，肖星星一边展示线缆的安装，一边和学

生们说道：“咱们一定要努力提升技能本领，为

社会多做贡献。”

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项目冠军肖星星——

绘图零偏差
安装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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