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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新事

【事件】

移动共享充电桩方便居民绿色出行

【短评】

办好民生实事要有“见缝插针”的智慧
靳 博

新 职 · 新 知 

鲜为人知的“管廊世界”

早上七时，北京已经苏醒。在通州区万
盛南街，人们或打开水龙头洗漱，或收看电
视早间新闻。寻常之间，少有人想到，支撑
整个片区运转的部分电力、通信、给水管
道，都集中在地下十几米的一个“房子”里。

“上边是车来车往的马路，下边是地铁7
号线，中间这段约地下15米的位置，就是综
合管廊了。”张军磊介绍。

张军磊是北京轨道交通7号线东延（万盛
南街）综合管廊项目的一名管廊运维员。一大
早，他和搭档胡运春进入管廊，开始了一天
的巡检。

行走其中，管廊的“庐山真面目”徐徐展
开：净宽 5.6米、净高3米的水信舱内，左面，
各种圆柱管道从上至下有序排列；右面，密
密麻麻的支架随着墙体一路延伸。耳边，偶
有水声滴答作响，间或传来地铁驶过的轰隆

声。远望，视线尽头黑黢黢，仿佛科幻电影
中的一幕。

“一眼望不到头！这条干线廊道足足 5.4
公里，像一条地下卧龙。”张军磊说。

管廊到底有啥用？据介绍，它针对的是
“城市之痛”。向上瞧，城市上空有不少电缆像
蜘蛛网一样混乱缠绕，风险隐藏其中；向下
探，各种市政管线埋在地下，若老化锈蚀，
检修时要破坏路面，挖了填、修了补，行
人不堪其扰。更有甚者，一旦出现地震等极
端情况，管线被毁、停水停电，城市运行将
受到严重影响。

怎么办？城市建设者想到“管廊”。“建一
个地下隧道空间，把电力、给排水、通信、
燃气等工程管线集于一体，统一管理，不仅
方便后期维护，还能化解‘马路拉链’‘蜘蛛网
电线’、城市内涝等问题。”张军磊说。

管廊就成了城市管线的“新家”，而管廊
运维员就是新家的“大管家”。他们的日常任
务之一，是在廊道里巡检，确保诸多管线的

安全运行。
在电信舱，张军磊和胡运春仔细观察

电力管的接头处。一是看，电缆铠装带有
无击穿破损；二是嗅，是否有焦糊味；三
是 听 ， 有 无 噼 里 啪 啦 的 漏 电 声 。 在 水 信
舱，每 6 米就有一段给水管道的焊点，二
人仔细检查各种组件，焊点、泄压阀、排
水阀都不放过。

“我们有点像医生，对管线‘望、闻、问、
切’，要细致，不遗漏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
张军磊说。

除了运维员的“鹰眼”，一些“黑科技”也
大显身手。“叮铃铃……”突然，铃声在空旷的
廊道响起。一进廊道，手机没了信号，哪儿
来的电话铃声？记者疑惑间，一旁的张军磊
掏出了一个外形酷似智能手机的终端。

“我在桩号 5+100 的位置，这里一切正
常……”张军磊对“手机”另一端的工作人员
说。这是手持智能移动终端，即便在地下15
米的廊道也有信号，可与地上工作人员即时
通信，一键上报问题。

回到万盛南街地下管廊项目监控大厅，
巨大的电子屏吸引了记者目光：10 多个井
盖，上百处照明、风阀、风机、水泵，1000
多个消防手报按钮……管廊设备的运行情
况一目了然。“我们不仅有人工检查，还有
视频轮巡等手段，实现巡检路径图上规划、
点线结合、计划自动排程、任务自动下发、
音视频远程沟通等智慧功能。”一名工作人员
介绍。

干好运维有“心经”

张军磊今年38岁，搞了10多年地铁供电
的他，干管廊运维算“半路出家”。“刚开始我
连管廊风机的风阀都不清楚咋开咧！”张军磊
说，2018年被派至北京世园会管廊项目，是
他第一次和管廊“亲密接触”。

初到世园会施工现场，管廊项目左、
右、下三面已建成，但上面未封顶。冬天的
延庆，朔风呼啸，张军磊在风中冻得直哆
嗦。不过，艰苦的户外作业条件不是张军磊

发愁的。
“我对自己的电力专业有信心，可面

对管廊，只懂一种管线不够啊！”世园会综
合管廊内廊 3.4公里，外廊 3.7公里，集纳热
力、燃气、给水、再生水、电力、电信等
各种管线。“管廊小白”张 军 磊 一 点 点 学 、
一点点磨。他将 施 工 图 纸 和 标 准工艺看
了 一 遍 又 一 遍 ， 耐 心 统 筹 安 排 众 多 交 叉
施工单位，最终顺利完成世园会管廊保障
任务。

如今，张军磊对如何当好管廊运维员，
有自己的“心经”。“首先得身体素质好！”张军
磊笑着说。在管廊里步检，一趟有二三公
里，再加上爬上爬下、走走停停，一天至少
上万步。夏天，管廊又热又闷，巡检员常随
身携带藿香正气水；到了秋冬，管廊难免湿
冷，不少运维员的关节都有点小毛病。

人工步检累，坐着看监控也不轻松。管
廊运维员进行视频监控时，画面每 15 秒轮
切一次，哪块地面有水渍，哪里灭了一盏
灯，这些异常都要留心。听上去，像极了

“找不同”的游戏，但心态可不是玩游戏那样
放松。

“一盯就是8小时，不能走神，不能玩手
机，外人会觉得很无聊，但我们必须坐得
住。”张军磊说。

入廊时天还大亮，出廊时斜阳西沉；在
监控室里坐一天，结束时眼睛酸酸的……这
样的日常，对管廊运维员来说是家常便饭。
张军磊表示，管廊运维看似简单，干好并不
容易，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管线知识，还要不
怕苦、不怕累、沉下心，耐得住寂寞。

为未来留足空间

“小心碰头！”管廊里，张军磊向记者说的
最多的就是这句话。首次进入管廊的人，一
不留神容易走偏，头顶的安全帽便会碰上两
侧的管线支架。

走了半晌，记者早在管廊里转了向，张
军磊仍辨得清东南西北。他传授了诀窍：“你
看那排亮绿灯的安全疏散指示牌，它在左
侧，说明咱在往东走。”

对大多数人而言，管廊是陌生的，但对
一线运维员来说，管廊已在他们的心中烙下
深深的印记。“我都形成职业习惯了，一进入
陌生的狭小空间，第一反应就是找疏散口。”
胡运春向记者说，“和家人逛商场时，总习惯

性地向屋顶瞅，看看有没有安装好消防报警
器和烟雾传感器。”

地下管廊建设已在全国多座城市“加速
跑”：目前，青岛建成各类管廊达 188 公里；
到2025年末，重庆力争城市新区新建道路综
合管廊配建率不小于 30%；到 2035年，北京
地下综合管廊预计达450公里……

采访接近尾声，记者问：“为什么廊道内
许多支架是空的？”

“这是为未来入廊的管线预留空间。别看
现在空，未来‘管线之家’肯定越来越满。”张
军磊说。

张军磊的老家——雄安新区是全国首个
采用全地下综合管廊的城市，从规划建设之
初，就有了“先地下、后地上”的理念。在新区
首个集中建成区容东片区，街头不见井盖、
抬头没有电线，电力、燃气、供水、信号等
管线全部进入地下综合管廊。该管廊还创新
采用三层四舱结构，首次应用物联网技术，
实现5G无线信号全覆盖。

“雄安不仅地上一座城，地下还有一座
城。作为一名管廊运维员，看到越来越多的
城市探索地下管廊建设，我特别开心！”张军
磊说。

当前，管廊建设已从“该不该干”的认识
阶段，迈向“怎么干”的实践阶段，城市建设

“重地上、轻地下”的现象有所改善。业内人士
指出，地下综合管廊有着可观的社会效益和
投资潜力，未来还需在标准化体系、盈利模
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张军磊认为，“数字管廊”将成为地下管廊
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术的运用，
管廊及附属设施、入廊管线等信息将全部数
字化。“数字化将支撑城市综合管廊的规划、
建设、运营，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
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管廊运维员：

城市“地下动脉”守护者
本报记者 吴雪聪

有这样一群“地下工作者”，他们徒步数公里、日行上万
步，每天在地下十几米处与大大小小的市政管线打交道。他
们就是管廊运维员。

2021年，“管廊运维员”被正式认定为新职业。管廊运维员
的日常工作是啥？地下管廊究竟长啥样？记者近日走进中国
中铁电气化局城铁北京机电分公司进行了探访。

与传统固定充电桩相比，移动
共享充电桩更灵活高效。车主只需
将车辆停到充电桩覆盖的范围内，
并通过控制箱操作 将 充 电桩移至
车旁，取下充电枪即 可 给车辆充
电，改变了以往“车找桩”的局面，
见缝插针地解决了老旧小区居民充
电难题。

其实，这种按照“共建共治共
享”理念，“见缝插针”式办好民生实
事的思路很有代表性。

“见缝插针”的背后，是政府、
企业、社区、居民各方力量深度参
与。电动汽车充电和停车是群众生
活的“高频事项”，直接关系居民的
幸福感。社区、企业第一时间了解
居民所需所盼，在“停车难”和“充电
焦虑”两大问题间寻找解决之道，变
被动应对为主动破题，想方设法“链
资源”“求共识”，解决好群众房前屋
后的“小事”。

“见缝插针”的背后，是依托科

技创新提供高质量的公
共产品。通过创新充电
模式，逐步实现居民充
电设施的集约化建设、
专 业 化 运 营 及 共 享 有
序使用。

“见缝插针”不是一蹴而就。治
理效果如何，关键还要看群众满不
满意。老旧小区普遍没有固定产权
的车位，加之公共空间缺乏总体规
划，这就决定了移动共享充电桩也
要在试点中不断发现问题、改进提
高，在既有停车资源的基础上，日
益优化设计。只有让老旧小区有新
变化、焕新活力，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

本报天津电 （记者武少民、靳
博）“还是得想办法让充电线像移
动共享充电桩那样实现抽拉回弹”

“立柱的旋转也不是很方便老百姓
操作”……

近日，一款新型充电桩模型送
到了国网天津滨海公司配电抢修班
班长张黎明的创新工作室，团队围
着模型进行测试研讨。

张黎明带领团队最新研制的这
款“伞型”移动共享充电桩，专门针
对老小区复杂地形停车难题，是团
队此前研发推广的移动共享充电桩

的迭代版。
“这两年，我在老小区走访调

研时，很多居民、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反映小区车 位 紧 张 ， 充 电 桩
没地方安装，装了也不能保障车
位，新能源车充电很不方便，给
社区治理带来一系列问题。”张黎
明说。

据介绍，“伞型”移动共享充电
桩由电缆桥架轨道、可移动充电桩
座等构成，走空不走地，不占用固
定车位，占地小、安装快、成本低，
将传统的“车找桩”改为“桩找车”。

近 年 来 ， 国 网 天
津 滨 海 公 司 建 立 与 政
府 、 物 业 、 小 区 居 民
通 力 合 作 的 四 方 共 建
服 务 模 式 ， 滨 海 新 区
住 建 委 专 门 下 发 通

知，明确提出“积极开展‘移动共
享’充电桩推广应用，提升老小区
公共设施使用效率”。

目 前 ， 移 动 共 享 充 电 桩 已 在
20 个社区站点推广使用，因地制宜
满足老旧小区居民充电需求。新能
源汽车停到车位后，车主只需将
悬挂在电缆桥架上的白 色 箱状充
电设施沿着滑轨拖到车附近即可
充电。

“不占地还方便好用，解决了社
区治理难题。”滨海新区大沽街道
蓝鲸岛社区党委书记樊宇点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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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磊在监控室进行视频巡检。 本报记者 吴雪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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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丰城市河洲街道和合社
区，孩子们在志愿者的陪伴下搭积木、做
游戏。 周 亮摄 （人民视觉）

▶ 江苏省南京市西城晨星晓小禾托
育中心，一名小朋友在托育老师的指导下
画画。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幼儿园，小朋友在进行滑板车比赛。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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