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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注目国旗升起、华灯关闭；夜幕
降临，环顾四周，静观华灯初上——这样的
日夜，陈春光已数不清有多少个。

首都北京的长安街，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都意义非凡，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每当夜晚来临，长安街都会被华灯点亮。

在天安门广场，除了家喻户晓的“国旗
班”，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体——“华灯
班”，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他们都坚守
一线，守护着华灯的光亮。前不久，记者走
进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华灯班，来到第
五任班长陈春光身边，听他和同事们讲述

“华夏第一灯”的故事。

从白炽灯到无极灯——
华灯更明亮，更节能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能望见天上的银
河，也能望见北京的华灯；不论那夜色多苍
茫，你也能看到明亮的北京……”

华灯班第四任班长孟庆水在一线与华灯
相伴 38 年，虽已退休，说起华灯仍如数家
珍：“1959 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华
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定名，与首都十大建筑
同步建成。现在，长安街上从西单到东单共
有 253基华灯、6000 多盏光源。”

孟庆水介绍，天安门广场的莲花灯由 9
球组成，东、西长安街上的棉桃灯由 13 球组
成，圆形灯球与四方底座寓意天圆地方、盛
世太平。

65 年来，华灯的造型始终如一，光源却
不断更新换代。

华灯刚启用时，使用的光源是白炽灯。
“那时候最怕夏天，一下雨灯泡就容易坏，且
得一轮一轮地更换。”华灯班的老师傅们回忆
说，白炽灯是热光源，瓦数高，亮一会儿就
特别烫，“热到能烤白薯，我们换灯泡的时
候，戴着防护手套都觉得烫手。”

在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庆典前夕，华灯的
光源经历了第一次升级，自镇流高压汞灯代
替了白炽灯，球灯下也新加装了投光灯。“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华灯只在重大节日才
全部开启，主要作为景观照明使用。”华灯班
第一任班长王庆余曾在采访中说，每到重大
节日，天安门广场晚上举办的表演活动对灯
光要求很高，“我们每次都要提前进行多次光
源调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基华灯下面
都有我们的人盯着。”

2006 年到 2008 年，当时的北京市路灯管
理中心分两次对华灯的光源进行升级改造，
将华灯内的 450 瓦自镇流高压汞灯换成了 85
瓦的电磁无极感应灯，将八角亭内的 500 瓦
特制自带反光的应急白炽灯更换为 100 瓦电
磁无极感应灯。“高光效、低能耗的光源大大
降低了华灯出现故障的概率，大部分光源都

可以运行几万小时以上。”孟庆水说。
从 500 瓦、1000 瓦的白炽灯，到 450 瓦自

镇流高压汞灯，再到 85 瓦电磁无极感应灯，
华灯在增加亮度的同时，也更加节能。

“作为北京的标志性景观和照明设施，65
年来华灯的绿色转型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们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绿色低碳。”陈春
光说。

从木架子到高科技——
华灯车功能更多，更环保

华灯给长安街增添了许多魅力，为了保
证华灯始终以最美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清扫、检修、巡检，华灯班每天都不闲着。

升降梯缓缓升起，陈春光带着华灯班里
的同事们，顶着太阳，开始了华灯巡检作业。

“除了日常巡检，每年 6 到 9 月，从上午 10 点
到下午 4 点，是我们固定清扫检修华灯的时
间。”陈春光说。

华灯高达 10 余米，清扫检修，不是一件
容易事儿。

1960 年，华灯迎来了第一次清洗。据华
灯班的老师傅们回忆，当时清洗华灯借助的
工具令很多人想不到——杉树树干砍去枝叶，
做成细长的竿子，再用铅丝固定拧紧，搭成
杉篙架子，往木架子上铺块板，就这样，老
师傅们晃晃悠悠地开始了工作。

清洗一基华灯，要挪动三四次架子，身
边还放着一个大竹筐，需要系上绳子把灯罩

运到地面，地面的人将其洗净、擦干后用竹
筐传递上去，一上午也只能清洗完一基华灯。

“直至 1972 年，北京市成立了早期的路
灯队，也就是北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的前
身，专门负责检修、清洗华灯。4 年后，第
一代华灯车问世。”陈春光说。

40 多年来，华灯车不断升级迭代，功能
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绿色。第四代华灯车加
装了污水处理循环系统，用过的废水将回收
到废水箱内，经过沉淀、过滤后，可以重复
再利用。

2019 年，第五代华灯车正式投入使用，
也是目前正在使用的华灯车，集车辆定位、
路线规划、状态监测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第五代华灯车拥有了更加聪明的“大脑”

——在智能操作平台上，可通过可视化系统
全景展现升降过程、设备参数，实时感知作
业进程、设备状态，并可将数据通过网络实
时回传至后台，值班人员可与现场实时互动。

节能环保是第五代华灯车的突出特点。
在车上操作平台的一角，有一台四周透明的

“玻璃柜”。“这是新增设的华灯自动清洗机，
与以往手动洗灯球方式不同，第五代华灯车
作业时，我们只需将卸下的华灯灯球放入卡
槽，即可实现自动清洗，速度比人工快一倍，
节约了清洗时间。”华灯班的工作人员说。

不仅如此，第五代华灯车的吹尘系统也
大有改善。“原先固定的吹尘系统改成了手持
式吸吹一体式结构，我们可以在现场移动作
业。此外，吹尘系统新增了去污能力更强的
软管洗头清洗电器，在避免吹尘对环境造成
污染的同时，也避免了粉尘对作业人员的伤
害。”陈春光说。

说起第五代华灯车，陈春光和同事们有
一肚子话要说。华灯班直接参与到这辆车的
研发设计中，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理念，
从一开始就融入这辆车里。

“每年华灯清扫检修的时间正值一年中最
热的时候，我们就琢磨，如何能把热量利用
起来。在大家群策群力之下，第五代华灯车
应用了薄膜光伏太阳能采集板，既能为常用
电动工具提供电源，也能为华灯检修提供测
试电源，节约了资源的同时也减少了碳排
放。”陈春光说。

据介绍，第五代华灯车的底盘、作业平
台装置，以及车上所有零部件、元器件全部
实现了国产化。“华灯车逐渐向‘智造’转
型，向‘高端’升级。”陈春光说。

从肉眼到“千里眼”——
华灯监测更精准，更智慧

98% 的亮灯率，这是上级部门对华灯班
的要求，而在华灯班全体成员的心中，100%
才是他们的目标。

如何能保证华灯长亮？借助不断发展的
新技术，华灯班在“勤巡检”的同时加大了

“治未病”，通过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防患
于未然。

2012 年，北京市城市照明监控指挥中心
建成，对全市超 30 万盏路灯实施一体化的管
控和监测。大屏幕上，长安街上的华灯一目
了然。

一年后，253 基华灯上安装了单灯监测
装置。“这个监测装置，可以说给我们装上了

‘千里眼’，能够了解每一基华灯上每一盏光
源的亮灯情况，以前要去现场靠肉眼发现的
问题，现在可以更精准地掌握。”陈春光告诉
记者，对于华灯班来说，无论哪一个灯泡出
现故障，都能发出提示，方便第一时间响应、
维修。

随着网络的不断完善，2023 年，华灯单
灯监测系统实现了升级改造，换上 4G 的通讯
模块后，传输数据的体量与速度都得到了提
升，还加装了安全电池，可以实现在华灯启
动前 20分钟上线。

“今年华灯清扫检修期间，全新的华灯标
识牌上岗。”陈春光介绍，新标识牌在原有标
识牌展示权属、报修电话信息的基础上还增
加了二维码，实现交互功能，市民或游客扫
码可以了解关于华灯的更多内容，也可以通
过扫码一键报修故障。

同时，新型标识牌内置了监测元件，可
实现灯杆漏电监测和垂直度监测功能。灯杆
一旦漏电或倾斜，新型标识牌能够及时向系
统后台回传信息，为华灯安全运行提供支撑。

今天的华灯，已经实现了智能开灯关灯，
状态也能得到实时精准监测，长安街的夜晚，
华灯照亮着每一个人的前行路。

65 年来，华灯绿色转型的背后，离不开
一代代华灯人的接续传承。

华灯班党支部书记宋晓龙回忆，2003 年
第一次登上华灯车的时候，他没有丝毫新手
常出现的恐惧和眩晕，反而是一阵兴奋：“我
一直想弄明白，老一辈华灯人为什么会在这
里工作一辈子。”

从那一刻起，宋晓龙也成了“首都掌灯
人”中的一员，曾经的疑惑早已有了答案，
而当初的兴奋激动也早已转化为了沉甸甸的
责任和使命。

不只是华灯，神州大地上，每一处绿色
转型的背后，都是奋斗的中国人留下的生动
注脚。

题图：华灯是长安街上一抹亮丽的风景
线。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一盏灯的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潘俊强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
各地努力践行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美丽中国建设
取得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

本报即日起推出“绿色
转型新图景”系列报道，聚焦
一盏灯、一辆车、一座农场
等小切口，展现中国各地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过程中的生动实践，向世界
讲述美丽中国的鲜活故事。

——编  者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我们身边
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许多热点话题
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蓬勃发展的
中国。

如果有人问，时下最热门的话题
有哪些？在笔者看来，“绿色转型”
定有一席之地。

绿色转型无处不在，小到一滴
水、一片钢板，大到一座建筑、一辆
高铁，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各行
各业无不行动起来，在绿色转型的路
上奋勇向前。

绿色转型，为的是一个更美好的
未来。

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对
优美自然环境的需要，是与生俱来

的。碧水逶迤，青山相向，抬头能望
见蓝天白云、飞鸟盘旋，出门能看到
绿草茵茵、林木繁盛，这样好的环
境，没有人不喜欢。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是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
之策，也是实现上述美好图景的必由
之路。唯有加快绿色转型，才能实现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共进，为我们的社
会带来可持续繁荣的同时，拥抱更加
绿色的未来。

绿色转型，意味着更清洁的能
源、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更环保的生
活理念。如何实现绿色转型，着实需
要下一番功夫。

这几年，笔者去了全国不少地
方，虽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条件禀

赋，但绿色发展的的确确已经成为各
地的共识，绿色转型的号角已然吹
响，各地都已行动起来。

绿色转型是篇大文章，需要当地
对自身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全面梳理，
并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不少地方已经
有了颇有借鉴意义的尝试。比如，有
的地方曾经靠化石资源起家，近些年
不断谋求新出路，在老资源的根基上
结出绿色产业果；有的地方原本工业
基础落后，但守住了绿水青山，通过
发展生态旅游让百姓鼓了钱袋；还有
的地方深耕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不断
培育绿色新动能……

绿色转型，也在向世界展示一个
充满活力、日新月异的中国。

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与

风尚，将绿色转型的故事讲给世界
听，能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中国。而
且，一个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
大国，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对全球
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走
到国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实践获得认
同。笔者曾经实地探访过一家年产值
过亿元的新材料企业，其董事长介
绍，他们带着自己的产品到国外参
展，很受欢迎。这家企业利用固体废
弃物做原料加工生产环保新材料的故
事，赢得了许多点赞和订单。

推进全面绿色转型，需久久为
功。循着绿色发展的道路前行，我们
定能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右图：游客乘坐电瓶车在黑龙江
省伊春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
穿行。近年来，当地将生态旅游作为
绿色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开发特色旅
游产品、新业态。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逐“绿”而行 拥抱未来
刘发为

绿色转型新图景

◀ 2024年7
月，北京市城市
照明管理中心华
灯班的工作人员
在天安门广场清
洗检修华灯。

张  超摄  

▶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
周 年 ， 国 庆 前 夕 ， 华 灯 与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同框，
共同装点着天安门广场。

张明伟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