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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气气儿儿””十十足足徐徐大大屯屯

■陆漪

周末带儿子去球馆打球， 儿子找到了一个
和他年纪相仿的学生对阵，我在旁边观战。 练了
十来分钟后，他俩开始打比赛，第一盘儿子很快
败下阵来。 趁儿子喝水的间隙，我告诉他：“刚才
那场球，你们水平差不多，谁发挥好谁就能赢。
刚才你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哪个环节出现了
失误，要想清楚，扬长避短才能反败为胜。 对方
正手强，喜欢拉攻，你就要尽量回球至对方的中
路及反手位，即使回到正手也尽量不出高球，尽
量不出台，然后伺机进攻。 学会复盘，你才会打
出水平。 ”果然，后来几盘两人打得难解难分，最
后儿子险胜。

学会复盘，不仅是提升球技之道，也是实现
自我突破、脱颖而出的必然路径。

复盘本是围棋术语， 是围棋中的一种学习
方法， 即对弈结束后， 重走一遍刚才下棋的步
骤，思考当时下棋时的想法，思考每一步是否合
理，并进行分析和推理，避免下次出现同样的问
题。 不断复盘可以积累宝贵经验，快速提高一个
人的围棋水平。

复盘是如今的形象说法，古时称之为反省。
春秋时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古希腊哲学
家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从古至今，但凡有成就的人都是复盘高手，比如
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做到了时刻反
思，每天复盘，他在 30 岁后以日记形式反省人
生得失，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离世前一天。 曾国
藩一生处在逆境之中，但他能不断分析、复盘，
并不断勉励自己，不断精进和前行。

联想公司创始人柳传志在获得世界企业家
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复盘至关重要， 通过
复盘总结经验教训， 尤其是失败的事情， 要认
真，不给自己留任何情面地把这个事想清楚，把
事情想明白，然后就可以谋定而后动了。 ”

当然， 复盘不是成功人物或伟大人物的专
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复盘总结经验教训，
以此收获成长。 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曾说：“我经
常见到一些并不聪明的人成功，他们也不勤奋，
但他们都是一些热爱学习的学习机器， 每天晚
上睡觉的时候都比那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稍微
聪明了点。 如果你还有很长的人生道路要走，
这点是很有帮助的。 ”怎么才能做到“每天都聪
明一点点”呢？ 答案就是，不断复盘和提升。

善弈者，常复盘人生。 复盘有大小，小到每
天睡觉前对当天经历的事情做个总结， 大到对
每个月、 每个季度甚至一年的成长与收获全盘
分析 ，再大一点 ，一个企业的战略执行也可以
复盘。 通过复盘，可以冷静剖析、深度拷问，确
立清晰而明确的人生目标 ；通过复盘 ，可以总
结经验教训 ，调整方向并寻找最优路径 ；通过
复盘，可以提高成功的概率和速度 ，可以掌握
有效的工具方法 ， 建立严谨的思维模式 ，在
迷局中找到破局之道……只有学会了复盘 ，
人生才能翻盘 。

复复盘盘的的智智慧慧

■普供 李熠

机器轰鸣的马达声，螺旋叶片的嗡鸣声，灌溉农田
的水流声……走在徐大屯的村巷中，随处可听、随处
可见忙碌的生产场景。 大连普兰店供电公司星台供电
所的王书平、李德勤边走边看，一边跟乡亲们打招呼，
一边对涉及生产用电的线路和灌溉用电的设施进
行隐患排查。

“电网改造后再也不用担心电不够用了!现在热风
炉、电磨、锄草机一起使用都不怕，卷帘机升降都换成
全自动了。 ”徐大屯大棚种植户王庆魁说，“之前各家
大棚卷帘机升降都需要手动，到了吃饭高峰期，电磁
炉都不敢用。 ”

王庆魁所说的电网改造，是对电力输送、分配线
路进行的更新改造。徐大屯位于普兰店区星台街道，

区内以农业、 养殖业为主，
由 10 千伏徐大屯线负担该
区的农业生产和居民用电。
随着农业种植与饲养规模
不断扩大，以及各种大功率
用电设备陆续投运，电力需
求越来越大，棘手的问题也
越来越多。

“这一片很多农户搞种植，大家要商量着轮流使
用灌溉设备，如果一起浇，电不够用，水泵根本抽不上
水。 我家种植黄瓜，水量必须充足，经常都是后半夜起
来浇水。 ”说起之前抢着浇水的日子，黄瓜种植户关振
国不停摇头。

电力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命脉， 但用电
难却卡住了发展的“脖子”。 为确保农村电网安全可
靠运行，大幅消除原有 10 千伏老旧线路和设备隐患，
增强农网整体供电能力，2020 年年末， 普兰店供电公
司启动徐大屯线农网改造工程建设， 以解决设备老
旧、供电能力不足等问题。

通过了解农业生产的用电负荷， 普兰店供电公司
科学统筹，按“一台区一方案”的原则实施改造。经过三
个月建设，共立电杆 1779 基，架设 10 千伏线路 69.07
千米，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开关 20 台，电网运营情况和
居民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隆顺养鸡场在徐大屯经营了十几年。 “鸡雏饲
养需要在 34.5 摄氏度的恒温鸡舍才能保证存活率，
过去每天要用发电机发电， 每月光买柴油就要支出
小一万元，扩大养殖场规模这件事，想都不敢想！ ”
养鸡场老板王德库指着新扩建的养鸡场说，“现在电
足了，电压稳了，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 而且，现
在的电费比之前发电时的 1/3 还要低。 ”

徐大屯线改升级后， 王德库将养鸡场扩建了一
倍，还新上了一批大功率空调、换气扇等设备。 “今年，
雏鸡饲养量和成活率都有了大幅提高，预计全年增收
最少 20 万元。 ” 他自信地说。

充足的电力配套设施让村民们有了创业的底气，
不仅养殖业增加规模，种植户也纷纷扩大种植面积，
而且不少农户还用上了全自动灌溉系统，喷灌、滴灌
等各类大型农业机器一起使用。

“再也不用愁用电问题了，电网升级后企业也入驻

了， 村里的菌类种
植棚、 农副产品加
工厂都扩大了生产
规模。电力足了，村

民的腰包实实在在也鼓起来了。”星台街道党工委书
记高万和说。

改造徐大屯 10 千伏线路，在解决了近万户容量
不足问题的同时，普兰店供电公司还开辟了“绿色通
道”，解决村民用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并定期开展
线路巡视 ，优化应急抢修力量配置 ，确保出现隐
患第一时间排除， 为农户增产增收提供坚强电力
保障和优质服务， 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电
网支撑。 （作者供职于国网大连供电公司）

我出生在龙羊峡， 小时候总听父母
提起它，长大后，终于有机会目睹它的真
容，也由此被这座“黄河第一坝”深深震
撼。多年后的今天，这座灰色的巨型建筑
依旧岿然屹立高原， 默默见证着黄河水
电人的奋斗历程。

现在我要讲述的， 是一群爬高走低，
穿行在高崖和草木中的人，他们工作在常
人的视线之外，是跟大坝最“亲近”的人。
作为龙羊峡大坝的安全监测者，他们被称
为大坝的“诊脉人”。

27 个观测项目和班组内业，其中内外
观测点 3305 个，包括上下游水准观测测
点，六、七号地段二等水准网观测测点、
坝址区平面变形控制网测点、G4 变形监
测网测点、GPS 控制网测点及一年 6 次的
GPS 监测网测点……这是一支不到 20 名
人员组成的大坝测班队伍每月要完成的
工作。

“观测工作其实就跟‘大夫’一样，要对
大坝做到‘望闻问切’，及时诊断并分析，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电力技术公司驻龙
羊峡水电站观测班班长高世宇这样形容自
己干了 20 多年的工作。

远远望去， 大坝两侧只有悬崖峭壁
一样的群山，哪有路？ “很多工作地点都
是‘纯天然’的，不仅空气好 ，还能看到
各种各样的动物 ，野兔 、野鸡 ，还有岩
羊，甚至还有蛇 。 ”观测班李师傅打趣
道：“观测班的师傅都具备鹰的眼，蛤蟆
的肚子，兔子的腿 ，爬山时一个个堪比
岩羊呢。 ”

自然野趣的背后，是随时存在的危险，
出行观测至少两人一组，既为了工作需要，
也为了安全考虑。

龙羊峡上下游 50 公里水准测量工作
是一项耗时近三个月的“大活”，无论严
寒酷暑，刮风下雨，观测小组每天早上 6
点半出工， 每天连续工作 6—8 小时，往
返 100 公里，肩扛 10 斤多的仪器，手提 4
斤尺垫， 穿行在崎岖山路之间和陡峭悬
崖之上。

黑暗、潮湿、泥泞的廊道里有很多观
测项目，幽暗狭窄的环境里，埋设着钢筋
计、温度计、测缝仪、正倒垂等监测设备。
正是借助这些设备， 龙羊峡大坝的关键
“体征”可以直观展示出来。

在观测班， 经验重要， 精度同样重
要，因为精准是观测工作的生命线。 在
观测现场， 我目睹了各种各样的观测仪
器，国产的、进口的，自动采集、人工观测
……尽管样式千差万别，但对观测质量的
终极追求始终是观测人不变的目标。

这种用眼睛看、长期上手操作并用
双脚走出来的经验，是龙羊峡观测队伍
的宝贵财富 ，这是一种脚踏实地 、坚韧
慎独的工作作风 ，是特别能吃苦 、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龙羊峡精神。

一年四季，日复一日，观测班的“诊
脉人”严密观察着龙羊大坝的脉动。透过
一份份令人放心的观测报告，观照出他
们守望、跋涉和挥汗的身影。

（作者供职于国家电投大坝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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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卸煤煤““军军令令状状””
■景菁

“目前迎峰度夏与疫情防控叠加，接卸困难
加大， 但我们决不会因为设备故障和人员力量
不足造成电煤接卸滞期！ ”8 月初，在华能福州
电厂（以下简称“福州电厂”）生产例会上，燃料
部主任陈珊峰郑重立下了“军令状”。

8 月的福州，高温天气持续，福建电网仍处于

迎峰度夏“关口”，保障燃料供应安全成为福州电
厂的头等大事。

7 月 28 日子夜，福州电厂一期卸煤码头迎来
了一艘 3.5 万吨级的“大块头”———92 航次“金海
众”。 台风来临前，“金海众”给电厂带来了充足
的“粮食”，但也给卸煤工作带来巨大考验。

因北方暴雨影响，造成 92 航次“金海众”煤
质湿黏，从 7 月 30 日终班卸煤开始，落煤斗堵
煤、 皮带跑偏等问题层出不穷。 尽管对煤质湿
黏已有心理准备， 但现场情况远超陈珊峰的预
料。2EF 皮带落煤斗每半小时需清理一次，4EF、
6EF 皮带落煤斗不停堵煤，卸煤工作频繁中断。

面对珍贵的来煤，虽然卸煤难度大，但陈珊
峰带领团队，一次次清理堵煤的落煤斗，并做

好码头面及栈桥漏煤卫生等清理工作……
7 月 31 日终班， 完成基本接卸工作后，燃

料运行人员开始清理船内底舱。 可仓底煤更黏
湿，煤泥导致 1EF 皮带严重跑偏，无法卸煤。 但
“金海众”必须在 8 月 1 日早潮时间离泊，否则
受台风影响将滞留。

关键时刻，福州电厂燃料部全体成员同守皮
带，随时调整，最终历时 78 小时，累积清理煤斗
106 次后，于 8 月 1 日凌晨 3 点 20 分，“金海众”
被全部掏空，5 时 30 分按时离泊。

看着乘潮而去的“金海众”，大家松了口气，
但想到台风登陆期间没有煤船靠泊， 正好可以
趁机检修维护连续运行的输煤设备， 好应对台
风过后又一波高负荷接卸工作。

8 月 8 日，中转港来的“畅航”“庆航”陆续
靠泊码头。 台风过境已造成厂内煤炭库存急剧
下降、直逼警戒线，电煤保供紧迫，这几只船将
极大缓解燃“煤”之急。 当天的交接班班会上 ，
班长林仕叮嘱同事们全力做好卸煤准备 。

“班长，C-1E 皮带机头部堵煤！ ”“班长，
C-6F 至 7F 皮带的落煤管堵煤。 ”监盘人员接
连汇报输煤设备堵煤情况，林仕通过监视屏发
现，来煤湿黏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简短交代工作重点后，林仕和同事赶往现场。
正午的煤仓间如蒸笼一般，汗水夹杂着煤粉浸透
了每个人身体。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奋战 3 小
时，终于疏通了落煤管，保障了卸煤顺利进行。

一场紧张的堵煤疏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这是台风过后燃料部运行人员无数次疏通堵塞
的落煤、保障卸煤和电厂“口粮”的一个缩影。自 6
月 1 日至 8 月 23 日， 福州电厂燃料部共卸煤 70
航次、155.66 万吨，为 6台机组安全稳定发电提供
了有力保障。 （作者供职于华能福州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