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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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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很多
市民打开空调，享受凉风。与此
同时，有一群人，为了保障“这一
缕凉风”，每天奔走在烈日下。

每一条线路，每个月必须至
少巡视一次；部分重点部位，每
个月至少巡视两次。这是因为，
线路上任何一颗螺丝的松动或
者脱落，都可能引起线路跳闸、
停电……

近日，记者走进国网沧州供
电公司，探访高压电路巡线员的
生活。

一次要巡视
8千米的线路

近日，郑新伟一大早就背着
背包来到献县。背包里，有望远
镜、相机、巡线本、测距仪以及两
瓶水。和他一起来巡线的，还有
同一个班组的6名同事。

这次巡视的线路长约 8 千
米，郑新伟用了 3个多小时。之
所以用了这么久，是因为这段路
并不好走。一方面，地里的农作
物都长起来了，他们需要绕行；
另一方面，最近刚下了雨，地面
十分泥泞。

郑新伟今年49岁，是国网沧
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四班班长，
已经在电力行业工作了28年。

郑新伟刚入行的时候，整个
沧州工区（业务范围覆盖整个沧
州地区）所管辖的从 35千伏到
220千伏的高压线路，一共只有
两三百千米。现在，仅仅他的班
组，负责的高压线路总长度就达
500 多千米。而整个沧州工区，
像他们这样的班组一共有9个。

换句话说，现在沧州的高压
线路比当年的多了 10倍以上。
而且，这个总长度，仍然在年年
递增。

500多千米的线路，并不是
开着车就能完成巡视的。

因为高压线路的特殊性，大
多数高压线路设立在远离人群
和交通干线的区域。此外，巡线
时要在田野里穿行，经常会遇到
水沟等。因此，想坐着车来巡线，
根本不现实。

那怎么巡视？
所有线路被分为具体的区

段，然后一段段地去巡视。假如
今天去巡视某段线路，车辆会在
固定的放人点把人放下，然后每
个巡线人员按照固定的线路方
向开始徒步巡线，车辆则到集合
地点去等待。

因为一些地方比较荒凉，巡
线人员有时会在出门前带几个
包子或者烧饼，等中午饿了，就
坐在田间地头填填肚子。渴了，
就喝一口自己带的瓶装水。

除了望远镜、相机
还要带上“打狗棒”

郑新伟说，每个巡线员每次
需要徒步巡视七八千米的线路。
可是，这指的是直线距离，真正
走的路程，要远远超过这个距

离。而且，他们大多是在田野里
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水洼、草
甸、坑塘……什么地形都会遇
到，有时要绕行很远的路。

除了望远镜和相机，每个巡
线员还会配备拐杖、手电等设
备。为巡线人员配备拐杖，不仅
仅是为了让他们助力，更重要的
是自我保护。

郑新伟说：“我很怕蛇，可这
些年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遇到
蛇了。这根拐杖就是为了‘打草
惊蛇’。”

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郑
新伟蹲在一棵枣树下面休息。过
了一会儿，他一回头，却发现一
条蛇不知什么时候爬到了他的
后面。“尽管那不是毒蛇，可我还
是吓得一哆嗦，赶紧用拐杖把蛇
挑到一边。”

另外，这根拐杖也是“打狗
棒”。有的时候，巡线员会路过一
些村庄，村里的一些狗不拴绳，
会追着陌生人跑。这时，巡线员
就会拿出拐杖把狗吓跑，“也是
给自己壮个胆儿”。

郑新伟说，巡线不光是在
陆地上进行。黄骅的一些电塔
设置在盐池、虾池里，他们巡线
时只能乘坐橡皮艇来到近处，
对这些电塔进行检查。有时，他
们甚至要坐小船，到大海中巡
视线路。

郑新伟说，夜间维修线路
时，在一人高的庄稼地里迷路、
遭遇野生动物更是家常便饭。

“害怕是害怕，但是还得继续干，
因为你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维修时都是
在半空中工作

“对于一些重点部位，我们
还会安排人员登杆，进行更细致
地检查和维护。”郑新伟说，自己
至今忘不了第一次登杆时的情
景。

那是郑新伟刚参加工作不
久。“爬的是老式杆，高度为 18

米至 21米，比普通的电线杆高
很多。”他虽然鼓足勇气上到了
杆顶，但是因为恐惧，一直紧紧
抓住杆顶的铁架不撒手，根本干
不了其他的工作。“那杆子有好

几层楼高，又没遮没拦的，爬上
去往下一看，脑袋上的汗一下子
就冒出来了。师傅当时就说了，

‘不会干，就在上面待着，你就是
在上面坐一天，也不准下去’。”

上杆难，离开电线杆到线路
上维修更难。

郑新伟第一次单独上线路
维修，是把一个防振锤扶正。班
长几次催促，他才穿着脚扣上了
杆。“当时，我心里‘扑通扑通’
的，等骑到‘瓶子串儿’（即老式
的陶瓷绝缘子）上，才发现‘瓶子
串儿’会转动，根本稳不住。”经
过班长指导，郑新伟才把“瓶子
串儿”摆放到一定的角度，让它
不再转动。

这时，班长让郑新伟扎好腰
绳继续干活儿。“那个时候，我胆
子小，不敢正着骑线，于是就趴
着往前蹭。”趴在线路上，想要做
出任何动作，都需要像猴子一样
抓紧身下的高压线路，然后使用
腰腹的力量控制平衡。

好不容易到了位置，郑新伟
的汗也下来了。“心里是真害怕
呀。”

处理完防振锤，郑新伟又发
现了新问题：回不去了。

郑新伟向地面上的班长求
助，班长告诉他，要么转过身子
往回爬，要么就倒着身子慢慢往
回蹭。

最终，郑新伟只能倒着身子
慢慢地蹭了回来。

后来，在老员工的指导下，
郑新伟慢慢克服了恐惧心理。在
线路上跨坐着前进、来回转向、
探身施工……各种操作也越来
越熟练。再后来，他也成了“老师
傅”，也把这些经验和技术传授
给了“徒弟”。

磕磕碰碰是常事

冬天，上线路干活儿，必须
把最外面的大衣脱掉，否则影响
操作，也容易出事故；夏天，铁塔
和线路上又非常热，即便带着手
套，也会被烫得双手通红；春秋
时节，风很大，在半空中干活儿
更不容易……郑新伟说，这一年
四季，工作起来都非常不容易。

跟“铁”打了将近 30年的交
道，磕磕碰碰总是免不了的。郑
新伟说，有一次，他在电线杆上
清理一个鸟窝。他使劲用脚一
踹，结果腿蹭到了旁边的角铁
上，当时就被挂掉了一层皮，鲜
血也很快就流了下来。

春秋怕大风，担心线路有异
物；冬夏怕雨雪，担心线路会短
路。只要不是风和日丽的日子，
郑新伟就不能踏踏实实地睡觉。
除此之外，线路通道附近的树
木、周边工地的设备，也都是要
操心的事情。

最令郑新伟头疼的，是他们
班组管理的线路过于分散。

郑新伟班组负责的 500 多
千米线路，分散在泊头、沧县、孟
村、盐山、黄骅、渤海新区、河间、
献县等地。“我们班组只有 7个
人，所有的工作都要由这 7个人
完成。”

虽然很辛苦，但是郑新伟等
人 始 终 勤 勤 恳 恳 地 工 作 。从
2019 年到现在，郑新伟班组没
有出过任何线路事故。这也是整
个沧州工区的纪录。

郑新伟说，他没想过创纪
录，心里想的就是把自己分内的
事干好。

高压电路巡线员郑新伟——

带着“打狗棒”，围着电线“转”
本报记者 霍钢杰 摄影报道

修剪线路附近的树枝修剪线路附近的树枝。。

测量各线路之间的距离测量各线路之间的距离。。

郑新伟郑新伟（（右右））和同事巡线和同事巡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