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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山越岭探基站……
本报记者 董芳辰

为了保障冬奥会通信正常运行，李太空两赴张家口崇礼，爬山坡越山坳，在大山里
摸清通信覆盖情况和走向分布——

这个春节，李太空格外关注
500 公里以外的崇礼冬奥会赛
场的情况。

但他的关注点和别人不同。
比赛时通信运行情况如何，

这是他最揪心的事；比赛时没有
出现任何通信故障，这也成了他
最欣慰的事。

在那个冰雪世界里，曾留下
他翻山越岭探基站的印迹，留下
他为做好通信运营工作挨饿受
冻的记忆……

“我们的前期工作虽然结束
了，但是我们在微信圈里，一直
保持与张家口通信人员的业务
联系，远程指导操控排除通信故
障。”李太空说。

被低估的“冷”

李太空今年 38 岁，是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
沧州电信网络运营维护政企支
撑中心的一名员工。

在 10 多年的工作经历中，
他从没想过，自己的人生有一天
会和冬奥会联系起来。

去年初秋，李太空收到了
“支援冬奥人员入选通知”。那一
刻他心里想的是“保证完成任
务，一定不负众望”。

去年 10 月中旬，他和河北
省其他城市的几名同行赶往张
家口崇礼的冬奥建设场馆，进行
通信设备的维护工作。

说 起 那 段 经 历 ，李 太 空
说：“终生难忘，永远自豪。”

“你体验过张家口的冷风
吗？真的能把人冻哭。”接受采访
时，李太空给了记者这样一个开
场白。

去年 10 月中旬，他接到通
知，前往张家口崇礼开展通信保
障工作时，对寒冷还没有太多的
认识。虽然通知单上特意注明“请
支援人员随身携带较厚的衣物”，
但李太空以为“也就是沧州冬天
的温度”。可是到那之后才明白，
他严重低估了张家口的寒冷。

“当时正值10月中旬，咱们
这边温度正是舒适的时候，正午还
会热一些，所以只带了一件羽绒
服，以为足够御寒了。”李太空说。

在崇礼一下车，李太空就被
一股强有力的寒风吹了个趔趄。

“风吹在脸上刀割一样地
疼。我抬眼向四周望了望，四周
群山环绕，盘山公路在眼前重叠
交错。”李太空置身现场，才意识
到他工作的环境是怎样的严酷。

一个山坳接着一个山坳，他
们步行去往工作区域，一路上哈
气成冰，眼镜很快就被糊上了一
层冰。

走了约 10分钟，他们一行6
人，第一次被冻得眼泪在眼圈打转。

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放慢
速度，继续向工作区域前进。

想不到的“远”

在维护通信设备的那段日
子里，李太空瘦了好几斤。

大山里生活不便，食物种类
比较单一，又加上当时一些场馆

设施正在建设中，他们的日常生
活面临着很多困难。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们一
干就是一天，中午和晚餐经常是
推迟到很晚，即便是吃饭，大部
分时间也是吃当地的莜面。

云顶区域、太舞区域、枯杨
树区域、国宾山庄区域、文创和
会展区域、奥运村区域……冬奥
赛场上，需要通信维护的地方划
分成了各个区域，李太空和同事
们每人负责一个区域，各司其职。

每个人哪怕是负责一场一
馆，也必须了解各个区域的通信
情况，“要摸清通信覆盖情况和
走向分布，首先就得去各个移动
通信基站摸排探查，搞清楚机房
资源信息。”李太空说。

在太空遥感卫星图上看，几
个地点看上去近在咫尺，可是真
要置身其中，才知道几个区域之
间隔着座座大山和条条沟壑。

为了他们进山方便，当地有
关部门派了一辆工程车随行。但
大山里走着走着就没有路了，他
们只得下车步行。

在一次去往云顶区域探查
基站的时候，李太空真正体会了
翻山越岭的艰难。

云顶区域范围大，卫星地图
上呈现的面积是其他区域的 3
到 5倍，可放到实际中，却比预
想的面积还要大得多。

区域里地形变化多端，要翻
过几座山才能抵达目的地，车走
到半路，没有办法前进，李太空
只得步行进山。“常年在平原生
活，平常也缺乏锻炼，走完 3公
里的山路，人已经累到了极限，
连喘气都困难了。”李太空形容
那一刻的感觉，“肩上是沉甸甸
的责任，背后是领导的嘱托和同
事的信任，有再多困难我们也要
克服。”

上山，下山，一次次翻山越
岭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冷又累的
李太空和同伴用了数天时间，终
于摸清了所有基站、机房的准确
位置和机房内的运行情况。

连续的山区高强度工作，李
太空双腿和双臂常会不由自主
地颤抖，“估计这一辈子的山，都
在这段时间爬完了。”李太空笑
着说。

排除故障的“难”

李太空和同事们还有一项
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每个场馆编
制运营维护手册。

这是一项精细繁复的工作。
所谓一馆一册，是冬奥会赛

场上的体育场馆必须要有的一

套运营维护手册，而这套手册的
制定，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全凭
他们自己摸索。

“运维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
确定地下光缆的走向，光缆走向
是隐蔽的，有可能因为施工、地
形变化或者出现故障而随时改
变走向，所以确定光缆的走向是
非常重要的。”李太空说。

李太空到崇礼支援的时候，
一些奥运场地还在建设中，施工
的过程中有时会破坏光缆。因为
在地下，光缆的修复和排除故障
工作都变得很困难。

一点点地摸排，“我们只能
判断出故障点大概的位置，至于
光缆的其他问题，需要凭借前期
的建设资源和经验进行判断。”
李太空说。

一点一点抠数据，一次一次

测试，一条光缆的现场排查有时
需要数小时。

早上 8点开始工作，到晚上
8点多才能回到住处休息，一天
下来，他通常冻得手都握不住笔
了。

有的时候需要加班，李太空
干脆就在机房里席地而坐，拿着
笔记本就地办公。他全然顾不得
身下是冰凉的地面，门外是呼啸
的寒风。

手僵硬时，他能做的，就是
对着手哈哈气，或者裹紧身上的
羽绒服……

从野外到场馆，一个月的时
间，他和同事们摸清了上万个数
据，仅记录本上就达到了一百余
页。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套
河北电信张家口分公司冬奥会
网络通信保障手册终于编制成
功。其中包括保障人员联络表、
网络概述、现场保障标准动作、
故障处理标准动作、物资储备情
况等。

他们还在总手册的基础上，
又根据每个场馆的不同作用和
特点，制定了分手册，方便使用。

永远难忘的“苦”

“通信保障就是为今后的比
赛、转播、网上冲浪、消防救援、
应急事故处理等提供一个良好
的网络环境，保证网络有效覆
盖。现场通信网络使用时安全、
及时、有效，这就是我们前期工
作的意义。”李太空说。

通信支援不是简单的支援
完毕就结束了，还需要对当地的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进行手册
的更新。

春节前，李太空再次返回了
崇礼，开展为期一周的培训和更
新手册工作。

“一般一线工作人员都在白
天工作，因为涉及铺设光缆和架
设信号杆的问题，所以只能趁晚
上的休息时间对他们进行培
训。”李太空说。

课程结束后，他还需要熬到
晚上 12点，再进行网络割接工
作。

网络割接就是利用晚上使
用网络的用户减少后，对网络做
一些维护优化。网络割接完毕
后，还需要自己验证一遍业务是
否恢复。

这样一忙，通常要到深夜三
四点钟。

除了短暂的睡觉时间，李太
空和其他同事们几乎黑白在忙，

“第二次去，待的时间比较短，只
有七天，所以要尽最大可能不留
问题和遗憾。”李太空说。

李太空每次培训的时候，都
带着设备，他制作实操课件，让
所有培训人员现学现做，直接上
手解决，他在一旁监督指导。

春节前，全部的工作交接完
后，李太空回到沧州。“能走上冬
奥会的建设场地，为冬奥会做些
工作，内心说不出的自豪和骄
傲。那些苦和累都成了永生难忘
的纪念。”李太空笑着说。

（照片由李太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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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公司招保安、保洁。
电话：18931717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