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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滤池，打开箱柜，仔细读取仪表
数据，逐一记录在册。6月24日上午9
时，武汉市水务集团水业科技公司机电
分公司副经理、中共党员蒋锐来到琴断
口水厂制水车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当先锋、作表率，在技术创新上，党
员也要走在最前列。”近年来，蒋锐带领
技术团队不断完成一次次科技攻关，被
同事们誉为“制水车间里的发明家”。

把“工作主战场”从电脑前搬
进车间

40岁的蒋锐学计算机出身，从业以
来，先后从事多项水务自动化和数据平
台研发工作。2021年，当他来到武汉市
自来水有限公司制水部、成为“自动化车
间”带头人时，新的挑战摆在面前，“以前
面对的是数据和程序，现在变成了并不
熟悉的水厂生产设施，让它们时刻健康、
不断‘聪明’起来，是我的责任”。

在蒋锐的办公室，记者看到3本厚
厚的笔记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工作笔
记，包括自来水生产线上发现的问题、
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等。近3年来，他

的工作记录写了3万余字。
眼睛盯着看、耳朵竖着听，在制水

车间，水泵震动过大、泵体发生偏移等
问题，他敏锐察觉、认真记录，并回去查
阅资料、琢磨自动化解决方案。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就要把‘工作
主战场’从电脑前搬到车间里。”平时蒋
锐很少待在办公室，所在单位管理的8
个水厂制水车间是他去得最多的地
方。水厂生产发现任何问题，他和团队
24小时随叫随到。

4月25日深夜，蒋锐的手机响了起
来，琴断口水厂自动生产系统出现故障
报警。20分钟后，他从家中驱车赶到现
场，带领同事对设备逐一排查，寻找故
障点。直到次日凌晨6时终于锁定故
障点并紧急处置，排除了故障。

蹲守露天车间一年，创新项
目获“国奖”

排泥行车是用于吸取自来水生产
沉淀过程中产生积泥的设备。因为行
车两侧轮子分由两组电机供电，长久运
行，微小的功率差会使两侧轮子运行速

率产生变化，可能出现偏移轨道现象，
需要人工调整，如发现不及时还有可能
造成生产事故。

2021年 7月，蒋锐带领团队投入
“行车智能化运行”项目研发，通过收集
海量行车运行数据，编写程序指令，以
实现排泥行车车轮智能微调。如何让
程序兼容不同天气、温度、湿度的场
景？为此，蒋锐和团队蹲守金口水厂露
天制水车间，无论寒暑，进行了上万次
数据采集、上千次编程尝试，历时一年，
终于研发成功。

在排泥行车上加装传感器，并设置
智能化程序，这一创新成果能及时感知
行车轮子偏移，通过自动调整电机输出
及时纠偏。该项创新成功运用于金口
水厂，并在2021年底获得中国创新方
法大赛全国总决赛优胜奖。

自来水厂滤池通过石英砂过滤杂
质，当杂质淤积影响过滤效果时，何时
清洗？2022年，蒋锐团队研发出“创新
方法在降低水厂净水系统中水质浊度
的应用”项目，如同为滤池加装“智能大
脑”，实现沉淀池石英砂杂质富集自动
感知、自动清洗。该项目在中国创新方

法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三等奖。
除两获创新“国奖”，蒋锐还获得发

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自来
水关系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身
在水务技术创新前沿的党员，蒋锐备感
责任重大。 记者宋磊 通讯员谢铭辉

“我是党员，创新我先行”

蒋锐：“供水车间发明家”两次获奖

6月24日，蒋锐在琴断口水厂制水
车间巡检滤池行车控制箱等设备，保障
供水的正常生产。 记者高勇 摄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月25日，查房、会议、一次次接起
办公电话……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
长杜荣辉忙得团团转。但一旦手机微
信里弹出患者的咨询信息，她都会立即
中断手里的事，全身心地去阅读、答复，
有时还要拨打电话叮嘱对方一番。

“最近有不少通城的患者通过当地
疾控中心找到了我，因为我下个月初才
有时间去那边义诊，于是就先微信里给
他们阅片。其中有两个，她们都怀疑自
己是肺癌。”忙碌间隙，杜荣辉给记者讲
述她微信接诊通城患者的事情。

“这两位患者通过绿色通道来了医
院。其中，69岁的胡奶奶排除了肺癌，
确诊是支气管扩张和部分实变，我们给

她进行了手术治疗，前几天出院了。另
一个潘奶奶，我看她微信里发给我的片
子像是肺癌，过来一检查，果然是微浸
润期肺癌。也很幸运，这是最适合做手
术的时机。昨天我才送她出院。”说这
些时，杜荣辉总是一脸幸福。

下月5日，杜荣辉又将去通城进行
她每月一次的义诊。这个与乡亲们的

“约定”，她一坚持就是14年，风雨无
阻。14年来，杜荣辉累计接诊3000余
人次，为数百家庭摆脱疾病，她被乡亲
们亲切地称为“候鸟医生”。

不仅如此，杜荣辉还通过通城县疾
控的平台，为当地培训、培养年轻呼吸
专业人才。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杜荣辉

则在每月的义诊中一一解决，既造福了
患者，也带教了当地医疗队伍。

杜荣辉的事迹在当地传颂，她先后
获得荆楚楷模、中国好人、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湖
北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好医生、中宣部
全国科技文化三下乡服务标兵、第九届
湖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

杜荣辉说，接下来她将进一步整合
多学科资源，加强肺部疾病诊疗团队的
建设，形成一支呼吸为主兼顾全科的医
疗义诊团队，让更多优质医疗资源能够
直达乡村，最大限度地让乡亲们在看病
的路上不走弯路。

谢俊杰 王敏 张全录

“候鸟医生”杜荣辉：永远是乡亲们的“医”靠

杜荣辉(左）在通城县疾控中心义诊。

武汉晚报讯（记者秦璟 通讯员路
远馨）25日，在位于江夏区的中国中铁
工业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内，一台70余
吨重、直径7米的盾构机刀盘在龙门吊
的牵引下缓缓直立。刀盘上的定位销
将要靠近定位孔时，五六名工人控制龙
门吊暂停，钻进刀盘与机身之间，人工
引导刀盘与机身慢慢合体。

“70吨的刀盘和百米长的机身精准
对接，对制造和组装要求非常高。工人
师傅把刀盘和机身装好后，还要继续配
合电气设备反复调整，确保组装成功。”
中铁科工集团公司首席电工、中铁科工
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二级技师
连永昌站在不足一平方米大小的操作
间里，眼睛紧盯着满墙的电子屏幕。屏
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在连永昌的脑海
里已经自动转变成盾构机的“健康状
态”。

这台正在装配的盾构机将在7月
中旬下线发往长春，参与长春地铁项目
建设。“目前我们的4条产线上已投产

10多个盾构机项目，另外还有10多个
项目在排队等候上线，下半年生产任务
比较重，还有 2条生产线随时可以启

动。”中铁科工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
者。

盾构机可以将隧道暗挖功效提高8

到10倍，被称为“工程机械之王”。连
永昌介绍，一台盾构机短则几十米，长
则达两百余米，包含上万个精密零部
件，每一台都是根据项目实地的土质岩
层情况专门设计的“定制款”。因此，盾
构机的生产没有“模版”，从接到订单开
始就要从头设计，把控每一个零件生产
流程。

据了解，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盾构
机生产基地，该公司已累计为各盾构整
机厂家和盾构机使用单位设计、制造盾
构机刀盘、盾体、拼装机、螺旋机、主驱
动等关键结构部件500余台套，“汉产”
盾构机及零部件已大量应用于武汉、杭
州、昆明、合肥等各大城市，并在意大利
等国外的地铁、隧道工程中使用。

“目前，由清华大学和中铁科工联
合研制的世界首创的掘爆机试验装备
已经完成检验，正处在推广应用阶段。”
该负责人介绍，“这是比盾构机更先进
的设备，将实现长大隧道掘进领域新的
突破。”

上万个定制零件精准装配“工程机械之王”

10余台盾构机在汉排队等候组装

工人正在进行刀盘安装。 记者何晓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