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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岗历练
摸透电网的“筋骨脉络”

“我那时候把自己当成一块砖，哪里需要
就往哪搬。”2011 年，从湖南湘潭来到成都
时，全家都是教师的肖璨可能没想到，自己会
在电力行业扎得这么深。参加工作以来，肖
璨几乎把施工领域摸了个遍，白天跟着老师
傅给GIS设备“听诊”，深夜蜷缩在工程车里
整理试验数据，今天在电缆沟里“摸爬滚打”，
明天就得上变压器做“体检”。电缆技术、电
气安装、高压试验、继电保护、项目管理……
在各个专业的大轮岗让他摸透了电网的“筋
骨脉络”，“电力领域的‘六边形战士’就是这
么练出来的！”肖璨笑着说。

记得入职后的轮岗学习时期，肖璨有幸加
入单位的高压试验队伍。所谓高压试验，简单
说就是给新建的变电站做“入职体检”，会给电
力设备接上很多仪器、线路，就像给人做心电
图，身上要贴着电极、电线一样。然而，给变电
站“体检”要复杂得多，光运送试验设备都要动
用好几辆卡车，以一个110千伏变电站为例，全
站70多台设备，每台都要进行试验并记录数
据，做一次试验就要10多天。

“仪器不响，才是大考过关！”肖璨至今还
记得第一次半夜开展高压试验的场景。寒冬
深夜，他穿梭于各类设备间进行接线，每个节
点都要反复检查，有一点异常都可能导致试

验失败，老师傅们拎着热成像仪紧盯被试设
备，记录员奔走于各台仪器记录数据。为保
证万无一失，他们会对数据进行反复核对、交
叉验证，最后所有设备建立“健康档案”，“有
次凌晨3点测数据，鼻涕冻在了口罩上，还以
为长了白胡子！”肖璨笑着说，要当好电力设
备的“医生”，这些酸甜苦辣都必须得经历。

挑灯夜战
打赢大运会保电“攻坚战”

2023 年 2 月，作为业主项目经理的肖
璨接到“军令状”：6 月前必须拿下成都大
运会重点保供项目——220 千伏沙西输变
电工程。

看着进度表上标红的进度条，离目标工
期已不到 4 个月，离大运会开幕也只剩 5 个
月。面对紧迫的形势，肖璨联合业主、设计、
监理、施工、属地单位、分包队伍、供应商，组
成七方联合作战团队，同时召集各单位党员
和技术骨干组建“沙西站攻坚突击队”。那时
候，工地上流传个段子：肖经理的手机长在耳
朵上。这个比喻很形象，那段时间，肖璨的手
机几乎没有离开过耳朵，他每天要接打 200
多个电话，一个月光呼出的电话就超过6000
分钟，各种决策、部署、落实都要亲力亲为，确
保每一项任务都能按时间表完成。

除了沙西项目，肖璨还要负责成都西
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配套项目郭发线、曹

梓线线路工程，这两个工程也是大运会重点
保供项目。其中郭发线是最艰辛的，因为要
跨越地铁17号线的地上沿线，每天只有凌晨
1点到4点的“窗口期”。工人们至今记得肖
璨的“三件套”：加厚的大衣、泡了浓茶的保温
杯、从不离手的对讲机。那段时间，他每天连
轴转，从凌晨0点到4点，值守在夜间跨越现
场，早上8点又准时出现在施工现场，每天晚
上 9 点还要组织召开日例会，“连续夜战 13
天，他没缺席一次。”说到肖璨，监理李师傅竖
起大拇指。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三个
重点保供项目均如期投运。

学用巧劲
用创新模式攻克重点工程

“不怕苦是基石，用巧劲是羽翼。”这是肖
璨在14年电力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2024 年，“蓉耀工程·贡嘎登峰”攻坚战
的号角响起。温江区220千伏电网1.07的容
载比让肖璨眉头紧锁。这是什么意思呢？相
当于把变电站比作一个“水库”，它的蓄水量
只比用水量多出7%，这种情况下，在高峰负
荷时段，当地电网运行可能面临困难。而在
当时，已投运的体育城扩建工程和在建的
110千伏光明输变电工程，都要以220千伏鱼
凫变电站为电源点，为此，鱼凫变电站的扩建
投运已经迫在眉睫。

该项目涉及土建基础修建、消防施工、主

变及GIS等设备安装调试，相当于半个220千
伏变电站的建设体量。这样的建设体量要在
3 个月内完成，在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历史上
尚属首次。

时间刻不容缓，肖璨提出采取时间交叉、
空间不交叉的施工模式，让多个环节像“立体
拼图”一样同步推进。简单说，传统施工像

“串糖葫芦”，先盖完房子再装设备，最后调试
通电，“新的模式下，我们把不同作业区的装
修、安装、调试等做成了并行的流水线，时间
上同时进行，空间又不交叉。这样既加快了
速度，也能确保安全和质量。”就在这种“巧
劲”的作用下，项目最终按期完工投运。

成为项目经理以来，肖璨已经参与管理
了40多个电力工程项目。凭借出色的表现，
他先后荣获四川省电力公司质量管理先进个
人、成都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眼下，他正
坚守在温江光明 110 千伏变电站的配电室
里，这个工程今年4月即将投运，投运后将极
大程度满足成都医学城企业用电需求。肖璨
说，这几年成都电网超前布局，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发展，今年内就将构建形成500千
伏“立体双环”架构，届时全市供电能力还会
大幅提升，“我们电力人要深入学习‘时代楷
模’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精神，当好‘追光
者’，用专业和担当为城市的发展建设编织稳
定的供电网络。看到万家灯火璀璨如画，我
内心也感到十分自豪！”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摄影 魏麟潇

就医与接送学生车流汇聚

主干道成了老堵点
“一到早晚高峰，这条路堵得很。”说起东城

根街、羊市街一片的交通状况，不少市民笑言：
“走路都比开车快。”

是什么原因造成拥堵？青羊区住建交局副
局长吴磊解释道，东城根街、羊市街是进出城的
主干道，街道紧邻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成都市
东城根街小学和众多居民院落。医院和学校隔
着一条小路，一到早晚高峰，就医就诊的车辆和
接送学生的车辆汇聚于此，高峰时，车辆排队距
离增加，造成了主干道拥堵。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位于青龙街82号，医
院南门位于羊市街19号，该出入口仅允许救护
车或急诊车辆进入，其余就医车辆都要从东城根
街的西门排队进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后勤
保卫部副部长尹睿介绍，从日常来看，医院每日
门诊病人六七千人，不少就医人员驾车前往，早
上8点半到10点半，是就医车辆排队的高峰，而
医院仅有800余个车位，无法满足就医停车需
求，当医院门口出现上下客、车辆排队、缓行等情

况，道路就容易拥堵。“为了缓解交通状况，我们
在位于羊市街的南门设置了就医车辆引导牌，也
有安保人员对临停上下客车辆进行引导和疏通，
但高峰期还是会出现道路拥堵情况。”

记者来到东城根街看到，成都市东城根街
小学的大门位于该条道路的中间位置，该路段

7∶30至8∶30、17∶00至18∶30允许接送学生的车
辆临时停放，此时前往医院的车辆也处于“高
峰”，多重因素导致该条道路经常水泄不通。不
少接送学生的家长表示：“来接娃娃，要么按照
规定时间临停在指定区域，要么停到周边远一
点的地方再走路过来，确实不太方便。”

拆迁待建用地改造成功

建成8804平方米停车场
如何综合施策，将“堵点”打通？“我们对群

众呼声较高的老堵点周边交通环境进行了大量
调研，提出解决方案。”吴磊表示。

据介绍，在青羊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由青
羊区住建交局牵头，成都天府城市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实施，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西南侧的
一处拆迁待建用地打造为停车场，预计4月初
启用。

记者在该停车场看到，场内地面已完成硬
化、停车标线已施画、绿化带草坪也已平整。据
悉，停车场面积约8804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1799平方米、车位面积3237平方米，停车位254
个。目前，绿化种植、新建围墙、接送学生休息
等候区、岗亭休息室等节点均已呈现，现正在进
行设备调试，预计4月初投用，届时将缓解成都
市三医院、学校周边停车难以及东城根街片区
交通拥堵问题。

对于新停车场，医院人员、就医人员、学生
家长以及周边群众都很期待。
黄成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文/图

4月初启用 缓解市民就诊停车难

这家医院边上多了个露天停车场
“想停进医院停车场，要一直排队，太堵了。”

“到了医院，在周围转几圈都找不到合适的停车
位。”……车多排队、停车难，是不少市民前往医
院就诊遭遇过的尴尬。记者昨日获悉，东城根街
新增了一处露天停车场，将于4月初正式启用，
提供停车位254个，届时将缓解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就医车辆、接送学生车辆以及周边小区车辆
的停放问题，改善路面交通状况。

●●停车场面积约停车场面积约88048804平方米平方米
●●绿化面积绿化面积17991799平方米平方米，，车车

位面积位面积32373237平方米平方米，，停车位停车位254254个个
●●现正在进行设备调试现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即将即将

投用投用 东城根街上新增了一处露天停车场东城根街上新增了一处露天停车场。。

君平街89号1栋，为原成都市电影公司宿
舍，占地面积约0.3亩，20世纪60年代修建，砖
木结构，3层，住户共17户，全部为私人产权。

“这里住起还是恼火，只通了水、电，没通燃
气，更不要说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了，17 户住
户，只有一个公共的旱厕。”提到之前的居住条
件，居民张照明皱起了眉头，“之后又遇到雨季，
房子又垮塌了，根本没法住人了。”

少城街道祠堂街社区书记陈必琴也清楚地
记得房子当时的情况：“2021年4月27日，房子
的屋顶出现大面积垮塌，社区出资应急排危，搭
建钢架防护设施并劝导大部分居民搬离；2022
年9月5日，泸定发生6.8级地震，该房屋再次出
现垮塌，相关部门相继到现场查勘，紧急将剩余
住户搬离过渡安置。”

2023年5月，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房屋被认
定为D级危房。根据相关规定，D级危房为承

重结构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
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

当居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成都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危房
原址恢复重建工程规划许可办理规则》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这份文件让居民们看到了希望。

按照通知规定，对经鉴定为D级危房的住
宅建筑，鉴定结论为“不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建议
拆除的”，经核定“未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的”，经
全体业主单位或个人同意，可按流程申请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这份文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决定自
己做‘开发商’。”张照明与其他几位居民萌生了
原址重建的想法。

说干就干，在社区的指导下，懂建筑的张照
明与小区的其他3位成员成立了自治小组，动
员其他业主参与到原址重建中来。

据了解，原址重建有两大关键条件：D级危
房和100%业主同意。“小区人不多，那个时候我
们就挨着打电话说明情况，或者见面聊，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让大家了解到原址重建的好处。”
张照明回忆，1个月内，17户住户就全部达成重
建改造意愿并缴纳了重建资金。

在建设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工程施工监管
难，大部分参与者无工程管理经验，对工程造
价、方案设计、资金监管不甚了解等问题。对
此，在社区的指导下，张照明等小区住户自发成
立了项目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集中管理项目
资金并监督项目执行。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如今20世纪60年
代修建的原成都市电影公司宿舍，由年久失修、
不通燃气、仅有公共旱厕的“筒子楼”变身框架结
构、独立厨卫的成套化住宅，居民喜提新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图据青羊区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3
月30日上午7点30分，2025成都世遗马拉松鸣
枪起跑。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35000名
参赛选手齐聚都江堰，一同跑进天府江山图，用
脚步丈量“世遗”之美。

2025成都世遗马拉松比赛，以“赏世遗之美
跑健康之道”为主题，深度聚焦都江堰世界自然遗
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串联起青
城山—都江堰景区，熊猫谷、灌县古城、南桥、鱼嘴
等世界级核心景点，将国宝大熊猫、古今穿越、非
遗等元素融入其中，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
尽情享受“世遗”之城都江堰的万千气象和独特魅
力，留下一段独特、丰富、难忘的马拉松时光。

最终，肯尼亚选手 ENOCK KIPKEMBOI
以2小时16分55秒成绩夺得马拉松男子组冠
军 ，埃 塞 俄 比 亚 选 手 MISGANE ALE-
MAYEHU WOLTEJI 以2小时32分42秒成绩
夺得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半程马拉松方面，来自
中国的田虎和肖晶分别以1小时09分53秒和1
小时21分27秒成绩摘得桂冠。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力）清
明假期日益临近，记者昨日梳理多家在线旅游平
台数据发现，短途游成为近期出游人群热门选
择。以携程平台数据为例，预订清明假期周边游
的订单量环比增长136%。“3小时旅游圈”契合了
当下人们追求微度假、微旅游的新需求，让人们能
利用周末或小长假，轻松实现出行计划。

以四川为例，四川北上、东向、南下，都拥有
便捷的高铁通道，无论是跨省游还是川内游，3
小时就足够。“3小时旅游圈”也吸引外地游客
来四川。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2024
年清明假期，四川纳入统计的865家A级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 1078.62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10043.04万元，与2023年清明假期同口径相比，
分别增长35.83%、89.45%。

旅游业从业人士表示，清明假期将至，“3
小时旅游圈”助力“春游经济”持续升温。旅游
目的地应充分利用“3 小时旅游圈”的发展机
遇，加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针对重点市场
和客源市场的需求，结合自身的特色，有针对性
地开发自己的产品，做好产品、服务和营销各个
环节工作，不断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
霏） 今年以来，成都未来科技城发展服务局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
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及时传达学习二
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省纪委十二届四次全会
和市纪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围绕成都高新区
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相关部
署，研究成都未来科技城贯彻落实措施。

当前，成都未来科技城建设发展处于关键时
期，必须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作用。成都
未来科技城发展服务局将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
准，压实局党组主体责任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
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成都未来科技城中心任
务同部署、同落实，聚焦“立园满园”“进解优促”等
重点工作，精准推进监督检查，确保上级决策部署
在未来科技城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以作
风建设为抓手，引导党员干部锲而不舍、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培塑“敏感敏
锐、立说立行、创新创造、认真较真、实干实效”作
风，树立“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责任意识，不断巩
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环境，为成都
未来科技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
霏） 近日，成都高新区合作街道顺泽苑内一起
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合作街道纪工
委“有事找纪检”的积极推动下得到圆满解决，
生动诠释了“六尺巷”精神在现代社区监督治理
中的成功实践。

据悉，近年来，顺泽苑20栋5楼漏水问题使
一至四楼住户家中陆续出现渗水现象。维修人
员初步排查后怀疑是5楼某户水管漏水，但要
确定具体原因需凿开墙体。然而，5楼住户王
先生坚决反对凿墙，尽管受影响居民多次上门
沟通协商，问题还是陷入了僵局。

收到居民求助后，合作街道纪工委工作人员
迅速行动，组织专业人士进行现场勘查，界定责
任。同时，从邻里和谐的角度出发，苦口婆心地劝
导群众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经维修确认，漏水原
因正是王先生家水管破裂，经沟通后他同意配合
维修并承担全部费用，其他居民协助施工，最终问
题迅速得到解决，邻里关系也大为改善。

今年以来，合作街道纪工委秉持“有事找纪
检，有事真解决”的原则，持续开展“有事找纪
检”活动，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针对群众急
难愁盼、反映强烈的社会治理难题，采取办结回
访的方式，有效跟踪群众满意度，做到事事有回
应、件件有结果。

35000名跑者
用脚步丈量“世遗”之美
2025成都世遗马拉松鸣枪起跑

清明假期将至

“3小时旅游圈”
成为春季出游热点

成都未来科技城发展服务局：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护航高质量建设发展

成都高新区合作街道：

“六尺巷精神”点亮监督之光
邻里纠纷成功“软着陆”

凌晨2点的成都街头，一道裹着反光背心的身影刚
结束跨铁路施工安全巡查，安全帽檐下被烈日灼出的晒
痕，在路灯下若隐若现。从晌午到深夜，在一线守护城市
用电，这就是国网成都供电公司项目经理肖璨的日常。

从初来乍到的湘潭小伙，到成都电网的中坚力量，35岁的肖璨，用14年一线工作的时光，丈
量着自己在成都电网的成长轨迹：他是国网公司基建专业高级专家骨干人才、成都大运会保电工
程的幕后“建设者”……14年时间，肖璨硬是把自己从一个“电力小白”，磨练成一名掌握多项创
新技术、管理过40多个工程项目的“行业尖兵”。眼下，他正带着团队在温江冲刺成都医学城“电
力新动脉”，脚下延伸的电缆沟，承载着他们的汗水，将化为园区稳定运转的强劲动力。

居民自主原址重建

全省首个D级危房重建交房
3月28日，青羊区君平街89号院1栋住宅

D级危房“原拆原建”项目现场，一个简单的剪
彩仪式之后，住户代表拿到了新房的钥匙，个个
喜笑颜开。据悉，该项目是在面积不变、容积率
不变、土地权证不变的情况下，全省第一起居民
自主原址重建的案例。

居民喜提新房。

“90后”电力工程“管家”：

坚守一线14年
““电力小电力小白”练成“行业尖兵”

肖璨肖璨（（右右））正在和同事在项目现场做检查工作正在和同事在项目现场做检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