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台巨型水轮发电机组有成千上万
个零件，其中既有大到 2000 吨重的巨型
转子，也有小到几毫米的螺丝钉，复杂程
度可想而知。三峡集团溪洛渡电站高达
几十米、重达 2000 多吨的水轮发电机转
动部分，以每分钟 125 转的速度高速运转
时，摆动幅度只有一根头发丝粗细。创造
这一业界奇迹的就是三峡集团机电工程
局副局长张润时和他的团队。

初见张润时，他给人的印象是谦虚、
斯文、清瘦。用他的同事康永林的话形
容：“真是不敢想，他这么瘦小的身体里能
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

为了工作连续 72 小时不睡觉，在张
润时看来很平常；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工
作半个月，直到走路时膝盖隐隐作痛，张
润时才知道自己得了关节炎；持续调试几
个月，最忙时每天工作近 20 小时，一同工
作的外国专家累得吐血，他还在咬牙坚持
⋯⋯这就是张润时，是拼命三郎，是调试
专家，也是革新能手。

“铁人”是怎样炼成的

1988 年，24 岁的张润时从湖北葛洲
坝电厂子弟学校物理老师转行到葛洲坝
电厂大江分厂成为仪表班班员。虽然有
一定的机电和计算机知识作为基础且动
手能力较强，但张润时工作时仍然十分勤
奋。“白天熟悉图纸，做日常维护工作，晚
上抓紧时间学习，有时一学就到凌晨一两
点。”张润时说。

凭借勤奋的精神，张润时的工作很快
得到认可。1988 年，水利系统从加拿大
CAE 公司引进全国首台 SCADA 计算机
监控系统，开启了中国水电站计算机监控
时代。得益于工作中对可编程控制器有
研究，加之扎实的英语基础，张润时被外
派到加拿大学习 3 个月。“在加拿大的第
一个月，因为口语和听力水平不高，学起
来很吃力。只好白天听课，晚上边查字典
边学习。”张润时把工作中的韧劲儿带到
了学习中。

1990 年，张润时自信满满地回到电
厂，本以为这套首次从国外引进的水电
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很快就能调试成功，
谁知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

“第一个问题是，机组自动化元件满足不
了计算机自动控制的要求。第二个问题
是，在电站实际运行中稍有‘风吹草
动’，国外电站就得停机，而国内电站首
先考虑的则是保电网安全，出现这种情
况可以暂时不停机。这种国内外水电站
运行管理模式的差异性，导致原设计的
自动控制流程不能满足国内电站运行管
理的实际要求。而外方已明确责任不在
他们，并要求如果不另外付费，他们拒
绝对自动开停机等软件进行修改并重新
调试。”张润时说，这两个问题直接导致
整套系统需自主重新编程调试。

自主重新编程调试的重担交给了张
润时。在编程调试的 6 个月里，他认真
研读了数万条程序语句，时常专注得连

饭都忘记吃。最辛苦的莫过于每次修改
完软件后，张润时还要将台式机的主机
和 显 示 器 搬 至 楼 下 3 层 的 机 房 进 行 测
试。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因为太过劳
累，张润时骑车回家时，一不留神将自
行车前轮卡在了必经的两块船闸闸门的
缝隙中，整个人随惯性“嗖”的一下飞
了出去，险些丧命。

“花了半年时间，引进的计算机监控
系统软件改造及调试终于成功了，机组
通过该系统实现了自动开停机、有功闭
环调节控制，真是太有成就感了。”张润
时笑着说。

机组调试现场的“定心丸”

“水电机组调试遇到问题是家常便
饭，有时一个小小的问题，往往需要协调
施工单位、制造厂家、监理单位，牵一发而
动全身，时间紧、任务重。这种看起来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汇报给‘铁总’张润
时，起码有 50%的可能性搞定，他就是一
颗定心丸。”康永林说，这得益于张润时高
效的执行力。

2010 年 3 月，世界上最大、最重的
水轮机组座环在四川宜宾向家坝水电站
吊装成功。然而，在随后的调试中，出
现了机组空载电压无法建立的情况。电
压无法建立，就好比汽车点不着火，在
场的所有人一筹莫展。张润时闻讯赶到
现场，果断下令：“终止试验，立刻对录
波数据进行整理！”在与同事们一起研究
分析录波曲线时，他指着一段看似平常
的录波图形说：“励磁脉冲释放条件是机
端电压大于 10%，而实际录波曲线中为
什么只达到 9%？”这句话直指故障根
源：励磁系统的一个变压器输出电压偏
低，需要马上更换。然而变压器属于进
口设备，从国外采购周期长，肯定会影
响机组投产进度。张润时灵机一动，想
到了三峡电厂的备品备件。令大家惊喜

的是，通过计算参数，从三峡电厂找到
了满足条件的备件，连夜从湖北宜昌送
往向家坝水电站。次日清晨 7 点，当机
组再次启动时，运转完全正常。

张润时说，他最害怕的就是机组调试
时出“状况”，那样可能会损坏发电设备
而酿成事故。因此，他在机组调试中绝
不敷衍，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2003 年初，三峡左岸电站正处于紧
张调试阶段。由于机组自动开停机等程
序是由张润时编写的，现场很多接口设
计一旦改变，张润时就要负责改写软件
并进行测试。此外，他还要和外方专家
一起负责调试电能计量通信软件，用通
信方式将智能表的数据送到计算机监控
系统，再将这些数据传送到国家电网。

“我要求他们调不通就不能睡觉。第一
天，这些外国人困得不行，我就给他们
冲咖啡喝。第二天夜里，他们实在坚持
不下去了，我干脆从头学习现有软件，
自己亲手调试。”张润时说。

像这样的机组调试，张润时做了一
次又一次。他说，正常的机组调试，通
常要 9 到 12 天，如果遇到问题就会延
长，最长的一次曾经耗时一个月，“人们
可能觉得我们安装发电设备像搭积木，
搭起来就完事了，其实守着机组调试是
一件费心费力的事”。在机组调试最为紧
张的时候，累了，张润时会趴在现场指
挥部的桌子上打个盹；醒来，接着协调
指挥调试工作。在他眼里，机组调试成
功带来的快乐能覆盖所有劳累。

在技术革新中寻求突破

2009 年 9 月，张润时任三峡集团溪洛
渡机电安装项目部主任，随后的 2010 年
初，我国多个大型电站开工，水电建设迎
来高峰期。这时，溪洛渡电站机组的水轮
机蜗壳开始焊接，但在焊接蜗壳与座环的
最后两条组合缝时，由于工程量巨大、施

工难度大，加上空间密闭，往往需要 20 多
个焊工同时操作。此时，摆在张润时面前
的难题有两个：一是去哪里找 20 多个高
级焊工？二是焊接需要将钢板加热到
140℃，工作环境极其恶劣，焊接质量如何
保证？

为 改 善 这 一 状 况 ， 张 润 时 集 思 广
益，在巨型机组的蜗壳焊接中尝试采用

“两环一蝶焊接法”。“蜗壳的最大直径有
12 米，一般是由 3 至 4 米宽度不等多节
组焊而成。座环的固定部分和蜗壳相连
的地方很像蝴蝶翅膀，我提出采取分段
焊接的办法，两名焊工在上部或下部的
蝶形部位同时施焊。”张润时说。这些想
法在成功试验并测试检验符合要求后，
很快便运用到实际焊接中。这样一来，
既提高了效率，改善了工作环境，还大
大节省了人力。

根据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软件联合
开发的分工，三峡电站闸门控制软件由外
方编写。2003 年 3 月在现场调试时，大家
发现由外方编写的闸门控制软件与现场
西门子 PLC 的通信连通不上，控制接口也
与现场实际不符。而当时正值“非典”肆
虐时期，外方工程师不愿意参加现场调
试，泄洪闸门控制软件的修改与调试任务
又落在了张润时的肩上。张润时不畏艰
难，逐条阅读软件，修改控制程序，再一次
次做试验⋯⋯一个月后，他终于实现了所
有闸门控制纳入到电站中央控制室监视
与控制的目标。

对事业用心倾力，对自己严以修身，
谈及家庭，张润时却心怀愧疚，“2002 年
底，母亲去世时，为了不影响我工作，家人
都没有通知正在德国搞联合开发的我。
我向妻子许诺要管管孩子的学习，结果还
是成了空头支票。为了工作，常常几十天
都想不起来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当记者
问他，为何对机组有着这样的执着激情，
他答道：“凡是喜欢干的事情，往往就不觉
得苦与累，就不会去计较与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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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张润时在调试程序。 图②② 张润时现场查看工程质量。

图③ 张润时（前排右）深入施工一线。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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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三峡电站机组的“铁人”
——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机电工程局副局长张润时

本报记者 刘 畅

“发燕啊！你是乡亲们的救命恩人！这份荣誉，
你当之无愧！”10 月 13 日晚，得知刘发燕获得第五
届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的消息，贵州省天柱县瓮
洞镇巨潭村村民刘兆成放声大哭。

回想起两年前刘发燕舍己救乡亲的那一幕，巨
潭村不少群众至今热泪盈眶。

事情发生在 2013 年 2 月 11 日。当天正值农历
正月初二，坐落于清水江畔的巨潭村沉浸在浓浓的
年味中，鞭炮声不时打破山村的宁静。年前从外地
打工回家的刘发燕一家更是欢天喜地：父亲陪着 5
岁的儿子放鞭炮，母亲和 9 岁的女儿打羽毛球，很久
没有团聚的一家人，玩得很开心。下午 13 时，刘发
燕携带妻小外出走亲戚。他们从清水江边的巨潭小
码头渡口搭乘铁制渔船出发，一同乘船的还有另外
8 位乡亲。载着 12 人的小船缓缓驶离码头，沿清水
江顺流而下，一船人互贺新年，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因驾驶员操作不当，加上
风大、浪高、流急，渔船发生侧翻，江水快速涌进船
舱，船体迅速倾斜下沉，即将沉入 10 多米深的清水
江中，全船群众命悬一线。危急关头，刘发燕猛地一
脚，将盖在渔船上的帆布篷踹开一道 1 米多宽的口
子，纵身离开渔船。船上的人也接二连三地逃离渔
船。渔船很快消失在江面。

凭借良好的水性和在部队服役期间积累的抢险
经验，刘发燕迅速在岸边找到一艘小木船，然后快速
划向出事江面。很快，刘发燕在江面发现一个人，他
不假思索将小木船划过去，使出全身力气，几经折腾
才将其拉上船。刘兆成首先获救，“当时全身已被冻
僵，身体不断下沉，喝了不少江水”。

刘发燕撑着摇摇晃晃的小木船，先后将 6 名落
水群众安全送到岸上。接着，刘发燕突然发现在
20 米外有人在江面若隐若现，他立即拼命划过
去，3 米、2 米⋯⋯临近才看清眼前的人是自己的
儿子淇淇！刘发燕一把抓住儿子的衣服，奋力将其
拉扯上船。只见儿子脸色苍白、身体冰冷，刘发燕
在船上对儿子施救，压心脏、做人工呼吸，儿子都
没反应。突然的变故，让刘发燕这位一向坚强的苗
族汉子顿时泪如雨下。他一只手搂着儿子，一只手
撑船，回到岸边。

回到岸上后，刘发燕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妻女
及另外两名妇女没在。于是，他又强忍心中的悲痛，
轻轻放下怀中已经冰冷的儿子，再次划着船回到江
中。刘发燕一面使劲划着船，一面大声呼喊着妻子
和女儿的名字。可无论刘发燕在茫茫江面怎样呼
唤，都没能收到半点回音。直到两小时后，刘发燕才
在离出事地点约 50 米远的江滩边找到妻子卢凤英，
可她早已没有生命体征。而另外两名妇女和女儿萍
萍，直到 3天后才被打捞起来。

在这次突发灾难中，刘发燕只身一人救起 6 名
落水群众，却失去了 3名亲人。

“如果不是发燕及时踹开帆布，全船的人都完
了；如果发燕第一个救的是淇淇，那么他肯定能得
救！”刘兆成至今满怀歉疚。

时间虽然过去了两年多，刘发燕仍然难以解开
心中的结。当又一次被迫揭开心中的伤痛时，他平
静地告诉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在生死关头，哪有
时间去分你我！救起来的都是亲人！”

第五届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刘发燕:

“救起来的都是亲人”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杨 俊

他，在交警岗位踏踏实实地干了 33
年；他，已近退休年龄却依然坚守在路面执
勤；他，让众多熟悉又不熟悉他的人时常挂
心惦念；他，只要站在岗上，司机就会觉得
踏实，路口就不会堵塞。他就是辽宁铁岭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银州一大队民警李相南。

提起八里转盘岗，铁岭驾驶人几乎无
人不晓。这个交通路口地处铁岭市区的南
大门，是市区里最复杂也是唯一的五岔路
口，车流量大。但驾驶员们在这里通行却
非常顺畅，这都要归功于他们心目中的“最
美铁岭交警”——李相南。

2008 年，54 岁的李相南主动要求到
八里转盘岗执勤。从此，无论严寒酷暑，他
都坚守在岗位上。根据这一路口的复杂状
况，他独创了快速疏导车辆的指挥方法，创
造了所在路口从未堵车的神话。

“这个五岔路口路况复杂，至少要安排
两个到三个警力指挥疏导。因为有了李相

南，这里就没堵过，他一个人就顶三个人
用。”铁岭市交警支队银州一大队副大队长
李明军自豪地说。

“为了让司机更容易看明白指挥，我在
规范动作的基础上，结合一些通俗手势，比
如，在要求车辆避让时，先用手指他一下，
时间长了，大家就看懂了。”李相南在每天
交通高峰时间里，就这样不断变换他的“独
创”动作指挥交通。每次执勤时，为让驾驶
人看清指挥快速通行，李相南都要快速地
走来走去。这些年，磨破了多少双皮鞋，他
自己都记不清。岗位上四季温差大，夏天
地表温度高达 50℃，冬天最低近-30℃。
冬天执勤时，李相南的帽子和眉毛上都会
覆 盖 一 层 白 霜 ，从 远 处 看 就 像 个“ 雪 人
儿”。可由于不停走动，他身上却满是汗
水，每次下岗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湿透的警
服换下来。夏天执勤时，一个高峰岗下来，
李相南早已大汗淋漓。

“八里转盘岗那个老交警？认识，认
识，那个交警好！”“这个老交警指挥车辆有
一套。我们开车经过这里可顺畅了。”这是
途经该岗的司机和周围群众一致的声音。

“自从到八里转盘岗执勤，他胃疼就比
以前厉害了。我劝他去检查，他却说单位

人手不够，不能添乱。他还说，自己就要退
休了，现在要多干点儿。退休后，还想在八
里岗当个协勤。你说他这不是疯了吗？”李
相南的老伴金英淑哽咽道。

2013 年 8 月 19 日，他病倒在交通岗
上。那天，胃部一阵绞痛袭来，李相南皱起
了眉头，看了一眼手表，离下岗还有 40 分
钟，正是早高峰车流最集中的时候，他咬紧
牙关坚持着，任凭汗珠从额头不断滚下。

经过检查，李相南被确诊为胃癌。8
月 26 日，他进行了手术，胃部被切除四分
之三。在支队领导探望他准备离开时，极
度虚弱的李相南吃力地从枕头下面摸出一
个信封，交给支队同志说：“我身体不行了，
有件事必须托付给领导和组织。银州区龙
山乡柴河沿村金永寿一家，有俩常年瘫痪

在床的孩子。金永寿的老伴儿有些智障，
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患有佝偻病的金
永寿和他 80 多岁的老母亲身上。我 15 年
前开始帮助他们一家人。请领导再派个同
志帮助他们，算是帮助我一下吧。”没想到，
原本生活有些拮据的李相南，还默默无闻
地帮助这么一户贫困的残疾家庭。

从警 30 多年，老李家中清贫，但他
说：“我这辈子值了，如果有下辈子我还
做 交 警 。
退休后我
想当一名
交通志愿
者，继续
为大家服
务。”

他 执 勤 的 路 口 不 堵 车他 执 勤 的 路 口 不 堵 车
——记辽宁铁岭记辽宁铁岭““最最美美交警交警””李相南李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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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南在指挥交通

。

李

江
摄

10 月 15 日，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刘发燕（左）载

誉归来，受到贵州天柱县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