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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是合肥供水集团抢修（服务）中心“雷锋精神”听

漏队队长。他是一名能与地下供水管网对话的“听诊

师”，是一个深钻供水管道检漏技术的“手艺人”，是一颗

哪里需要去哪里的“螺丝钉”。从事检漏工作以来，他带

头检出漏点 3774个，定位准确率 99.8%，为国家挽回经济

损失约 8945 万元。他对工作一片赤诚，对用户满腔关

爱，在供水检漏一线绽放青春光芒、践行党员初心。曾

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工匠、安徽省城市供水管

道检漏技能竞赛一等奖、合肥青年五四奖章、合肥市“岗

位学雷锋标兵”、合肥市技术能手、合肥市金牌职工、合

肥市向上向善好青年、合肥市最美家庭等荣誉。他与“中

国好人”刘宁结对组织的公益活动受到《人民日报》微信公

众号头条关注并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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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供水集团之前，张杨对听漏这个工种毫无印象。

为了能够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听漏工，张杨管每一位队

员都喊“师傅”，白天跟着师傅们学技术、学经验、学手艺，

晚上不管多累，都坚持手绘记录白天听过的典型漏点，作

为学习资料时时温习。

自从加入听漏队后，他 1200多个日夜，全年无休，24
小时待命，用脚步丈量 9900多公里的城市供水管线。为

了降低噪音影响，准确“把脉”，张杨几乎都是“昼伏夜

出”。前半夜先在居民区听漏，等到后半夜再去繁华地

带。打着手电，带着铁钩，手持听漏棒，背着二十多斤重的

听漏设备走走停停，从放大几百倍的声音中辨别要听的漏

声，找到几米地下极细微的流水声音。

一晚上能听三四十个井盖，一走就是二十几公里，张

杨每天步行都超过 2万步。工作以来，步行累计超过 4万
公里，相当于近900个“马拉松”，每年都要磨破五六双鞋，

行走轨迹能准确“描绘”出一幅城市地图。

碰到臭水沟、化粪池，他也二话不说就趴上去。一些

埋得很深的管道必须通过钻探才能听清，尤其遇到双层

混凝土的路基，仅一个探洞就要花 20分钟，为力求精准

他常常需要钻通 10余个探洞，满手磨出水泡、身上被摇

摆的电锤撞得青紫。这些在张杨的日常工作中都已经是

“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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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入听漏队那天起，张杨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标

尺”：“像雷锋那样做人，像雷锋那样做事”。工作之余，他

带领听漏队与合肥市各大企业、高校、社区等建立联系机

制，提供内部供水管网“体检”服务。

2019年 3月，张杨收到合肥师范附小四小的求助，小

学用水量异常、漏损严重。初春 3月天气还是寒气逼人，

午饭都没顾上吃的张杨却是大汗淋漓，经过近 10个小时

的连续听漏，终于找到全部漏点。近年来，他先后为各

大企业院校义务检漏 96次，查出漏点 128处，获表扬信、

锦旗等嘉奖 50余次。

“一个电话，一声招呼，你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到达。你

们优质服务不辞劳苦，你们不分昼夜服务在城市的每个地

方……”正如这封感谢信中所说的一样，张杨和队员们面对

用户的需求从不退却。中高考送清凉、社

区志愿服务、用水知识进校园、无偿献血、

文明交通劝导等公益活动都有张杨的身

影。

2020年疫情期间，因处于应急特殊工

种，单位未安排张杨下沉社区，在不影响

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张杨主动到自己居住

的小区报到，参与值守工作。帮助物业搭

建帐篷，帮助居民拿送物资……号召捐款

献血支援疫情防控一线时，张杨又是冲在

最前面的那一个。

2021年，张杨在“合肥青年五四奖章”

颁奖现场结识了“中国好人”刘宁，主动与她结成帮扶对

子，经常探望，帮助她解决了瓜蒌田生活区用水的问题，还

一起为山区的孩子们捐赠衣物 2000多件，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爱心接力的感人故事也受到《人民日报》微信公

众号头条的关注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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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听漏队主要通过师傅传授传统经验来进行“传

帮带”，徒弟没有几年时间很难出师。张杨加入后，便开

始着手梳理方法、巧用仪器。在传统方法遇见困难时，

他带领听漏队员们另辟蹊径，总结出“余氯比色法”“钻

孔听音法”“间接相关法”“简易水质法”等全新检漏方

法，攻坚大口径管道漏点定位难点，先后成功判定金凯

花园DN1400钢管、清溪路潜山路交口DN1400钢管、北

一环 800砼管等大口径疑难漏点 20多处，为供水检漏行

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如今合肥市的供水管网已达 9900多公里，服务面积

883平方公里，用户约 260万户。正是由于漏点的准确定

位，供水管道的维修从过去的“开膛破肚”变为今天的“微

创手术”，大大提升了维修的时间和效率，保障了合肥市民

的用水安全。

为了培养更多的听漏人才，张杨每月组织召开业务学

习会，分析总结疑难漏点的探测方法，学习国内外先进技

术。在供水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张杨还牵头设计并创建了

安徽省首家集供水阀门管理、管道检漏、管网抢修于一体

的实训基地，受到了业内的高度认可。2020年，在安徽省

城市供水管道检漏技能竞赛上，张杨以最小误差斩获个人

第一名，“雷锋精神”听漏队派出的2支代表队也包揽了全

省团队的前2名。

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听漏工，但张杨有理想守信念、懂

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倾注于

每一次巡检、每一个漏点，在平凡中彰显着不凡。 （赵金）

张张杨杨：：行走在夜色中的行走在夜色中的““听漏人听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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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2月13日电 开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

境，作为制造业高地的长三角地区，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

一系列大项目加快开工，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更有底气。

汽笛声声，萦绕着上海港的海通码头。春节期间，逾1万辆上

汽集团生产的新车搭乘 10余艘滚装轮船运往世界各地。在航线

另一头的欧洲码头，有经销商把海运货轮号查了出来，发在用户

群里进行交车“倒计时”。

统计显示，今年 1月，上汽集团整车批发销售 45.6万辆，同比

增长13%；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7.2万辆，同比增长25.5%；海外销

量突破6.5万辆，同比增长74.4%，在欧洲、澳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销量占比高达4成。

安徽的奇瑞控股也跑出汽车产业“加速度”。今年 1月，奇瑞

汽车终端销售 10.77万辆，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销

量逾2万辆，同比增长逾170%。

今年一季度，长三角三省一市全力以赴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

行，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做出应有贡献。

——大项目加快开工。上海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今年 1月
以来，上海共开工重大产业项目74个，总投资2550亿元。共签约

重大产业项目204个，总投资1050亿元。

浙江省近日发布《浙江省“4+1”重大项目建设计划2022年实

施计划》，其中高新技术与产业重大项目568个，计划投资3687亿
元。浙江提出，要按照新建项目开工率一季度达到30%以上、二季

度达到60%以上、三季度达到85%以上的要求，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提速增效。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虎年新春，位于合肥新

站高新区的新型显示产业基地一派繁忙景象，合肥鼎材科技有

限公司的“新型显示配套电子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已近尾

声。

作为新型显示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光刻胶曾一度依赖进

口。“目前，我们正抓紧无人车间的设备调试，未来将实现年产光

刻胶4500吨。”合肥鼎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雪艳说，项目达产

后不仅能为合肥、长三角的面板企业提供近距离配套，还将加快

显示产业链上游关键原材料的国产化步伐。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总投

资逾 500亿元、今年开工的中芯国际临港项目，从项目启动到土

地摘牌，用时仅 190天。从拿地到开工，不到一个月。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表示，针对10亿元以上的重大产业

项目，上海将组建工作专班、倒排时间节点，协调解决土地指标、

施工许可证以及项目验收等问题，确保项目按时开竣工。

在制造业大省江苏，多个地市的“新年第一会”涉及营商环境

建设。如南京市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提出 116项工作任

务，要求各级干部“带角色、走流程、疏堵点”。镇江市提出，狠抓

产业强市和营商环境建设，让“镇合意”的营商环境服务品牌更加

名副其实。

工业稳增长工业稳增长 看长三角的看长三角的““硬气硬气””行动行动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胡锐 王菲

新华社上海2月13日电（记者
周蕊）上海人社部门在内的八部门最

新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明确要

求平台优化算法原则，禁止平台将

“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

展，新就业形态已成为劳动者就业

特别是灵活就业的重要方式。由于

平台的用工形式和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就业方式相对灵活，难以简单

纳入我国现行劳动法律调整，劳动

者的权益保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这一新政旨在明确劳动者权益保障

责任，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优

化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完善劳动

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

新政明确，对符合劳动关系情

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

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承担相应

责任。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外

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与合作企业

依法承担各自的用工责任。企业以

非劳动关系的名义用工，但符合劳

动关系特征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的责任。

新规同时明确，将以相关平台企业为重点，开展上

海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要求平台优化

算法原则，禁止平台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遏制

“以罚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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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北京冬奥会

各项赛事激烈进行之时，多国媒体纷纷对此次冬奥会的“绿色味”“科

技味”“文化味”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其环保理念、高新科技、中国元素。

环保理念广泛应用
新西兰广播电台网站报道说，北京冬奥会的一大亮点是“绿色办

奥”，中方的碳中和办赛承诺令人称道。“鸟巢”“水立方”见证了2008
年夏季奥运会，又在2022年冬奥会投入使用。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

世界上第一个永久保留的大跳台，受到运动员们的广泛喜爱。

日本《朝日新闻》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多方面的环保举措，包括此

次奥运冰场使用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为奥运会上首次采用的最先

进制冰技术，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此外，赛场电力全部来自可

再生能源等也体现了环保理念。

西班牙《阿斯日报》网站报道说，这是北京第二次举办奥运会，

中国为降低成本开启再利用模式，对2008年奥运会的多个场馆进行

改造。被称为“冰丝带”的国家速滑馆是利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曲

棍球和射箭项目的临时场地建设而成，其标志性的丝带状曲面玻璃

幕墙不仅展现了灵动的现代建筑之美，还兼具高效发电性能。

技术赋能造就创新
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着重介绍了北京冬奥会的先进硬件设

施。报道说，北京和张家口之间运营着时速可达 350公里的高速铁

路，使运动员、记者和观众得以穿梭两地。列车上有中国最新的5G
网络，允许乘客在列车上收看4K高清影像，并允许媒体记者传输高

质量新闻画面。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体育版介绍了主媒体中心由机器

人制餐送餐的智慧餐厅。报道说，就餐地点设计得就像科幻电影里

的场景，空中云轨从天花板送餐，尽可能减少人员接触。

巴西《时代》杂志刊文说，北京冬奥会引入了体育行业革命性的

创新。文章详细介绍了减少人员接触的机器人、智能床垫、奥运村

内5G覆盖和电子货币的使用等。

国际奥委会委员巴达玛·利斯瓦达恭接受泰国《暹罗早报》采访

时表示，北京冬奥会是一场安全和卓越的体育盛会。此次冬奥会开

幕式运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技术、5G和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并取得

成功，表明科技手段将在体育赛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元素感染世界
《俄罗斯报》网站报道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冬奥场馆规划建设

中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例如首钢滑雪大跳台的昵称为“雪飞天”，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的昵称为“雪游龙”，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昵称为“雪

如意”等。这些美丽文化元素背后映射的是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日本经济新闻》在题为《冬奥会借春节弘扬中国文化》的文章

中说，汇聚各国媒体的主媒体中心除夕时举行了春节庆祝活动，现

场设置了剪纸、书法等特色体验区。一名美国记者说自己首次尝试

用毛笔写字，能在这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高兴。

墨西哥《金融家报》网站报道说，此次北京冬奥会的 678道菜品

中，中餐和西餐的比例为3比7，以便让所有运动员都能品尝到中国

的特色美食。此外，由于冬奥会恰逢中国传统节日春节，菜单上增

加了很多与春节有关的特色美食。

法国《解放报》网站报道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获得了

极大成功，为北京冬奥会宣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参与记者：孙丁、
卢怀谦、郭磊、周啸天、胡雪、李晓渝、张继业、郭丹、王媛媛、王亚光、
赵焱、陈威华）

践行绿色创新 尽显文化魅力
——多国媒体高度评价北京冬奥会

新华社天津 2月 13 日
电（记 者 周 润 健）2 月 15
日，将迎来壬寅虎年的元宵

节。令人惊讶的是，虎年的

元宵月不是“十五圆”，也不

是“十六圆”，而是“十七

圆”，最圆时刻出现在 2 月

17日 0时 56分。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

津市天文科普专家林愿介

绍，每逢农历初一月球运行

到地球和太阳之间，被阳光

照亮的半球背着地球，我们

看不到月亮，叫做“新月”，

也叫“朔”；到了农历十五左

右，月球上亮的一面全部对

着地球，我们可以看到圆圆

的月亮，称为“满月”，也叫

“望”。从“朔”到“朔”，或从

“望”到“望”的时间间隔长度

称为一个“朔望月”，平均为

29.53059天。

同是农历初一，“朔”可能

发生在凌晨，或者上午、下午，

也可能发生在晚上，而且每个

“朔望月”本身也有长有短。

这样，月亮最圆时刻的“望”最

早可发生在农历十四的晚上，

最迟可出现在农历十七的早

上。但由于“朔”一定在农历

的每月初一，“朔”之后平均起

来要再经过 14天 18小时 22
分才是“望”，所以月亮最圆时

刻的“望”以出现在农历十五、

十六这两天居多。

统计发现，“满月”出现

次数最多的是农历十六，其

次是农历十五，再次是农历十七，最少的是

农历十四。

“像今年元宵节这样‘十五的月亮十七

圆’是比较少见的，上一次出现还是在2013
年 2月 26日（正月十七），下一次将在 2029
年 3月 1日（正月十七）再现。但不管是何

时圆，人们用肉眼观赏到的月亮基本无差

别，都是一样的花好月圆，丝毫不会影响人

们在元宵节当晚赏月抒怀。”林愿说。

元宵节当晚何时赏月最佳？日落后两

小时是赏月的好时机。“一是此时的月亮看

起来感觉特别大；二是月亮呈现漂亮的银

白色，赏心悦目；三是月亮的地平高度较

低，适合拍摄‘连月带地景’的美照。”林愿

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夜时分月亮运行到

正南方天空。这时月亮的地平高度达到整

夜最高，万籁俱寂，“皓月顶空照”也别有一

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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