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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街头，倾听地下水流的声音
16名供水管网检漏工，一年步行近95个马拉松

在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力
科公司，有个神秘的工种——“检漏工”，靠耳朵
和仪器检查深埋地下的城市供水管网，找出隐患
管网，争取早日治疗。一年中，16名检漏工至少
要徒步4000公里，相当于一年走完近95个马
拉松。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宁琳 钟夏 文/图

1月17日，三九的最后一天，
深夜 12点，福寿街、中原路口附
近，徐占领和他的徒弟贾鹏举，身
穿红灯闪烁的马甲，手持一个杆，
身上还背着仪器，边走边探听，见
一个井盖都要掀开看看，路人路过
时总是忍不住回头多看两眼。

“很多人问你们‘挖下水道
的？’”徐占领说经常掀井盖、扒
草丛，容易被误认为“挖下水道

的”，甚至还有人打报警电话，其
实，他可是力科公司的“宝贝”。

徐占领是共产党员、工龄近
30年、从事检漏工作 15年，因为
善于钻研疑难检漏，并屡战屡
胜，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检漏
王”，还先后参与了贵州铜仁、四
川绵竹灾后供水管线重建，以及
信阳淮滨、息县，江苏吴江，安徽
淮南等多个外部供水普查工程，

平均每年个人排查出各类暗漏
100余处。

当夜，他带着刚入行6个月的
徒弟贾鹏举，从夜里10点至次日
凌晨4点，要巡检完5公里的供水
管线。管线是5公里，可如果全部
走下来，经常要走10公里，沿途井
盖要掀开不少于50个。24岁的贾
鹏举说，每天他的微信运动步数在
2万步左右，“轻松占领朋友圈”。

检漏工，到底有啥用处？力
科公司总工程师汤正举用亲身
经历讲述了“听漏”的神奇。

当年，中国地质大学刚毕业
的汤正举来到郑州自来水公司，
先到抢修上轮岗，在南阳路北三
环一个路口有一个小的塌陷，怀
疑地下有漏点。“当时检漏工人
特别少，让检漏工去现场得排
队”，汤正举带人两天挖了仨大
坑，还是没找到漏点，只好报请
检漏工出场。

“多大个事啊，挖仨大坑。”
力科公司普查办主任李鸣来到
现场，带人不到一个小时找到
漏点，这让汤正举觉得特别神
奇。轮岗结束时，汤正举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检漏工”这个
岗位。

检漏的精彩故事不胜枚
举。力科公司副经理孟凡林讲
述最神奇的漏点，在 2011年，建
设路桐柏路口东南角，工作人员
发现有个小的塌陷，“像井盖那

么大一块”，怀疑地下有暗漏，可
是地下管线密密麻麻，非常复
杂，尤其是地下电缆，也会发出
噪声，对靠声音寻找暗漏的检漏
工来说，干扰极大。10多名检
漏工全部上阵，在没有破坏路面
的情况下，20多天后，终于查到
漏点，居然在路口的西北角，整
整跨了一条对角线。“如果翻开
地面查漏点，整个路口都要挖
开，对交通和地铁施工都造成极
大影响”。

力科公司全称河南力科管
线探测技术有限公司，现有检漏
工16名，人是不是太少了？

“在全国检漏行业队伍算大
的，技术水平全国前几名，全省
NO.1。”孟凡林对队伍的自信，来
自于多年的实战经验，还有全省
各地同行络绎不绝“疑难杂症”
的求助。

平顶山市某个过街楼（两
栋楼之间是街道），楼房长期
水压低，最后居民家里直接没
水用，而通往该栋楼房的管网
压力没有异常，怀疑是楼内供
水管线出现漏水。但当地供
水部门查了两个星期，还是找
不到漏水位置，无奈之下向郑
州供水部门求援。

来到现场后，检漏队员们通
过多种手段，一个多小时后，确
定了漏点，挖掘后发现，供水管
道在两楼之间断裂，泡在水里，
也是行业最怕的“水泡管”，漏失
的水已经把整个地基掏空，街道
和楼的地基被掏成一个大大的
“游泳池”。如果再不及时处理，
后果不堪设想。

精湛的技术来自对技术
的不断钻研和执着，李鸣走到
哪儿都喜欢掀井盖，就连和媳
妇去上海旅游，见到井盖都要
掀开看看，听到声音都想“漏
点在哪儿”，被媳妇称为“严重
职业病”。

2017年底，李鸣路过农
业路沙口路，桥下有块路面有
点潮湿，李鸣就怀疑附近有漏
点，但是找了一圈没找到，这
件事成了李鸣的“心病”，每天
都要去走一圈，走了一个多
月，连过年都没停，一直查不
到漏点。大年初四下大雪，李
鸣又去四周查看，结果发现上

桥口有块积雪已经融化，没结
冰，马上判断漏点就在那儿。
挖开一看，原来是一条绿化管
道上打了个木橛子，木橛子松
动后管道往外渗水，通过地面
渗透到距此 200米的桥下，此
时正值春节，公司义务进行了
维修。

2001 年李鸣从事检漏
工作，十几年来，经常用右
耳贴着仪器去检漏，右耳耳
屏明显比左耳耳屏大、厚，
为了保护这只耳朵，平时接
打电话，李鸣只用左耳，“右
耳除了听水声，听其他声都
不好使”。

在力科公司检漏队的 16
名队员，干了 10年以上的有 8
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有 12
人，在他们中间像徐师傅一样
钻研业务、精于检漏的师傅还
有很多位。既然水平这么高，
能不能多培养点人才？

“工作太苦，最短的干3天
就走人了。”汤正举说，白天各
种噪声太多太大，检漏的工作
时间选择在噪声相对较少的夜
间 10点至次日凌晨 4点，这个
工作时间就让很多人望而却
步。由于长期工作在户外，冬
冷夏热，环境艰苦。17日当夜，
徐占领穿着棉裤、毛裤和保暖
裤，“五一之前脱不掉保暖衣，
十一之后离不了保暖衣”。

除了苦，听漏还是门纯正
技术活，“一千个漏点有一千

种声音，仪器只能提供线索，
检漏工的一个判断至少需要 3
年的培养才能下。”汤正举解
释，由于受埋深、管线位置以
及周围其他的干扰，一个听漏
工需要从纷繁复杂的声音中
分辨出常人难以识别的水流
声。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培养
一名基本称职的检漏工至少
需要3年的时间。而成为一名
优秀的检漏工则需要 10年以
上的历练。这种历练不仅需
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更需要
超强度的脑力劳动。

为了帮助检漏工快速成
长，力科公司除定期培训、交
流检漏技术外，还特别制定了
排查工作六字口诀:“三到三
心。”即听到、走到、察到,细心、
耐心和信心。

力科公司除购置世界先
进的各类巡管仪、相关仪等
各类检测相关设备 30余套，
并不断更新外，还在全国率
先将全市管网分为A、B、C三
个大类，制定了“631”的动态
排查方式。即对长度 450多
公里的 A类漏水高发区域，
一年排查 6遍；对长度 330多
公里的 B类漏水常发区域，
一年排查 3遍；对长度不足百
公里的 C类稳定区域隐患管
网，一年排查 1 遍。除此以
外，他们每月下半旬还要重
点针对市区内直径 500毫米、
长度 150多公里的非球墨供

水管道进行一次专项排查检
测。这也就意味着，一年中，
16名检漏工至少要徒步 4000
公里，相当于一年走完近 95
个马拉松。

据孟凡林介绍，2018年，力
科公司共排查检测市政供水管
网 3848公里，直径 500毫米以
上大口径供水管网1832公里，
庭院小区 1657个。全年检测
出直径500毫米以上大口径供
水管网暗漏点 3处，直径 500
毫米以下口径供水市政管网
暗漏点 248处，及时消除了因
漏水可能发生的各类隐患及
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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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 积雪先融找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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