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入·圆梦 2025年 5月 30日 星期五 7责任编辑：刘小燕

E－mail:grrbxsm@163.com

“蜘蛛人”：经验丰富，可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无人机：有效率优势、成本优势

高空幕墙清洗作业上演人机较量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本报通讯员 宋铭轩

“我们不久前在山西省晋中市烈士陵园

开展了无人机清洗作业，由一架搭载精密雾

化系统的四旋翼无人机环绕烈士纪念碑四周

飞行，机腹下方的‘枪管’持续喷出高压水雾，

将积尘层层冲刷剥离。”5 月 28 日，山西浩宸

低空立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

浩宸）董事长王海星介绍，经无人机清洗后，

鎏金的碑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随着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扩大，多地开

始 尝 试 采 用 无 人 机 进 行 玻 璃 幕 墙 清 洗 作

业。无人机出任“高空美容师”的效率如

何？传统从事玻璃幕墙清洗的“蜘蛛人”会

因此面临何种挑战？人机配合能否开发出

更多高效安全的清洗岗位？《工人日报》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庞大市场需求催生新技术

随着大面积玻璃幕墙广泛应用于建筑

外立面，多地提出针对性的清洗维护规定，

对高空清洗提出更多市场需求。例如，2019
年 12 月，《重庆市城镇建（构）筑物外立面清

洁标准（试行）》发布实施，要求玻璃幕墙每

年清洗应不少于 1 次；2018 年 11 月修订后的

《南京市城市建筑物、公共设施、道路容貌管

理规定》提到，城市容貌管理重点区域内建

（构）筑物外立面的玻璃幕墙每年清洗不少

于 1次。

2024 年 12 月，山西浩宸首次开展无人

机玻璃幕墙清洗。随后，其业务范围从山西

扩展到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清洗对

象从大楼玻璃幕墙、光伏发电板拓展到桥

梁、纪念碑等高大建筑物，还将逐步应用到

除尘、除锈、喷涂以及吊装等多种场景作业。

“那座大楼的玻璃幕墙，面积有 2万余平

方米，我们 5个人干了两天，就完成了清洁工

作。”今年 3 月，来自山西浩宸的无人机“飞

手”田鑫操作一架四旋翼无人机，清洗一座近

百米高的大楼外立面玻璃幕墙。他告诉记

者，无人机拖着水管起飞，通过集成高精度定

位系统、智能识别算法以及环保清洗装置，飞

行至预定位置后，能精准识别幕墙上的污渍，

并以最适宜的压力和角度逐层进行清洗作

业，让整幢大楼焕然一新。

在高空清洗作业领域，无人机展示出的

效率优势受到多地关注。2024年 12月，广东

省深圳市罗湖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一场

无人机与“蜘蛛人”的清洁竞赛，结果显示，无

人机团队节约了一半的时间。

除效率优势外，无人机清洗作业的低成

本特点也逐渐显现。记者走访山西省太原市

多家提供传统“蜘蛛人”清洁服务的企业，普

遍情况显示，根据大楼结构、玻璃脏污程度等

因素，每平方米的清洗价格为 5 元至 10 元。

据山西浩宸介绍，采用无人机幕墙清洗方式，

每平方米的价格为 2元以内。

干同样的活，取不同的证

玻璃幕墙清洗的市场需求背后，意味着

更多的清洗领域用工，其中既包括日趋火热

的无人机清洗作业人员，也有传统的清洗“蜘

蛛人”。

四川籍农民工刘旭军在山西从事高空幕

墙清洗作业十余年。“在高空不能慌，要胆大，

也得心细！”刘旭军介绍，日常开展作业时，自

己要靠着数根绳索和吊凳等设备实现自楼顶

逐层下降，同时用脚蹬住幕墙，让身体可以左

右移动，使用装有小半桶水的水桶、刮子、抹

布等工具进行清洗。

然而，业内人士也指出，传统“蜘蛛人”

的清洗方式逐渐显现出效率较低、留存卫生

死角较多、人工成本高等问题。据刘旭军介

绍，为了降低人工清洗的成本，“蜘蛛人”在

高空清洗作业时大多采用座板式单人吊具，

采用相对更加安全的电动吊篮则会显著增

加作业成本。

此外，“蜘蛛人”在外墙上攀爬游走时，还

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在一次作业时，刘旭军

遭遇持续了几分钟的突发性大风，身体被大

风吹起，还被撞击到大楼外立面。为应对此

类突发情况，刘旭军随身准备吸盘，遇见突发

情况可将身体吸附在玻璃上。

“采用无人机进行幕墙清洗无须人工攀

高作业，能够对曲面幕墙、镂空结构、高空碑

体等特殊建筑进行清洗，实现近乎无死角清

理的效果，既提高了效率又确保了安全。”王

海星表示，作为高空幕墙清洗作业的“跨界

者”，由无人机出任“高空美容师”，兼具了安

全、高效、低成本的优势，进一步做大了这块

“市场蛋糕”。

同样干着高空清洗的工作，相关从业者

的技能要求却不尽一致。两位从业者分别向

记者介绍，刘旭军持有的是应急管理部门颁

发的高空作业证，而田鑫持有的是民航局颁

发的“飞手证”。其中，高空作业证对身体素

质要求更高，而“飞手证”需要自费上万元完

成相应的技能培训。

共同探索行业合作新潜力

逐渐做大的“市场蛋糕”、更高的用工需

求以及日益改进的作业方式，吸引传统人工

作业领域和无人机领域探索更多合作的可能

性。“大家谈了不少，努力挖掘这两种幕墙清

洗方式的共同点。”据王海星介绍，今年以来，

有多家传统“蜘蛛人”保洁服务公司找上门，

主动对接高空幕墙清洗的合作方式。

除研发更加适合清洗作业的无人机设备

和配件，以及更加环保和高效的清洗剂产品

外，新兴的无人机幕墙清洗还需要对从业者

培训进行发力。

“我们建立了占地 2.3 万平方米，具有独

立运行空域的无人机‘飞手’培训基地，已开

展 5 期培训，学员近百人。”王海星表示，通

过打造低空领域教培+无人机全业态应用

场景，公司将从玻璃幕墙清洗、光伏板清洁、

桥梁、纪念碑等高空清洗作业，向特种吊装、

农林植保、智慧城市等低空经济领域全面

拓展。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现阶段，“蜘蛛人”

在高空清洗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应

对各种复杂情况和突发状况的技能，可以

应用至无人机“飞手”培训。此外，传统的

“蜘蛛人”清洗公司可以转型为定制化清洗

方案和服务提供商，或与无人机制造商和

研发机构合作，共同推动无人机清洗技术

的创新和发展。

“无人机不会抢也抢不了‘蜘蛛人’的饭

碗。”王海星表示，高空清洗只是“蜘蛛人”诸

多行业技能的一个方面，对建筑物外立面的

检查维修更换等场景而言，仍然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正如玻璃幕墙清洗也只是无人机

应用的一个具体场景。目前，公司正在推动

无人机清洗技术升级，与无人机生产企业合

作解决无人机续航能力有限等问题。

随着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扩大，多地开始尝试采用无人机进行玻璃幕墙清洗作业。

相较采用传统的“蜘蛛人”高空清洗，其效率和成本优势逐渐凸显。同时，记者采访了解

到，两种作业方式对从业者技能要求不尽一致，业内人士认为双方在市场合作方面还有更

多探索空间。

阅 读 提 示

项目工地刮起“健康饮食风”
本报讯 （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张欣）“新鲜的西红柿

炖牛腩出锅啦！今天的肉特意少放了点盐，大家别忘了

多吃几口凉拌什锦，去去油。”近日，中铁六局天津公司工

地食堂纷纷开启创新模式，为员工带来健康与美味兼具

的工地饮食体验。

天津公司浩吉项目部位于湖北，结合当地夏季炎热潮

湿的气候特点，项目食堂早早地为大家准备了冰镇绿豆

汤、西瓜等。松长项目部地处吉林，日夜温差大，食堂摒弃

高油、高盐、高热量的重口味特点，严格遵循“三减三优”原

则，减少油脂、盐分和糖分，增加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及

维生素的摄入量，精心设计健康菜单。在菜品选择上，鸡

胸肉、鱼肉、虾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成为主打，搭配西

兰花、黄瓜、紫薯、玉米等新鲜蔬菜和粗粮，主食也采用糙

米、全麦面条等全谷物食品，确保餐食既能满足工人高强

度工作后的能量需求，又不会给身体造成过多负担。

“上新”的不仅有菜单，还有健康的理念。天津公司

房水电工地食堂在做好健康餐食的同时，还设置了宣导

区，配备身高、体重测量仪等设备，帮助员工实时了解身

体状况，科学规划饮食，工地食堂成为传播健康理念的前

沿阵地。

此外，天津公司各工地食堂还通过张贴健康饮食海

报、举办健康讲座等形式，向员工普及营养知识，提升健

康意识。员工们逐渐养成了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在

工余时间自发组织起“快走团”“健康工间操”等活动，形

成了饮食管理与运动改善的良性互动，掀起了健康饮食、

积极运动的新风潮。

“河北福嫂”进京津铺就顺畅就业通道
本报讯（记者李昱霖）日前，中国华北家庭服务业人力

资源市场助力“河北福嫂”进京津专项系列活动在河北省定州

市启动。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河北省人社厅人才服务中心、定

州市政府共同主办，526名求职者与家政服务企业达成初步

就业意向，促进京津冀区域家政服务人员实现有效供给。

活动中，定州“中山好嫂子”送岗下乡家政兴农对接交

流会同时举办。交流会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及定州本地

的 60家家政服务企业参与，发布优质就业岗位 1500余个，

涵盖育婴、养老护理、月嫂等多个领域。

据了解，中国华北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市场于2015年

11月挂牌。挂牌成立以来，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致力于搭建家政行业的人力资源对接交流平台，促进家政

服务人员有效供给。

今年，该市场将全面聚焦“河北福嫂”进京津工作任务，

把握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开展一系列家政行业人力资源交

流和就业服务活动，实现与京津家政市场的精准对接。

目前，来自京津地区的一些家政服务公司已与定州开

展合作，探索“技能培训+就业输出+职业晋升”等模式，促

进家政服务人员技能提升，铺就顺畅就业通道。例如，北京

福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与定州合作开展的“高端家政进北

京”订单培训项目，累计培养养老护理员、母婴护理师等专

业技能人才560余人，就业率达到92%。

蔬菜基地让村民在家门口挣“双份收益”
本报讯 （记者赵黎浩 通讯员陶红）走进位于云南

省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的双江劲松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蔬菜水果种植基地，10余名工人

忙着采收成熟的小米辣。

“平时我都是在家照顾老人、带小孩，这次来这里采

摘辣椒是村里人介绍的。我来了 3 天，每天差不多能摘

110 斤到 120 斤，多劳多得，收入很不错。”务工人员李云

兰一边摘辣椒一边说道。

基地的另一角，正忙着采摘豇豆的李珍介绍，自己来

基地务工已有半年多。此前，她一直四处打零工，工作和

收入都很不稳定。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这里，如今不仅

劳动强度适中，收入也有了保障，每天基本工资 100 元，

加班另有加班工资，一个月下来能有 3000多元的收入。

据了解，双江劲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驻沙河

乡允俸社区弯掌组后，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让当地群众实现了“一份土地、双份收益”。据基地管

理员杨志文介绍，公司成立 4年来，积极接纳周边村寨的

村民到基地务工。在采收旺季，每天有 50~60 名工人忙

碌于基地，即便进入淡季，仍有近 20人稳定务工。

“公司每年支付的土地流转费用和工人工资达 200
多万元，有效促进了当地群众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杨

志文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农业产业规模，为当地村民提

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领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近年来，双江县充分发挥坝区等资源优势，积极引进

企业，以土地流转为突破口，统筹推进蔬菜、水果等特色

产业规模化、专业化种植。通过产业带动，有效促进周边

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务工就业，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

江苏省财政下达补助资金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黄洪涛）近日，江苏省财

政下达 2025 年省以上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 14.82亿元，支持实施富民强村帮促行

动，扎实巩固拓展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果、加快

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据了解，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

渡期的收官之年，江苏省财政安排衔接资金预

算 12.8亿元，向经济薄弱、革命老区等重点地

区倾斜，连续 4年实现增长。其中，支持重点

县区产业发展 3.6亿元，支持苏中、苏北地区开

展农村厕所革命 3.56亿元，支持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贴息 2.4亿元，支持革命老区相对薄弱乡

镇发展 1.2亿元，支持黄茅老区发展优势特色

产业0.6亿元。

衔接资金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

发展，促进经济薄弱地区健全完善利益联结

机制，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激发内生发展动

力。据了解，衔接资金支持的项目必须从项

目库选取，对项目入库、审核、确定、建设、验

收、公示实行跟踪管理，健全项目资产后续

管理的长效运行机制，保障项目持续发挥

效益。

江苏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负责人表示，

为进一步强化衔接资金的规范管理与高效使

用，将衔接资金全面纳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

的常态化监督范围，制定负面清单，严禁用于

负面清单事项和建设形象工程。同时，落实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科学设置绩效

目标、加强绩效执行监控、组织开展绩效评

价，评价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衔接资金分配

的重要因素，促使各地各部门重视资金使用

效益，推动乡村振兴事业沿着高质量、高效率

的轨道稳步前行。

保护文化遗产
弘扬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肖君

“两个月了，小马驹长得特别好！”5月 27
日，看着眼前活泼可爱的小马驹，回忆起当时

惊险的接生场景，新疆恒信马业俱乐部的马

匹育种师刘彬仍然很激动。

“‘华人仙子’侧卧在地上，呼吸很重，感

觉要生了！”3 月 27 日凌晨两点，接到电话的

刘彬从家里赶到马房。不到 20分钟的时间，

小马驹的两条前腿已经伸了出来。刘彬和同

事赶紧将双手用碘伏消毒，合力拽住小马驹

两条腿进行人工助产，将它从母马肚子里拉

出来。

小马驹出生后，刘彬又忙着给它剪断脐

带、消毒、排胎粪，给产后虚弱的母马补糖、补

钙……等忙活完，已接近凌晨 5 点。睡不了

几个小时，他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忙碌。“这样

忙碌的情况一直要持续到 6 月，马在生产期

得时时盯着，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吃住在马

场。”刘彬说。

平日里，刘彬管理的马匹主要是伊犁马

和英纯血马。“虽然新疆目前有百万匹马，包

括焉耆马、伊吾马、哈萨克马、巴里坤马等多

个品种，但伊犁马具有外貌清秀、灵活、结实、

性情温顺、适合骑乘等特点。”据刘彬介绍，伊

犁马正在成为国内马产业、赛马运动、马术运

动的知名马种品牌，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文

化、马产品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切实促进了

牧民增收。

在刘彬所工作的俱乐部，马匹都在马业

协会做过登记，可以追溯三代以上血源。“做

好马的良种繁育是提升马品质的基础。因为

竞技赛马讲究血统搭配、马和其子嗣的竞技

成绩，还要考虑脾气、体型、身材比例、身高、

胸围等，通过‘选美’出来的马才会为其配

种。”刘彬说，针对血统纯正、基因优良的马

匹，育种师还会冷冻马的精子存放在液氮里，

可以多年后再使用，做好种质资源的保护。

在马匹需求量和质量要求日渐提升的背

景下，马匹育种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刘彬

在牛场工作了几年，后来来到俱乐部的马场

工作，也是新疆马业协会的一名兽医。与马

“零距离接触”10多年，经他配种的马有 5000
匹，平均受胎率达 80%。

在 40多岁的刘彬看来，马是一种性情温

和的动物，不会无缘无故地主动攻击人。但

马难以忍受疼痛，一旦有腹痛等疾病发生，会

打滚、刨地，甚至撞墙，如果得不到及时诊治，

可能几小时内就会死去，所以刘彬的手机保

持 24小时开机。

“这门技术很苦，也很脏。”刘彬坦言，除

了要应对突发情况，马匹育种师的日常工作

也十分辛苦且繁琐。每天早上不到 8 点，他

就来到了马房，将母马绑好后用手掏净马直

肠内的粪便，再用 B 超探头检查马的卵巢大

小、波动状态、软硬程度等身体情况。

等到需要对马进行配种时，育种师负责

将公马和母马拉到配种房交配。“这个过程中

要保证马的安全，防止人员和马匹发生意外

受伤事故，后期还要继续跟踪检查是否有早

期胚胎。”刘彬补充道，育种繁殖工作非常辛

苦，而且要在 4 个月完成母马的产驹、配种，

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此后，怀了孕的母马们会被安置在一个

马房或一处草场里。据刘彬介绍，同一时期，

马场里可能会有二三十匹母马怀孕，俱乐部

繁育团队的四五位同事会非常忙碌，将马的

各个方面都照顾得无微不至。

“怀孕的马要吃得好一点，喂得勤一点，

还要喂食清油、糖浆、枸杞、红枣等补充营

养，再加上清圈、打扫、打疫苗、驱虫、保健、

给马看病等周而复始的工作。”刘彬笑着说，

马的妊娠期平均是 11 个月，在此期间的照

料 看 护 工 作 ，和 照 顾 我 们 人 类 的 孕 妇 差

不多。

“马不能养，养了后就撒不开手了。”刘彬

充满感慨地对记者说，“马很有灵性，寿命也

比较长，一匹马一般可以养 8年甚至是 10年，

寿命长的还能达到 25 年至 30 年左右。陪伴

人的时间长了，有默契，难免就会有情感上的

羁绊。”

马匹育种师刘彬 10多年为马“牵红线”，配种 500匹马，平均受胎率达 80%

他以精湛育种技能助牧民增收

防暑降温物资送一线

5月 27日，在中铁建工集团华南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
口·海湾9号项目施工现场，项目部防暑降温点正在给工人发
放藿香正气水、绿豆汤等防暑降温物资。

根据海南省相关规定，为应对高温天气，海南分公司各项
目部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实行“抓两头、歇中间”的弹性工作
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同时严格按照规定，在4月1日至10
月31日期间，向在高温天气下作业的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本报记者 赖书闻 本报通讯员 刘振磊 摄

5月 26日，2025年北京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北京市
选拔赛在北京密云举办，图为泥瓦作文物修复师的比赛现场。

据悉，选拔赛以“保护文化遗产 弘扬工匠精神”为主题，来自 44家单位的 200余名选
手，参与木作文物修复师、泥瓦作文物修复师、考古探掘工等6个项目的角逐。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