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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活儿很容易让人上瘾，我很享受解决问题之后的成就感”

“我爱我们的 ‘红工衣’老师，他们不光
给我们上课，还经常给我们送来篮球、课外书
等礼物。 ”6月1日上午，距离延安100多公里的
志丹县周河九年制小学正在举办“庆六一”文
艺演出，刚刚表演完节目的小学生刘玥说。

她口中的“红工衣”老师，是长庆油田五
里湾一区的采油工志愿者。上班时，他们一身
红工衣穿梭在采油工作岗位。下班后，他们变
为这所山村小学的编外老师。

采油工邹先美和任奕已经为这台“六一”
演出忙乎了好几天。 他们不仅帮助孩子们排
练节目， 还带来了一份大礼———同事们捐赠
的4000元“拓荒爱心助学基金”和价值3000元
的学习用品。

那是200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 几个当地
孩子来到南一增压站挑完水， 采油女工跟着
他们走进马崾岘希望小学。一间教室，四壁漏
风，坐着4个年级20来个孩子。 仅有的一个代
课老师，只能教简单的语文和数学。桌椅上到
处都是裂缝，一块黑板，几截粉笔，就是所有
的教学设备。

善良的女工落泪了。 她们集资为孩子们
购买了运动器材和课外书。工作之余，她们给
孩子们开设了音乐、美术、舞蹈、英语等课程。

“让我温暖你的七彩童年。 ”这样一个简
单朴素的心愿， 成了南一增压站女工们坚持
下来的动力。在他们的帮助下，孩子们的学习
成绩提高了，几名辍学的孩子也重返校园。

14年过去， 南一增压站的女工换了一茬
又一茬，但是爱心助学的行动没有中断，29名
青年志愿者先后接过爱心助学的“接力棒”。

普光气田利用暂时停产升级改造
的契机， 组织各集气站开展以风险识
别、安全操作、应急处置、自救互救“四
个能力”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培训，促进
职工整体素质提高。

图为6月1日，普光采气区305集气
站职工正在进行设备操作及常见问题
处理培训。 祝广影 摄

什么叫争分夺秒？ 什么叫忙而不乱？ 来
到河钢宣钢物流公司成品作业区二线库，你
就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放眼看去，250 多
米长的装车线上，一节节车皮被缓缓对到位，
当班职工或检查车底或通知装车， 有在盯位
的、有在装配的，不时地还会相互提醒着：“看
看计划，下一工序是什么？ ”

在现场，一个身材结实、40出头的汉子不
停地从装车线这头走到那头，检查各个环节，
询问各项工作，他就是这个“战场”的“指挥
员”———组长苏国胜。

指令：不折不扣执行
“军令如山。”这是苏国胜常说的一句话，

在作业区领导心中， 只要是将当天的计划放
到他手中，就是一百个放心。 哪怕是车型、品
种、货位来回穿插着的装车计划，对苏国胜来
说，也是小菜一碟。

凡是干过成品外发装车的人都知道，谁
都喜欢在单一的品种垛进行装车， 既不费时
间，也用不着翻垛，而且工作还能完成得很漂
亮。最令人头疼的是：多品种的成品材混垛在
一起，装车时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出差错。
然而进入成品外发高峰期后， 苏国胜的二线
库每天接到的装车计划都是货位交叉作业，
既要加强安全防范， 又得保证装车质量。 为
此， 苏国胜琢磨出了一套直接、 稳妥的办
法———货物定置管理。

苏国胜将自己班组所在的货位区域按装
车线走向，划分为五个区，由库管工、现场工
担当责任人。库管工主要负责区域内的垛型、

品种、质量扫描；现场工主要负责区域内的安
全、装配品种确认及所有与装车有关的事宜，
要求每个区域在接车时， 一定要确认所接的
车型和成品外发计划清单是否准确一致。 这
样，漏装、错装现象基本消除。

“钢材外发装车属于精细作业，直接影响
客户的满意度，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强化装车
质量， 让装车环节时时处处在我们的掌握
中。 ”苏组长坚定地说。

环境：时时刻刻维护
每天，二线库汽运车辆进出频繁，生产线

出材不断，加上天车作业发生的“隆隆”声响，
让初到这里的人难免眼花缭乱。 可在二线库
的装车线上，一切工作井然有序，忙而不乱。

装车线上每天进来的车皮很多， 车底难
免会留有杂物。为了保证车底干净，只要一对

车，苏国胜就带领当班职工清理车底杂物，将
其运送到几十米外的垃圾箱， 保持装车现场
干净整洁。

苏国胜认为，定置管理是静态的，生产运
行是动态的，要学会在动态中维护静态，才能
把文明生产真正落实到位。为此，苏国胜把自
己管辖的装车现场整理标准打印出来， 要求
全组按照标准整理好自己的工位。工余时间，
苏国胜会到各岗位查看，帮着职工进行整理。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家里干干净净，这样心情
好。 其实工作也是这样，地上不硌脚，手边工
具顺，干起活来效率也高。 活一顺，心情也就
好了！ ”苏国胜对此颇有感触。

组员王卓对此相当认同：“以前在装车线
上走一圈下来，脚硌得生疼，地上全是杂物。
如今， 在工作中随时清理作业现场的习惯让
我们自己受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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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六一能不能陪陪我？ ”六一
儿童节前，10岁的儿子央求高宏永。

高宏永是冀东油田井下作业公司
一名作业监督。 6月1日下午，儿子放
假没人照看，高宏永便萌生了带着孩
子去巡井的想法 ， 也算一次 “亲子
游”。

“一会到了井场， 你只能坐在车
里，不能离开半步，更不能跑到生产区
域！ ”下午1点30分，刚坐到车里，高宏
永便开始嘱咐起来。

听到爸爸这么一说，儿子嘟囔起来：
“好不容易跟着你出去，还不让下车！ ”

“这是我们单位安全生产要求
的！ ”今天，高宏永要查看一个搬家作
业，并对3口带压井进行巡井。

车驶离了县城， 熟悉的高楼慢慢
远去， 一望无际的农田和高耸的井架
渐渐映入眼帘。

根据井下作业特点，监督将80%的
精力放在4点班、 零点班的安全巡查
上，公司还在3个人工岛设立了现场监
督点，7天一倒班、24小时不间断驻岛
监督。

除此之外，公司还对堡古2平台等
高压井、高含硫区块的施工井，从搬迁
作业、井场摆放、开工准备、施工过程
监管等实施一条龙服务监督， 在这个
平台已驻井监督超过 8000小时 。 在
2015年， 这个20人的监督团队累计巡
检作业现场超过1万次。

“吊装作业操作时，有什么需要注
意的？ ”一到高65-4现场，高宏永就对
技术员问道。 “在吊装的时候，要用规
范吊具，并用牵引绳作辅助。 还要观察
井场布置，夏季值班房设在上风口，人
员要相互配合好！ ”技术员回答。

“别小看每天的风险辨识，日积月
累会很有效果的。 ” 高宏永补充道，随
机抽查效果不错， 他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你们四岗风险辨识资料填写不
全，我要给你们记上，你们要赶紧加强
培训，让大家都能发现隐患。 ”

“现在干部新、设备新、员工安全
意识差， 我们只能多问、 手把手教他
们。 ”高宏永说道，这口井检查完，他们
马上赶往下一口井。

“爸爸，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这
太没意思了！ ”儿子焦急地问道，看到
路边的“磕头机”也不那么有趣了。

“别着急，还有3口井呢！ ”为了给
儿子解闷， 高宏永在路上讲起了井上
安全生产要求。

“我知道，上井要戴安全帽，劳保
要齐全！ ”儿子接过话来。

下午6点20分，夕阳西下，稻田里
已看不到忙碌的身影。 巡井完毕往回
返时，儿子已经在车上睡着。

老师说， 这孩子唯一的缺点就是
有点内向，不太善于和同学交流。 石油
工人风里来雨里去， 没有更多时间陪
伴子女。 想到这个，高宏永心中满满的
愧疚。

井场“亲子游”

【班组现场】

地层深处，百余台液压支架一字排开，挺
直了腰杆承载着来自大地的压力， 庞大的采
煤机在司机的遥控下，截割、喷雾，黑亮的煤
层被采煤机上锋利的截齿片片削下， 滚落到
嘎嘎运转着的刮板输送机上……

6月3日9时， 同煤集团四台矿408盘区
14#层8804工作面里，荣获2016年山西省“工
人先锋号” 称号的四台矿综采一队正在开采
作业。

“一个班能生产多少煤炭？”“一般我们土
话说割几刀，从工作面头割到尾叫1刀，顺利
的话一个班能割3刀，一刀下来大约360吨，一

个班有1100吨左右吧。”与笔者对话的是综采
一队的队长李军，精瘦的身材，干练不失随和
的语气， 流露出这位在采掘一线工作了30多
年的汉子严而不威的管理方式。

李军坦言，在劳动组织过程中，离不开制
度化与人性化相结合， 刚柔并济的管理才能
凝聚起全队员工的力量。

割煤、推溜、移架，各个工种配合有序，煤
炭开采有条不紊。李军介绍，四台矿的地质条
件极为复杂，断层、陷落柱、冲刷带成群成组
出现，再加上煤层逐渐变薄，开采难度越来越
大。为顺利完成生产任务，他们按照矿精细化
管理要求， 将每个月的生产任务细分到每个
班，与班组签订《班组产量承包责任状》，实行
《班组日产月产奖惩办法》， 每日在换班室公

开栏公布任务完成情况，各个班组之间“比干
劲、比安全、比产量”的氛围浓厚。

“一个生产班多少人？ ”“一般是13个人，
包括采煤机司机、液压支架操作工、超前支护
工、乳化液泵工、转载机司机等工种。”当班班
长田宝成回答。

田宝成是个工作踏实、 责任心强的老班
组长，善于协调人员组织生产。 他介绍，针对
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 综采一队合理调度各
岗位工种、协调各施工工序，把现场管理严流
程、 日常管理严细节的精细化管理贯穿于生
产全过程。

优秀的团队离不开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
员工。 生产副队长王怀伟指着巷道里的喷雾
水幕介绍：“这是我们发明的 ‘T型液管快捷

水幕’，现在已经在全矿推广使用。 我们用10
毫米液压胶管代替了以往的铁管制造水幕，
这样它就不会生锈、不易堵塞、组装也方便，
还可根据巷道形状任意变形。 ”

这样的小发明、小革新还有很多，对全队
的安全生产、成本节约起到了积极作用。

有创新思路就有发展动力。据了解，2015
年， 综采一队开采307盘区8705工作面时，煤
层仅厚3米， 煤层中部0.5米到1.5米的夹石贯
穿了整个工作面。 开采初期，受夹石影响，这
个队每天最多割4刀煤，机电事故也频发。 面
对不利条件，他们通过精确统计3个生产班每
割1刀所用的时间，并将时间、工程质量和机
电故障等因素统一分析， 计算当前出夹石煤
层最佳截割速度， 要求每个生产班组按这个

规定速度推进。 经尝试，效果明显，每天增加
至5到6刀， 这种方法被他们称作 “限时割煤
法”。

尝到了甜头，他们又细化分解出“分段限
速采煤法”， 根据夹石厚度将工作面分为三
段，统计每刀煤在不同段上所用的时间，确定
最佳采煤机割煤速度， 这样既保证了生产效
率又有效避免了采煤机机电故障， 而且每天
可保证6到7刀。

王怀伟说，在回采过程中，还面临着另外
一个问题———大块夹石无法顺利拉出。 他们
组织技术人员对采煤机滚筒割夹石过程进行
受力分析， 将滚筒升到下边缘与夹石底部持
平进行割煤。经过实践，大块夹石量显著减少，
经过全队不断努力，将最好成绩定格在8刀。

地层深处的掘“金”者

马超

物流公司现场的“指挥官”

洪浪

在中铁七局三公司郑万铁路项目部钢筋加工
车间，工人们正一丝不苟地进行钢筋笼焊接。

刘坤 摄

重油公司是新疆油田最老的稠油生产单
位之一，历经28年高速热采开发，已步入高采
出程度、高含水、高递减率的“老龄”阶段。 人
多油少、 生产成本高、 创效能力差等问题突
出。尤其当下面对低迷的石油市场，该如何应
对？我在班组中提出要树立“像红柳一样抱团
成长”的团队精神，通过“管好每一口井，采好
每一吨油”，携手应对“寒冬” 。

采油六班现有员工23人， 其中近一半是

少数民族员工， 共同维护着8座计量站148口
油气井的生产。

我们在班组推行属地管理， 使组员由岗
位执行者转变为属地管理者。 采取 “随时抽
查，一月一查，一季一考”方法，对照绩效考核
细则每月对班组员工各项工作进行检查、打
分，张榜公布。

属地划分了、任务分解了，责任细化了，
每位组员的自主管理意识也激活了。

一天， 班组成员潘新兰在巡井时发现有
一口井压力波动较大，为了弄清原委，她在加
密录取油样时观察油井的含水变化、 井口憋

压和压力变化，并加密计量油井产量，在找到
真正原因后才向班长汇报。 这样详细的现场
摸查保障了作业区地质人员下达措施的准确
性，减少了无效修井带来的浪费。

在生产现场， 组员反复清洗利用每一团
棉纱、每一副手套，将旧螺丝、受损的管钳、扳
手等可回收资源收入工具箱，等待重新拼装、
修复。

今年初， 班组统计需维修更换6个闸门。
一个闸门3000多元，加起来就是近2万元的成
本。 往年遇到这种情况直接申领新的闸门换
上就行了， 但是考虑到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

形势，我带领大家赶到现场，认真分析起故障
原因。

闸门的故障是无法开关。 手转不动就用
管钳，48#的管钳不行，再带上加力杠……闸
门依然纹丝不动。

“打不开就拆了它！ ”在仔细观察了闸
门结构后，我先用榔头将闸门一点点敲松，
再依次用管钳卸掉压盖、弹子盘、丝杠……
经过解体作业， 终于看清了内部情况：“怪
不得这闸门打不开 ， 丝杠上都是锈和沙
子。 ”经过耐心细致的清理，闸门终于又变
得开关自如了。

最终证明， 除了一个闸门因生锈严重无
法拆洗，确实需要维修更换，其他5个闸门经
过拆洗都能正常运转了。

在采油六班， 精打细算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

（作者系全国劳模、重油公司采油作业五
区采油六班班长）

像红柳一样抱团成长
肉孜麦麦提·巴克

在劳动组织过程中，离不开制度化与人性化相结合，刚柔并济的管理才能凝聚起全队员工的力量

石油工人风里来雨
里去，没有更多时间陪伴
子女。 想到这个，高宏永
心中满满的愧疚

面对人多油少、生产成本高、创效能力差等突出问题，努力“管好每一口井，采好每一吨油”

张立国

停产人不歇

30年间， 他默默无闻地坚守在低矮的车
床旁，弯腰深耕着自己的“航天梦”。他创新设
计制造工装刀具1000多种，总结创新成果100
余项， 广泛应用于多型号航天固体火箭发动
机的零部件加工中， 很多成果和加工方法被
编入定型工艺文件， 为企业创造上千万的经
济效益。 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
者、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359厂4分厂铣工组组
长刘志勇。

刘志勇有深夜学习的习惯，30年如一日
从未中断过。 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有不断攻
关创新，才能应对企业发展的需要，才能不掉
队、不落伍。 ”

从1986年入厂以来，刘志勇破解“急、难、
险、重、新”任务不计其数，总是从设备、工装、
刀具上找“创新点”，在脑海里成千上万次地
想象模拟加工情形。

他利用废旧丝锥自行设计改制了1.6毫

米键槽铣刀、T形特型铣刀、三面刃铣刀等专
用刀具和异型刀具， 为特殊材料的加工开辟
了新思路；设计应用全包容软爪、封头体夹具
等多种专用工装， 突破了大长径比薄壁精加
工瓶颈， 为产品的工艺优化和后续批量生产
铺平道路；创新优化工艺技术和流程，使某型
号零部件日产量从10件提高到300件，产品合
格率由原来的50%提高到了99%。

他发明的分体式多功能夹具与组合刀具
配合方法，拓展了机床加工范围，减少了装夹
次数，实现了一个工位多道工序、一把铣刀加
工多个尺寸，保证了零件公差基准的一致性，
堪称技能“一绝”。

“琢磨活儿很容易让人上瘾，我很享受解
决问题之后的成就感。 ”刘志勇说。

2013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刘志勇
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挂牌仅仅两年多
时间，在刘志勇的带领下，工作室成员中两人
被评为特级技师，两人被评为高级技师。

“过去只是想着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把
本职工作做到极致。 可现在我有个更大的梦
想，我想把铣工组带成一流的生产班组，我想
把大师工作室建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基地，
我想把技术传承下去，培养出更多的‘金牌工
人’‘技能大师’。 ”刘志勇说。

刘志勇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影响着

班组，更影响着全厂的技工队伍。 他充分利用
工作室这个平台，组织绝技绝活演示，邀请技术
指导授课，鼓励青年职工参与高精产品加工和
技能比武，营造浓厚的“比、学、赶、帮、超”氛围。

十多年来， 他的班组没有发生过一起质
量和安全事故， 始终保持产品一次交检合格
率100%，生产节点完成率100%。

30年间，刘志勇累计加班上万小时，攻克
难关数以万计，对航天事业、对单位、对同事
和徒弟他做到了问心无愧， 而对家人的陪伴
时间却寥寥无几。

“我亏欠家人的实在太多了，等以后退休
了，一定要多陪陪家人。 ”刘志勇说。

赵春青 绘

“让我温暖你的七彩童年”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王玉祥

30年深耕“航天梦”的铣工组组长

什么叫争分夺秒？ 什么叫忙而不乱？ 在250 多米长的装车线上，你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本报记者 马学礼
本报通讯员 王友花 赵静

本报讯 5月27日是安康车辆段3名大学
生新工到动监车间见习的第一天，车间职教
员沈怀海将《安全”第一课”》教育读本递给他
们，其中内容包括车间简介、安全制度、事故
案例。

这个车间担负着襄渝、阳安、西康3条铁
路线上157台车辆监控设备的日常保养和维
修任务。点多线长、人员分散、上道作业频繁，
一直是他们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

过去，新工分下来，职教员就要立即着手
梳理规章、文电等培训资料，按人数打印下发
后，再组织开展安全教育，不仅过程繁琐，而
且安全教育的内容抽象、不全面，往往达不到
预期效果，为安全生产埋下隐患。

2016年初，这个车间根据生产实际，围绕
安全主线，组织管理人员全面搜集相关资料，
并绘制系列案例漫画，编制完成了《安全第一
课》教育读本，进一步强化“三新”人员安全教
育工作。

“这本书共有179页8万余字，涵盖国家法
规和总公司、局、段、车间5个层面安全制度，
收集了机车车辆伤害等6方面典型事故案例，
还有职工的44例‘我的安全故事’”车间主任
毕磊介绍。 （周道刚）

14年过去，南一增压站的女工换了一
茬又一茬，但爱心助学行动没有中断

新工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