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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娟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芦岭矿掘进三区 7
队现有职工 56 人，担负着矿井生产准备巷
道施工任务，在安全生产上已连续 11 年没
发生轻伤及以上事故。近年来随着矿井开
采深度的延伸，安全管理难度不断增大，面
对复杂的安全生产条件，7队的安全纪录是
如何创造的？

“不安全的活，咱坚决不能干!”4 月 11
日，笔者走进掘进三区,谈到班组的安全管
理经验，队长张素宝深有感触地说，每当有
新工人来上班，他都会给他们讲讲 2010 年

发生的那起工伤事故——由于职工安全意识
淡薄，没有按规程作业，在去掉防片帮网的情
况下，没有严格执行安全确认，落实“敲帮问
顶”制度，造成顶板矸石片脱落，导致了工伤
事故的发生。

“我是班长，每次下井，我就是希望一起
干活的兄弟们都能平平安安上来，家里老婆
孩子都在等着呢！”班长卜祥军也经常提醒兄
弟们，咱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安全生产不仅
关系到个人生命，更关系到家庭幸福。

有一次卜祥军所带的班组在井下施工
时，有人感觉施工巷道顶板条件较好，想图省
事不采用临时支护。卜祥军当即喊停：“不采
取临时支护，坚决不能施工。”当班的工人抱

怨道：“顶板完好，没有破碎，凭我们多年的经
验，肯定没问题，进行临时支护多此一举，费
工费力，还影响进尺。”“越是安全的时候，越
要注意安全。不进行临时支护出事的教训一
定要铭记！”卜祥军的话掷地有声。

“人心都是肉长的，安全工作要以心换
心。”张素宝深有感触地说，“不能简单的以罚
代管，要帮助大家真正认识到‘三违’的危害
性。”

该队不断加强职工的安全责任意识教
育，利用班前班后会、周五安全例会形式，积
极开展“三违”案例剖析。他们还以班组联保
互保为抓手，促使大家相互提醒监督，并现身
说法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

“隐患猛于虎，安全大于天，任何一个小
小的隐患都有可能酿成事故！”从张素宝的话
中能深刻感受到他对安全的重视。

一次上中班临近交接班时，张素宝发现
有个棚腿没有支在实地上，周围矸石较多，上
面顶板破碎，存在很大的隐患。他二话没说
立即在旁边打了临时支护，拿起手镐、铲子清
理起棚腿周围的矸石来，又是挖又是刨，刨不
出的就用手扒。

这时职工们正在收工等待交班，一名职
工抱怨道：“张队长，中班接班的就快来了，完
成任务就行了，这点小事别弄了！”张素宝严
肃地批评了那名职工，说：“任务完不成明天
可以再补，万一出了安全事故，什么时候也补

不回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存在隐患就
要马上整改，就像医生急救病人一样！”

职工们听后都很惭愧，被张素宝认真
负责的态度深深打动，纷纷跟着干了起来，
直到彻底消除隐患才升井，确保了下一班
的安全生产。

该队还开创班前会“安全热身”管理
法，班前会上职工先发言，提前把作业现场
存在的隐患、作业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的隐
患说一遍，队长再进行补充、提醒并制定防
范措施。

“‘安全热身’很实用，提前就能掌握风
险隐患，为我们筑牢安全生产的堤坝！”职
工吕永海说。

规范操作，只干安全的活；消除隐患，筑牢安全的坝

“零工伤”班组是如何创下安全纪录的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朱海彬

“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风吹石头
跑、氧气喝不饱。”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油
田——青海油田勘探开发的主战场所处环
境的真实写照，这里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
高寒缺氧，沟壑纵横，寸草不生，被称为世界
级勘探难题。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和工作环境下，承担
柴达木盆地驼峰山——盐湖——哑叭尔多波
二维项目的东方物探青海物探处 294队克服
种种困难，充当找油先锋。

忙碌的炊事班班长

一切以保障生产为目的。
由于工区战线长，294队沿测线建了 4个

营地。全队 300多名员工的吃饭重任就压在
了炊事班班长胡吉俊身上。

原来的炊事班班长转岗到了司机岗位，
指导员在全队几十号人中扒拉了几遍，最后
决定将这个岗位交给胡吉俊。

“一想到从早到晚在厨房里烟熏火燎，叮
叮当当围着锅灶转，说实话，我纠结得一晚上
没睡着。”胡吉俊说，“我在家从来没有进过厨
房，一下子要保障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吃饭，压
力大呀! ”

物探作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第一步，
其主要原理是通过人工震源产生地震波，并
根据反射信号来描绘地下形态，仿佛利用专
门方法为地球做“心电图”一样。

在柴达木盆地戈壁荒漠工区，震源组分

班作业 24小时施工，一条测线有时离驻地有
几十公里，山路崎岖难行，野外体力消耗大，吃
饭成为员工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开弓没有回头箭。胡吉俊只能利用一切
时间拜师学艺，每次外出吃饭就多了一个心
眼，向厨师打听每一道菜的做法，自己回来再
边实践边琢磨。“压力变成了动力，不久就学会
了 20多道拿手菜，职工们吃完饭后还对我直
伸大拇指。”

今年项目开工后，当着炊事班全体人员，
胡吉俊提出了新要求：“从今天起，咱炊事班不
能再给大家一种随随便便的印象。工作期间
要穿戴好劳保用品、有朝气，操作间每天清扫，
地面不得有积水，工具都得摆放有序……”

“在春季生产大忙时节，我们炊事班安排
人轮流值班，从工地回来的员工随时可以吃上
热饭热菜。”胡吉俊当上炊事班班长后，294队
实现了菜品一周不重样。

“油腻”的司机班班长

“刘班长，给3号营地发电机加下油！”
“请给工地震源车加油!”
每天睁开眼，油罐车司机班班长刘来勤就

奔忙在加油路上。
项目是纵横波交替生产，3台横波震源和

6台纵波震源在测线不同位置。刘来勤每天
就开着油罐车“南来北往”。

“时间太紧了，有时连脸都顾不上洗。我
这身工装 3个月没洗过了，名副其实的‘油腻
男’了。”刘来勤自我调侃道。

为了不耽误生产，给不同位置的震源车
加油要选在班组员工换班时间完成。“我都是
提前过去，有时在工地一等就是好几个小
时。”刘来勤说。

随着物探作业区战线的拉长，4个工地的
设备用油需要刘来勤每天出工。“算下来，一
天平均要驾驶四五百公里，4个多月的时间，
我已经在茫茫戈壁行驶近6万公里，可以绕地
球赤道一圈半了。”

爱琢磨的机修班班长

一个队动辄上百台设备，机修班一共十
多人，加班加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如果在
严寒季节施工，对机修班的保障能力就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就算设备维护保养到位，柴达木盆地戈壁

荒漠恶劣的低温天气下，车辆启动困难会让人
很头疼。”294队设备副经理姜明全说。

机修班班长吉呼力虽然话不多，但在不
停地琢磨这个难题。他发现，启动困难的几
乎都是比较老旧的东风2162车型。

全队有 25台东风 2162车型设备，建个临
时封闭的车库很不现实。派人夜里值班，每
隔一段时间发动车辆虽然可行，但既增加人
工成本，又会消耗大量油料。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吉呼力将注意力放
在了如何提高发动机的温度上：“只要温度上
来，车辆就能实现正常发动。联想到家里的
取暖原理，可以在车辆外部加装一个给发动
机加热的设备。”

吉呼力带领班组成员经过反复试验，给车
辆加装了“发动机缸体水循环加热泵”。

294 队在临时停车场每两台车之间安装
了电源插座，每天出工前 1 小时，由电工统
一检查后接通电源，加热泵开始对车辆进行
加热。

“加热泵加热 1小时，车辆缸体的温度就
能上升到40摄氏度左右，车辆能够顺利发动，
保障了各班组顺利出工。”吉呼力高兴地说，

“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缺氧，沟壑纵横，寸草不生——

高原上的找油先锋

【他山之石】“零”从何而来

曲 媛 鞠家田

翻看着交接班日志，查看着当天的产
品规格、数量及各部件的运行状态、行进轨
迹，调整设备的运行状态，加工产品的同时
巡查监控 SPC 走势……被评为大连市“质
量工匠”的瓦轴集团高端汽车轴承工厂 C9
线线长兼带班长董海，每天的工作都在这
样一个看似十分规律的状态中周而复始。

“就在刚才，董海还与我们就这一批欧美客
户所需产品加工参数的控制进行探讨呢。”
操作工魏雪指着操作台说。

C9 线专门负责为多家世界知名汽车
企业配套乘用车分动箱轴承，欧美客户对
品质要求极为严苛。董海对加工质量有一
股子较真的劲儿，“零缺陷”就是他为团队
设定的“小目标”。而要想达到目标，董海
说需要操心的事儿还真不少，人、机、料、
法、环样样都要想在前头。

生产五要素中，董海从已相对趋稳的
料、法、环转到更加关注人和机。团队成员
素质参差不齐，他在做好每天的情绪疏导、

行为纠正、正面引导的同时，为每人准备了一
套专属的素质提升方案。

小徒弟王长顺刚参加工作，操作技能不
高但很好学，董海就抓住这一点随时随地指
导，还带着他与电钳工一起进行设备的日常
维护和保养。对于检查员提出的疑问，董海
更是带着王长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的每一
步，设定加工参数，分析 SPC 走势，探寻问题
根源，找到问题症结。“师傅喜欢较真的性格
也影响着我，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就能独立操作设备。”王长顺笑着说，“这
不，近期国外客户又要求批量追加订单，就是
对我们加工品质的高度认可。”

每班次，4个人要操控连线上 13台设备，
每个人都要多技能多担当。“多亏了董海推行
的岗位轮换制，以及对我们每个人操作技能
的培训指导，现在大家操作连线各种机床都
没问题。”魏雪这次从内圈轮换到外圈操作
后，对批次产品检测100%合格感到很高兴。

“零缺陷”意味着做任何工作都不能“差
之毫厘”。一次，在装箱运输过程中发现有
产品内组件散套。接到反馈，董海经多轮数
据比对和论证，找到了自动装配线冲压工位
不到位导致散套的原因。如何解决？他相
约几个“臭皮匠”聚在一起，根据设备加工性
能特点，加装了闭环电子监测报警装置，以

避免散套现象的再次发生。此举迅速在公司
多条高端汽车轴承加工连线上推广和应用，
并申报了国家专利。

无独有偶。一个看似无“毛病”的“问
题”，更坚定了董海对加工产品精益求精的追
求。那天，董海当班，接到了瓦轴美国公司转
来的某规格产品外观有划痕的邮件。“欧美客
户对质量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产品
如果到了客户手中那会引起大麻烦。”团队成
员七嘴八舌地说着想法，董海默默地走到机
床旁，心里已经有了要解决划痕问题的设
想。连续数日，他围着机床转，从连线的每一
个加工步骤开始跟踪、论证再分析，终于找到

了形成划痕的原因，原来是工件压紧机构
和工件定位机构的“缺陷”引起的。他立即
着手攻关，对设备结构性能进行优化与重
新设计，不仅杜绝了划痕的再次出现，机床
加工精度也大幅提高，操作者调整机床的
时间也缩短了很多。

“产品质量的好坏就是我们生存的饭
碗，我们非常珍惜，不能因为一套产品的质
量缺陷而砸了饭碗。”董海笃定地说。

根据欧美标准，百万套汽车轴承允许
有 6件不合格品，而瓦轴集团创下连续 5年
加工千万套出口汽车轴承“零缺陷”的纪
录，这背后蕴含着“董海”们的匠心。

百万套汽车轴承允许有 6件不合格品，而瓦轴集团创下连续 5年加工千万套出口汽车轴承“零缺陷”的纪录

“零缺陷”是他为团队设的“小目标”

4月17日,宁波市北仑区出现难得的平流雾天气。我国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口宁波舟山
港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平流雾通常发生在春季或冬季，当暖湿空气水平移动，经过寒冷地面或水面时，逐渐冷却，
空气中的过饱和水气凝结成小水滴而形成雾，即平流雾。

图为宁波舟山港的工人在雾中忙碌。 蒋晓东 摄

“仙 境”

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17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健康中国，职业健
康同行”。4月26日,中国石油兰州石化维达公司维修一分公司动力钳工班员工在检修煤炭运
送装置前认真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图为钳工班员工不仅主动佩戴个人防护用品，还相互提醒戴好护目镜。 曹平 摄

重“防”

周鞍民 刘 宏

4 月 12 日，笔者在四川鸿舰成套分公司
生产现场看到，小型工段车工谭忠梅把一个
不规则零件直接装卡在三爪卡盘上。一踩
脚踏开关，车床自身的液压系统便对工件进
行找正夹紧。短短 5 分钟，一件不规则零件
便加工完毕。

谭忠梅介绍说，他在三爪卡盘内装卡了
同事田小梅新发明的工具。这工装外廓为
圆柱形，内部为加工零件的形状，使用该工
具后，加工零件无须用四爪卡盘找正拧紧，
极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减轻了操作者的劳
动强度。

在该公司，热衷于“开动脑筋搞发明”的
职工不在少数。数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便
受理了该企业一线职工的 7项发明专利。起
重工张国平是此次申报专利的“大户”，他一
人申报了两项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专
利。

得知自己有机会申请加入中国发明家
协会时，张国平有些激动地说：“如果公司不
出台创新成果奖励、转化、推广、保护等机
制，不安排工程师协会的会员来帮助我们补
齐理论知识上的短板，我们这些一线职工的
发明梦很有可能只是空中楼阁。”

“创新不是随意的，必须有坚实的理论
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四川鸿舰工会主席石宜说，他们近年来一直
把群众性创新活动作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工作来抓，但创新成果
质量一直不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许多一线

职工理论素养欠“火候”，常常是茶壶里煮饺
子——有嘴倒(道)不出。

为获得更多实用性强、经济价值高的创
新成果，2018 年初，四川鸿舰出台了奖励机
制：拥有专利的职工不仅可以根据推广应用
程度得到奖励，在今后的各种职称评定、评
优中，也都优先考虑。

他们还举办专利知识专题培训，让一线
职工掌握专利申报的具体要求等基本知
识。此外，他们还不定期地组织公司工程师
协会的研发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参加一
线职工的技术、工艺讨论会，帮助他们开阔
思路，增加专业知识。

一线职工创新激情空前高涨。2018 年
底，该公司一线职工共提出 125条技术革新、
小改小革类合理化建议，数量上是 2017年的
两倍，内容上则新增新材料应用、生产工艺、
新型工装工具等方面的改进。

该公司把具备创新性的合理化建议筛
选出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专利。为确
保专利申报工作高质量推进，他们先请专家
对备选合理化建议进行代理审查，从专业角
度提出对备选清单的建议。之后，组织公司
的专家组对备选清单进行论证，形成申报专
利的最终方案。最后，经过技术人员、专利
代理师的悉心指导，田小梅等一线职工完成
了专利申报。

“我们还要培育出更多的‘发明家’，推
动四川鸿舰迈向‘创时代’。”石宜说，他们
将持续完善奖励机制，给予获得发明专利
的一线职工足够的成就感，使一大批新技
术、新方法、新工艺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
用。

出台创新培育机制，补齐理论知识短板

让更多一线职工成为“发明家”

职工提素质
企业最受益

本报讯 中石化胜利油田油气集输总厂
孤岛原油库为确保生产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要求各班组在交接班过程中互查不安全问
题，抠每一个细节，发现隐患立即消除。

交接班互查的具体内容包括：准备下班
的员工对上班员工的劳保穿戴是否合规进行
检查；上班员工与下班员工一对一地对工艺
流程、设施设备逐项检查。在“挑刺”中发现
问题及时上报，彻底整改。

为激发员工们相互“挑刺”的积极性，原
油库对发现隐患的员工在其绩效考核中予以
加分奖励。原油库各分管负责人则要确保检
查出的问题及时彻底解决，并定期回检。由
此，各生产运行班组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得
到进一步提升。

（王守华 孝强 郝敬钊）

胜利油田孤岛原油库：

交接班相互“挑刺”

本报记者 丛 民
本报通讯员 辛富军 史兴天 周 峰

“在煤机故障排查过程中，如果出现摇臂
不调高情况，我们可以从油路、电控、液压泵
等方面入手，具体做法是……”4 月 20 日，山
东能源新矿集团华丰煤矿综放项目部班组长
刘晓光利用开工前 10分钟时间，向班组成员
传授煤机故障排查经验。

“矿上将培训课堂搬到工作现场，实物实
景，现场操作，直观易懂，容易接受学得快。
我们将这种培训方式称为‘班组小课堂’。”综
放项目部职工刘新军说，“班组里的技术高手
轮流分享自己的绝活，我就跟刘班长学了不
少设备操作技巧和维护技能。”

作为一个拥有 2200 多名从业人员的企
业，华丰煤矿坚持把“全员提素质”作为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通过“班组小课
堂+专业大讲堂”的培训方式，促进职工队伍
整体素质提升。

其中，“班组小课堂”充分利用开工前10
分钟、收工后10分钟的时间，由班组经验丰富、
技术精湛的老工人，在生产现场讲解设备操作
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各工种操作要领
和注意事项等，做到“职工到哪里，培训就跟到
哪里，有职工的地方就有课堂”。

除了这种化整为零干什么学什么的培
训方式，华丰煤矿每周四还雷打不动举办

“专业大讲堂”。“专业大讲堂”由专业或部门
负责人任授课老师，带领专业管理人员熟悉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煤矿安全规程等
内容。

“按照安排，这个周四我给矿上通防专业
技术人员讲课，内容包括新建、改扩建矿井设
计时必须进行风温预测计算，超温地点必须
有制冷降温设计等相关规定和知识。”该矿通
防副总工程师王雨说。

“职工素质提升，企业是最大受益者。现
在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要求越来越严格，‘不
是企业消灭事故，就是事故消灭企业’的说法
一点都不夸张。”该矿安监处处长陈德重介
绍，由于职工队伍素质提升，该矿已连续多年
实现矿井安全生产。

“随着职工素质的整体提升，我们在产
量不增的前提下，每年实现盈利过亿元，这
些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职工提素
质、效率上台阶’的功劳。”华丰煤矿矿长胡
兆锋认为。

在产量不增的前提下，
每年实现盈利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