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拍摄手记

揭秘“最神秘”班组
的“十二时辰”

王玲玲 张 力

古城东郊，灞水河畔，有这样一个把“严慎细实、
精新同胜”的精神融入实际行动中的班组——航天
科技四院四十三所 308室质量技术组。这是一支平
均年龄 36岁、以博士、硕士为主的航天碳/碳复合材
料工艺技术与研发团队，也被称为“炭索”班组。

一提到“航天人”，大家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
可能就是“古板”“严肃”和“高大上”的形象。作为航
天人中的一分子，我想用自己手中的相机，用真实的
画面和声音讲述身边航天人的故事、展示航天人的
精神风貌、还原航天人真实的工作学习状态，让大家
了解“最神秘”航天班组背后的点滴。

“炭索”班组的日常工作是负责固体火箭发动机
喷管喉部碳/碳复合材料工艺技术研究工作，承担多
个国家重点战略、战术等武器装备型号研制任务，开
展总装备部、各军兵种、集团公司等多项重大预研项
目、协作军品以及民品的研发。喉衬材料是航天固体
发动机的关键部件、重中之重，生产任务重、工序多、
周期长、工艺过程复杂。班组成员为了做好型号产品
质量控制，实施“工序”“型号”双线负责制，坚持日巡
视、周总结、月汇报，还要及时进行生产异常情况处
理、设备维修保养，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

为了做好技术储备，突破新材料、新技术、新设
备的研发，“炭索”班组成员常常加班加点顾不上吃
饭，“五加二”“白加黑”“零午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
工作常态。他们坚持跟产、深入现场，为了掌握第一
手数据，“炭黑”常常成为他们脸上的妆容。

在“炭索”人的不懈努力下，一次次新材料技术
的重大突破得以实现，推动了一代代航天发动机性
能的整体飞跃，成功铸造大国重器。每一次看到火
箭顺利升空的时候，他们内心无比兴奋与自豪。

透过我们的镜头，你会发现其实“最神秘”班组
的工作和千千万万劳动者一样平凡。航天人并不

“高冷”，也不遥远，他们不忘初心、坚守岗位，以满腔
热情践行着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用实际行动守护
着“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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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宏超

“刘书记在夜间值班，只
注 重 车 辆 的 调 配 ，对 各 作 业
程 序 的 安 全 把 控 得 不 到 位 ，
作 为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夜 间 施
工安全怎么能忽视呢？”现场
安 全 员 李 新 民 坐 不 住 了 ，向
项目党工委书记刘宽提出意
见。

“这一点我确实忽视了，
现 场 施 工 尤 其 是 夜 间 施 工 ，
安 全 的 确 是 需 要 严 格 把 控
的 。 我 值 班 很 不 称 职 ，今 后
一定积极改正。”刘宽回应。

这 是 12 月 8 日 ，中 铁 十
九局矿业公司土屋铜矿项目
举行的领导班子夜间带班考
核评议会上的一幕。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领导
班 子 和 干 部 队 伍 建 设 ，提 高
领 导 班 子 的 整 体 素 质 ，该 项
目组织员工对 8 名领导班子
成员的夜间带班情况进行考
核 打 分 。 在 现 场 评 议 环 节 ，
员工们“毫不客气”地对领导
班子成员的带班情况提出意
见和建议。

“ 罗 总 在 夜 间 带 班 的 时
候 不 能 只 注 重 效 率 ，更 要 加
强对安全的监管。”电焊操作
工王爱军提出意见。

“安全无小事，身为带班
领 导 ，我 今 后 一 定 注 重 对 安
全 工 作 的 监 管 ，确 保 夜 间 施
工万无一失。”罗胜任诚恳地
表态。

“ 修 理 厂 24 小 时 连 轴
转，为了保证冬季施工生产，
我 们 两 班 倒 ，尤 其 是 夜 间 会
遇 到 很 多 问 题 ，需 要 领 导 现
场 协 调 解 决 ，但 是 夜 间 值 班
的领导基本很少到修理厂巡
查。我建议值班领导夜间多
到我们车间走一走看一看。”
修理厂维修工侯良军提出自
己的想法。

“ 修 理 厂 的 正 常 运 转 是
整 个 矿 山 施 工 的 保 障 ，我 们
各位领导班子成员今后夜间
值班一定要将修理厂作为重

点进行巡查。”项目经理秦俊峰说道。
“ 上 周 五 晚 上 ，二 号 电 铲 发 生 故 障 ，经 过 检 查

是变速箱出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值夜班的
陈经理，打手机、用无线电都联系不上，最后我们
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等来修理厂的同事将故障排
除。两个小时耽误多少工作啊！”电铲司机程明祥
一脸“心疼”的样子，随后提出建议：“我觉得领导
既然值班，就应该保证通讯畅通，随时解决突发事
件，为夜间生产保驾护航。”

“ 首 先 我 先 检 讨 ，这 件 事 是 我 失 职 ，项 目 上 已
经按照《领导班子夜间带班考核制度》相关规定对
我 进 行 了 处 罚 。 以 后 我 一 定 注 意 ，保 持 手 机 畅
通。”副经理陈小华回应。

随后，项目的 8 名领导班子成员纷纷就自己夜间
带班情况进行述职。员工们对他们进行民主测评。

“开展评议的目的就是全面掌握领导干部履职
情况，激励先进，鞭策后进。”项目经理秦俊峰说，
这 项 工 作 的 开 展 ，有 助 于 杜 绝 领 导 夜 间 值 班 时 工
作不在位、不到位、不作为的现象，进一步推动项
目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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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赛，你们班组有兴趣吗？”
“全国首届？那可要试试！”
国庆前夕，为全面展示班组职工鲜活生动的

工作场景和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工人日报社举
办了首届“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得知这个
好消息后，我们兴奋之余也犯了难，一个 5人小班
组如何应对全国性大比赛呢？当看到“不要宣传
片”“原生态展现”这两个词儿时，一个灵感闪过
我的脑海——那就以最火、最原生态的 VLOG 的
形式加上“一镜到底”如实呈现吧！

齐心协力是我们班组最大的特点，拿起设
备，从我的视角出发介绍起了我们班组的小伙
伴，用“一镜到底”的方式串联起了我们的工作
内容。别看我们“麻雀虽小”，可的确“五脏俱
全”呢！

作为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的声像中心新闻组，我
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讲好航天故事、传播航天精神。
当然，既讲究“一专多能”，也讲究专业细分。

组长排兵布阵，组员齐头并进。在报道中，从
导演、摄影、摄像、主持配音、剪辑包装到新媒体宣
传，分工明确却又团结协作。短视频中记录的是
我们关于 2019 年阅兵式相关报道的过程，阅兵式
前收集、整理我院产品型号的资料以及有关科研
人员的人物介绍，挑选出不涉密、有新闻价值的内
容进行讨论确定选题；阅兵式后，快速整理出播出
的节目内容，第一时间在新媒体官方微信发布。

也许和科研人员相比，我们的加班并不算苦，
但也早就习惯了盒饭的味道和夜里空旷的街道。
用延时摄影的方式，不仅真实还原，也体现了我们
对于岗位的坚守。“变装秀”的设计，代表着无论平
时如何，一旦任务来临，拿上机器设备就能上。

作为“记者”，我们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作为摄像，我们长枪短炮，哪里需要哪里上；作为编

导，我们传递思想、激发感想；作为航天“声像人”，我
们恪尽职守勇担当。

除了我们自身，我们的拍摄对象更毫无疑问是
“最具战斗力”的。在历届大阅兵中，众多武器型号
来自我们三院。

从第一型岸舰导弹方案成熟，到第一型空舰导
弹研制成功，再到第一型超音速飞航导弹发射……
58 年弹指一挥间，三院在这“历史的一瞬”中，日新
月异，创新发展。

三院把“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神圣使命落实在每
一次科研生产实践中，自主研制了 10余个系列数十
种飞航导弹，8种武器装备先后参加了国庆 35周年、
50周年、60周年阅兵式、抗战胜利“九三阅兵”、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阅兵式。

整个短视频的拍摄过程充满欢声笑语，“快乐工
作、快乐生活”是我们的班组理念，“爱岗敬业、团结
互助、创新围绕”是我们的班组文化，这或许也是我
们“最具战斗力”的源泉。

也许和科研人员相比，我们的加班并不算苦，但也习惯了盒饭的味道和夜里空旷的街道

“一镜到底”呈现“最具战斗力”班组

高晓曦

10 月初，我们本钢集团工会接到“最班组”大
赛通知后，当即决定报名参加。可是哪个班组最
能代表集团去参赛？大家思来想去，将目标锁定
到了荣获 2019 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的本钢矿业露
天矿爆破作业区爆破班。

“就让我们单位党群工作室蒋忠敏拍吧，20
多年来，蒋师傅都把矿山拍遍了，肯定能够完成
任务。”露天矿工会副主席朱丹微笑着说。

“一定要把爆破班职工的工作状态、精神风
貌展现出来，用镜头记录下他们努力工作的样
子。”蒋忠敏说。

为了让视频有创意、有内涵，蒋忠敏找到同
事陈亮商量脚本，最后确定以《班长日记》来讲述
一段“最有温度”的故事。没想到的是，真正拍摄

起来，班组职工很紧张。看到这样的情景，蒋忠敏
有点乱了阵脚。最后，蒋忠敏意识到，爆破班的职
工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要想拍出真正接地气的作
品，首要条件就是两个字——真实。

有了这个想法，蒋忠敏决定进行跟踪拍摄，还
原出最真实的班组工作状态。领放起爆材料，装
药，填塞，连线，警戒……工作中的每一个镜头，都
被他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下来。职工工作时的真实
模样，让蒋忠敏心里暗暗喊道：“成了！”

11月 19日 7时 40分，我们在爆破班的班前会上
看到了谢永辉，他正把每个爆区的危险源点及防控
措施向各爆区负责人和安全员进行交代。

短视频中的主角谢永辉是爆破作业区爆破班
班长，今年 54 岁，1984 年参加工作时就在爆破班。
因为父亲以前是从事碎矿工作的，所以谢永辉从小
是听着矿里的炮响声长大的。对于自己所从事的
工作，他虽然觉得辛苦，但仍然充满感情。

这天，爆破班的成员们在仅有零下 15摄氏度的
露天采场铲土回填。直径 30厘米左右的炮坑，有 15
米深。每个炮坑里要填一半火药，余下的要人工铲
土回填。一个坑要填近 200 锹左右的土，每人要填
10多个坑，要挥 2000多锹。

“冬天作业最艰难，土都冻上了，回填特别麻
烦。不管多冷的天，干完都是一身汗，风一打浑身
就冻透了。不过矿里逐渐向机械化靠拢，把冻上的
土堆用小型勾机把岩渣勾开，操作起来能方便些。”
谢永辉说。

谈到不久前自己和班组成员在“最班组”短
视频里出了镜，谢永辉说：“很开心，我们登上了

《工人日报》，成了主角。看着短视频里的自己，
听 着 短 视 频 里 自 己 的 声 音 ，班 组 职 工 都 激 动 得
不行。”

爆破班每年承担着 8700 万吨矿、岩的爆破任
务，年消耗炸药 2 万余吨，雷管 10 万余发，起爆弹 6

万余发。班组自创质量、安全、现场、培训四结合管
理体系，实现了爆破安全生产“四个零”。

《班长日记》记录了爆破班职工最朴实的日常，
它像一座精准的老挂钟，为平凡的日子忠实报时，而
爆破班就是那根绕着中心不停奔跑的最纤细、最守
时的秒针。

《班长日记》每天都在续写。“爆破班是一个有着
很多‘最’的荣誉班组，我们要继续讲好‘最班组’的
故事，传递出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所蕴含的正能量。”
谢永辉说。

“视频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最真实。也因为
最真实，所以最精彩。”蒋忠敏说。

《班长日记》像一座精准的老挂钟，而爆破班就是那根不停奔跑的最守时的秒针

“我们登上了《工人日报》，成了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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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1日，在冀东油田油气集输公司高尚
堡联合站的装置区里，老师傅唐立朋伸出 3个手指
头，喜气洋洋地说：“我今儿是真高兴啊！我们家三
喜临门，不仅咱们高尚堡联合站荣获油田‘功勋集
体’称号，我儿子和媳妇也来电话说，他俩所在的井
下公司大修分公司和陆上作业三区也都评上了‘功
勋集体’！”

图为乐得合不拢嘴的老师傅唐立朋。杨军 王翔 摄

今儿真高兴今儿真高兴

扬州举行硅片线切割工
职业技能大赛

本报讯(记者蒋菡)为提升太阳能光伏企业硅片线切割
工职业技能水平，培育工匠精神，2019 年扬州市太阳能光
伏企业电切削工（硅片线切割）职业技能竞赛于近日举行，
来自该市 6家切片企业的 68名工匠踊跃参赛。

本次大赛分理论知识考核和操作技能比拼两个环节，
全面考察一线切片工人对技术、设备、工艺、产品品质的掌
控能力，并考核他们在安全生产、异常处理、职业道德等方
面的职业素养。

最终, 扬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切片主操刘亚辉
夺得冠军。其所在公司总经理张喜表示，作为省内首次
开展的硅片线切割工职业技能大赛，这场比赛为奋斗在
一线的光伏产业能工巧匠们提供了展示风采和实现自我
价值的舞台。

江苏省光伏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张红升表示，光伏行业
在江苏布局广泛，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本次大赛
的举办是对行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新探索，将为行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1月 19日，本钢矿业露天
矿爆破作业区，爆破班职工在
爆破现场填塞。 杨镇 摄

填填 塞塞

（上接第 1版）

欠薪“顽疾”，“病灶”在哪里

浙江义乌一电焊组 64 名农民工先后参与义乌
建筑领域 48 个标段的工程施工。2019 年 1 月底前，
相关项目均陆续完工，但这些电焊工的工钱并没有
全部拿到手。

“这个项目持续了近 3年，每月工头会给我们一
两千元的生活费，余下的工钱说等项目竣工后再结
清。”今年 50岁、有着 20多年打工经历的农民工代表
林仁新说。

林仁新的经历，反映了根治工程建设领域欠薪
“顽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高压态势，“重拳”治理，欠薪为何屡禁不止？
根在源头，导致欠薪的源头性深层次问题还未完全
破解，建筑市场秩序不规范，垫资施工、违法分包、
层层转包、挂靠承包等乱象依然存在。数据显示，
2018 年建筑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为 1.75%，
是各行业平均水平的 2.6倍。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一个工程项目从甲方到乙
方，常常出现层层分包转包。有些建筑施工单位按月
发给农民工基本生活费，剩下的工资年底或工程完工
时集中结算。中间任何链条出了问题，处在利益链末
端的农民工就可能“白白辛苦一年拿不到工钱”。

与往年相比，今年浙江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
得到了有效治理，案件明显下降。但由于导致该领
域欠薪的源头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其欠薪问
题仍有所反复。

在重庆，截至目前，建筑行业拖欠案件数、涉及
人数、涉及金额分别占案件总数的 67%、81%、85%。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主体“空心化”现象
依然较为严重。

欠薪、讨薪与经济纠纷交织。建筑行业因为合

同、建筑质量等原因，有些包工头或分包方有意扣押
一部分农民工工资作为与上下游进行博弈的“筹
码”。拖欠案件中讨薪与讨价相互裹挟、讨薪与讨债
相互交织，民工诉求与承包人、企业诉求相互叠加，
给工资清欠带来诸多困难。

近年来，传统行业欠薪问题向新兴产业延伸，东部
一些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拖欠工资现象也有所增加。

新业态经济衍生出新型就业形态，如专车司机、
外卖小哥、电商雇员等成为农民工群体新的务工方
向。这些领域外包用工、临时用工、碎片化用工等用
工方式层出不穷。由于存在模式不稳定、经营扩张
激进、淘汰率高、劳动关系难明确等问题，目前新业
态经济领域欠薪问题逐渐显现。

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取得
新的积极进展，欠薪问题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进一
步遏制。但从考核情况来看，各地区仍不同程度存
在一些问题，距离根治欠薪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根治欠薪，共建长效机制

构建政策完整闭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抓责
任落实、抓重点治理、抓制度建设、抓监察执法、抓失
信惩戒五个方面推进。

以失信惩戒来说，去年全国实施了拖欠农民工
工资“黑名单”管理制度，对符合列入“黑名单”的企
业和有关个人“应列尽列、及时列入”，并由相关部门
依职责在市场准入、招投标、融资贷款等方面实施共
计 30 条惩戒措施，让失信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一处
违法、处处受限”。

横向纵向压实责任，及时发现欠薪苗头，才能把
欠薪“掐灭”在萌芽状态。

浙江 2018 年上线运行欠薪联合预警指挥平台，
利用省大数据中心各个部门提供的数据服务资源，

对企业、工程项目、地区、重点行业开展实时欠薪监
测，做出大数据分析和预警。截至目前，平台已对接
税务、法院、市场监管、电力、银行等 14个部门 400多项
数据，监管 200多万家企业和 9000多个在建工程项目。

各地在工程建设领域推动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制度。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郭月
军说，今年 3月份，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督促施工企业
设立专门账户，按合同造价的 1%缴存工资保证金，每
个项目封顶 1000万元，信用记录好的企业还可以按规
定给予减免，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至今已有 90 多个
施工企业缴存入 5000 多万元。项目一旦出现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就可以动用这笔钱清偿欠薪。项目施
工结束后经过公示确定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保证金
连本带息返还施工企业。

刚刚审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
案）》规定，建设单位未满足施工所需资金安排的，不
得开工建设或颁发施工许可证；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对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可依法申请强制执
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从农民工个人角度出发，如何避免欠薪，欠薪如
何维权？

李新旺建议，一是尽可能通过正规渠道就业；二
是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
动报酬、发放方式、发放时间等约定清楚。

如果欠薪发生，劳动者可以拨打各地人社部门的
政策咨询热线电话 12333，通过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
外公布的投诉电话、投诉信箱、接待窗口或网上投诉
渠道维权。同时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各
地司法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也提供了广覆盖的法律
服务和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依法理性维权。

（记者王优玲 齐中熙 樊曦 唐弢 黄兴 闫起磊 王
悦阳 董博婷 周蕊）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