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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班组G

谭刚刚

去年，我来到豫光锌业公司多膛炉工段，当上一名炉
前工。多膛炉生产的炉层温度主要靠6台燃烧室天然气
燃烧来调节。每次点燃燃烧室的炉火时，看到老员工在
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启动”按钮，我就一直以为点火很简
单，但最近一次的点火，却完全改变了我的认知。

2月16日，多膛炉工序项修结束，准备点燃燃烧室。
师傅党盼盼对我说：“今天给你出个简单的考题，等下点
火你来操作。”我随即脱口而出：“师傅，这也太简单了
吧！”说着，我就直接伸手去按点火开关。师傅却“啪”的
一声，把我抬起的胳膊给打了回去。“你干啥？点火是这
么点的？”他厉声吼道。

“我看老员工们都是这么操作的啊，师傅。”我的声音
也猛地提高了两个分贝，理直气壮地回答。

“干工作可不敢这样子，不能看到啥就是啥。干工作
跟学习一个道理，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学会思考，否则要
吃大亏的。”师傅生气地看着我说。随后，他耐心地给我
讲点火前需要注意的关键事项：“点火前，要先用天然气
检测仪检测管道、阀门，看看有没有漏气；然后再把炉门
鼻打开，防止爆炸……”

我听得头上直冒冷汗。原来点火并不是像我看到的
那么简单，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呢！幸好师傅在实时

“监考”，否则后果不敢想象。我的脸火辣辣的。
我按照师傅教的操作方法，拿起天然气检测仪，对着

阀门和管道进行检测，看着仪器的数据都在安全范围之
内，然后找到控制柜上的点火按钮，轻轻一按，接着输入
正确的温度值。

“还要注意，二次点火时也得检测炉膛和燃烧室的空
气含量。点火完成之后，不要以为就没事了，要时刻观察
炉内压力变化，实时调节引风机，防止燃烧不充分，有燃
气体堆积产生爆炸的危险。”师傅接着又强调。

师傅边观察炉温变化，边和我聊起以前点火的经历：
“以前燃烧室点火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人工操作点
火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后来经过多次改进，才有了现
在的自动化点火，安全性很高。但为了保险起见，还得先
用天然气检测仪检测各阀门管道是否漏气……”

在师傅的指导下，我仔细核对点火的每一个步骤。
通过这次实践操作，我明白了，很多事不像你看上去那么
简单，做任何事，都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

人勤春来早

本报记者 彭冰 通讯员 苏志坚

在浩瀚太空，当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商用

遥感卫星星座——41 颗在轨“吉林一号”卫

星正一遍遍扫描地球，将海量遥感影像以数

据形式传输回地面。“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

卫星影像每一个像素包含的价值挖掘出来，

让它们‘活起来、会说话’，高效服务各行各

业。”每天都在破解这些影像密码的朱瑞飞对

记者说。

“吉林一号”由我国第一家商业遥感卫星

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80 后”朱瑞飞是该公司副总工程师、数

据中心三室主任，其率领的遥感行业应用团

队现有 40 余人，其中 90%以上为“90 后”。可

以说，如何不断拓展“吉林一号”的应用范围，

让卫星影像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就要看这个

年轻的团队到底有多大本事了。

赋能14个行业、150多个细分领域

松材线虫你可曾听说过？这是一种体长

不足 1 毫米的外来入侵物种，被其感染后的

松树会变色枯死。如今，这种毁灭性虫害正

从南到北迅速扩展，对我国天然针叶林构成

巨大威胁。

“松材线虫病堪称松树癌症，遏制其蔓

延迫在眉睫。但林海中单靠人力排查无异

于大海捞针，眼下我们就在利用卫星遥感数

据打造‘林业管家’，全力阻击松材线虫。”朱

瑞飞说。

可是，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松材线虫，

又如何被远在太空的“吉林一号”发现？团队

成员曲春梅指着办公桌上的电脑屏幕为记者

解惑：“感染松材线虫后，松针颜色会由绿变

黄再变红，直至变成深褐色枯死。我们由此

入手，通过分析遥感影像中针叶树树冠的颜

色异常变化，就可锁定松材线虫出没区域。”

立足于日复一日对卫星监测影像的跟踪

分析与数据提取，曲春梅和同事研发出一款

枯死变色立木核查软件，林业人员打开这个

手机 APP，就能按图索骥，前往虫灾区域进一

步核查。

当然，“林业管家”的功能远不止于此。

“比如，基于卫星遥感对温度非常敏感，经过

研发相关算法，我们还开发出一套林火监测

系统”。曲春梅话语干练。

“林业管家”“农业卫士”“保险帮手”……

这个团队成立 7 年来，已在 14 个行业、150 多

个细分领域研发出一系列遥感卫星应用产

品，使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在“卫星+”的

赋能下，工作及运营效率大幅提高。

每一款产品的研发都饱含艰辛

“工作中遇到了哪些难题？”面对记者的

问题，团队成员们的回答不谋而合：每天都有

难题，每天都在攻克难题。

目前，“吉林一号”可实现对全球任意地

点每天 13到 15次重访，这意味着每天有海量

卫星影像传回地面。要从如此浩繁的影像

中，针对每个客户的不同需求，提取出最能为

其所用的那一小部分，并想办法放大它们的

功效、赋予它们“生命”，当然不是一件易事。

何况，为不同行业客户量身打造产品，还得跨

过“隔行如隔山”这道坎。

以“裸土遥感监管服务系统”为例，这是

长光卫星数据中心为长春市生态环境局研发

的一款产品，旨在监测城市扬尘污染源。

2020 年初接到委托，团队成员立即全情投

入，采样本、建模型、提精度，用两周时间就交

付了首批成果。但当他们觉得大功告成之

际，客户一口气提出了四五条建议，并要求在

两天内完成优化升级。

“反思原因，主要是我们首次接触这个行

业，不熟悉客户单位的工作流程，前期研发重

心都在如何发现扬尘源，忽视了用户的监管

运行体系。”负责该项目的王春月说，“时间

紧、任务重、难度高，当时我们压力山大，立即

深入研究客户需求，恶补有关知识，连续几轮

头脑风暴，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经过集体攻坚，系统优化如期完成，产品

流程从单一的“发现问题”升级为“发现、调

查、审核、整改、追溯、考核”六大环节的全流

程监管体系。其后，他们精益求精，又对系统

进行了再升级。

这个“环保天眼”到底长啥样？只见王春

月轻敲几下键盘，电脑屏幕上就出现了“吉林

一号”抓取到的相关影像，施工工地、拆迁工

地、物料堆场、裸露地面、非正规垃圾点……

各类扬尘污染源的经纬度、裸土量等都一目

了然。

每一款产品的研发都饱含艰辛。在“95

后”武传昱的桌上，记者看到一个石杵臼，那

是她用于研磨水稻种子的。因为手头项目与

农业有关，这个遥感专业毕业的城市姑娘没

少往农村跑，经常是“稻田里两脚泥，电脑前

加班忙”。

不用扬鞭自奋蹄

“‘吉林一号’居高临下，一览无遗。用肉

眼看，所有农作物都是绿色的，但其实它们反

射的太阳光谱不同，由此可以区分出不同的

作物类型，长势好坏也一目了然。您看，绿色

区域长势较好，红色区域

长势相对较差，反馈给农

户，就知道哪里需施肥，哪

里要浇水了……”指着电

脑上一片花花绿绿的分析结果图，巩加龙推

了推眼镜。

这时记者猛然发现，这个年轻团队几乎

清一色戴着眼镜。“每天盯在电脑前，始终处

于学习、解决问题，再迎来问题、再学习的状

态，人人戴眼镜，正常！”曲春梅笑言。

虽然团队成员大部分至少拥有硕士学

历，但大家仍然“不用扬鞭自奋蹄”。

擅长无人机航拍与视频制作的朱锡明是

团队里唯一的本科生。刚来时，团队浓厚的

学习氛围让他压力很大，为了迎头赶上，他找

资料、上微课、向同事请教……如今，这个帅

小伙已在公司内刊发表项目论文 3 篇，还为

团队编写了《外业核查技术规范》。

耐得住寂寞，不懈学习奋进，源于这群年

轻人心中都跳跃着一团火。

“2020年八九月份，吉林省连遭 3场台风

袭击，不少玉米受灾倒伏。我们通过卫星影

像分析发现，虽然倒伏面积很大，但并不会对

收成造成太大影响，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

确的。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国之重器’服

务百姓百业，非常有成就感。”巩加龙脸上透

着自豪。

“我读书时，国内使用的遥感数据大多来

自国外，因为是免费的，影像分辨率不高。如

今能使用国产卫星传回的高质量遥感数据，做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挑战行业最前沿，与祖

国遥感事业共成长，我觉得很幸运。”曲春梅说。

“科研需要灵感，更需要激情。大伙对这

份事业都很有追求，所以团队日常管理不用

操太多心，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为他们进一

步拓展成长空间。”朱瑞飞告诉记者，近年来，

团队内已有不少骨干被公司委以重任。

据了解，按照长光卫星公司规划，“十四

五”期间，“吉林一号”将实现 138 颗卫星组

网，具备全球任意地点 10 分钟内重访能力。

而随着在轨卫星迅速增加，这个团队的规模

也将继续扩大。

把卫星影像每一个像素包含的价值挖掘出来，高效服务各行各业

破解卫星影像密码的遥感应用团队破解卫星影像密码的遥感应用团队

本报记者 吴铎思 通讯员 侯红丽

“中完 126个小时大家很辛苦，眼下咱们要对设备进行一

次全面的检维修，为三开做好准备”。3 月 16 日，中石油西部

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 80026钻井队白班司钻曹志平在班前

会上安排工作。

曹志平所在的沙湾 1 井刚刚在 4910 米完成中完作业，全

队打了一场硬仗。

这仗有多硬？队长肖绪军说：“要昼夜不停地把 440 根

495吨重的‘铁管子’安全送到井底，面临着裸眼井段长、井漏

阻卡风险高、大钩载荷重、施工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难题，对

技术和操作水平都是考验。”

下套管的时候，曹志平在司控房操作刹把，井架工袁承昊

遥控猫道，内、外钳胡进强和崔广负责井口。

“再高一点，好！”吊车把一根套管从地面放到猫道，再经

猫道送上 12 米高的钻台。钻台上，胡进强向曹志平打着手

势，以便精确控制吊卡的位置，准准地对住套管。

“啪嗒！”

“嗡！”吊卡扣住、游车上升，套管悬立在钻台上，胡进强快

速卸掉护丝，崔广立即用棉纱擦净丝扣，抹上油脂，两人再扶

住套管对正井口，钳牙咬住丝扣，飞速旋转。

“注意，上扣要紧，余扣不能超过两扣。”

“小心井口，千万别发生井下落物。”

他们互相提醒着，仔细看了看上扣情况，拉开卡瓦，等待

这根套管入井。井场气温仍在零下，但两人身上已经冒汗。

“每根 120 秒，不要下太快。可以灌泥浆了，保持井内压

力平衡。之前 4500米发生过漏失，4884米和井底提下钻有阻

卡，咱们要加倍仔细”。司控房里，技术员李加林站在曹志平

身后，卡着秒表，盯着渐渐入井的套管。

套管到底，固井成功时，太阳正没入地平线，井架上的灯

渐次点亮，队长肖绪军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咱们这次中完不

得了，创了油田两项纪录，445毫米井眼钻得最深，339毫米套

管下得最深。”

曹俊

3 月的一天，完井测试所 51 岁的高级工

程师王勤聪在机关食堂遇到师傅马立新，

一阵欣喜。师傅现在做生产项目，经常驻

厂驻井，而王勤聪做科研项目，多数时间是

在乌鲁木齐。所以，二人平时见面并不多。

望着师傅染过的头发下边新长出来的

白发，王勤聪有些心疼。55 岁的人了，一年

到头还在戈壁上奔波。

她想起了初见师傅时的样子。

27 年前，王勤聪和几个大学生分到队

上，按规矩，一人给找一师傅带。她跟着师

傅马立新开始了大漠里的测井生涯。

那时的师傅聪明干练，意气风发，年纪

轻轻就当了电测大队的副队长。像他那样

的本科生是队上的宝贝，同事们都说他前

途无量。

塔河油田开发后期，油井自喷转抽，井

内多了电潜泵，测井时就得停产拆井口取泵

挂。测试一次算上停产，成本令人咋舌。

其实要解决的技术不过是根据”Y”型

接 头 的 井 口 装 置 ，研 发 测 井 电 缆 用 的 紧

钉。可国内油田没有这种紧钉，师傅说自

己弄。于是，她就跟着师傅天天在钳工棚

加班捣鼓这个紧钉，失败一次，再来一次。

整天拿着锤子、台钳、焊枪加班加点，

她最怕师傅用钢锯，那声音听得难受。她

问师傅：我们是干测试的，凭啥要干机械？

师傅说：工具有问题，咱就得干机械，

工作嘛，你不干，我不干，让谁干？

尽管她发自内心地不想干，但还是跟着

师傅一身油渍一脸汗地干。不久，师傅想出

一办法：将紧钉纵向割缝让电缆穿过，保证电

缆既被固定又可活动，满足了技术上的需要。

这个叫“开口紧钉”的小发明，仅测试

不停产创造的价值就相当可观。

此后 6 年，她一直跟着师傅没少干别人

不愿干的事儿。

2001 年，电测大队组建成工程院，业务

转为做项目，分为科研项目和生产项目。

因为现场技术薄弱，需要有人从科研项

目上下来做生产项目，不但需要经常到塔河

驻厂驻井，收入上少了科研补贴一大块，更重

要的是生产项目是不出啥成果的——在工程

院你不出成果，说话都不硬气。

别 人 都 不 愿 干 ，领 导 找 到 了 马 立 新 。

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说：工作嘛，你不干，

我不干，让谁干？

在戈壁沙漠里一年跑到头，一天跑到

晚，师傅乐此不疲。

5 年前，油田进入开发高潮，井越打越

多，完井的人不够用，领导让师傅去干完

井。干了大半辈子的测试，师傅在 50 岁时

重新学习完井。

师傅还是那句话：完井缺人，工作嘛，

你不干，我不干，让谁干？接着，他便跟徒

弟“分析”了这知天命之年改行的好处：多

学知识，多动脑，不得老年痴呆。

马立新去干完井，拜一个小 20 岁的硕

士生当师傅，没过半年，便可以进行工程设

计，还干出了优质工程。

这些年里，师傅并没有像当初人们预

想的那样获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偶尔也

进科研项目组，但在科研成果报告里，成了

排名靠后的小配角。但师傅心无芥蒂，仍

然在工作中倾心投入。

徒弟王勤聪的项目倒越做层次越高，

从油田项目一直做到中石化项目。现在，

她已经成了油田测试专业的掌门人。但她

觉得，无论自己取得多大成绩，都达不到师

傅的高度。师傅对工作的投入和忘我，始

终感染她、引领她，让她在某些浮躁和懈怠

的时刻重新变得踏实而专注。师傅就是她

的人生标杆。

师傅是她的人生标杆

河南油田抓住春季原油生产的黄金时机开展油区设备和线路检修工作。截至3月12
日，已全面完成10条油井生产线路及300多台相关用电设备的检修任务，共消除各类缺陷
316个、处理鸟窝3000余处、更换避雷器1300余只。 乔庆芳 蔡红杰 摄

走进高科技企业中的班组②

班组现场G

椅子上的
二维码

李嘉辉

国家电投铝电青铜峡铝业分公司持续推

动班组建设，示范班组的引领示范效应凸

显。而这些示范班组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每

把椅子上都有一个二维码，通过微信扫描，可

以显示出该座位主人的姓名、年龄、专业技

能、岗位职责、安全风险等内容。

吴红梅是物流一车间成品验收班班长，

她介绍说：“这个二维码，不仅仅是将个人座

位固定，更重要的是让班组职工知道，她是班

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班组中占有一席之地，

班组的各项荣誉都有他的贡献。只有认真工

作，这里才有你的位置。”

电解二车间生产二班班长杨欢庆说：“电

解生产最能锻炼人，对每个人的品质意志都

是一种磨练和考验，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就意

味着工作有担当、有责任、有标准。”

他们的话，也正是青铜峡分公司通过班

组建设，树立职工“有为有位”的思想意识，丰

富企业文化内涵的核心要义。

简单的话语，深刻阐释了“有为”和“有

位”之间的联系。“有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只

有通过“有为”，踏实肯干，干出成绩，赢得同

事们的尊重和认可，才能“有位”——拥有一

席之地，体现自己的价值。

440根套管入井记

阅 读 提 示
“吉林一号”由我国第一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该公司副总工程师朱瑞飞率领的遥感行业应用团队现有 40余人，其中 90%

以上为“90后”。如何不断拓展“吉林一号”的应用范围，让卫星影像最大程度发挥作

用，就要看这个年轻的团队到底有多大本事了。

救援机器人井下亮相

在漆黑的巷道深处搜寻着营救目标，并不断发出各
类技术参数的反馈声——近日，井下救援机器人在张家
峁煤矿进行综合测试。该矿安全副总经理关有利说，机
器人的投入使用将大大提高救援效率，降低救援队伍的
安全风险。 李小峰 摄

师傅对工作的投入和忘我，让她在某些浮躁和懈怠的时刻重新变得踏实而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