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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栎 邢译丹 文/摄

“铃铃铃……”3 月 16 日凌晨 4 点，中交三航局上海

S3公路 3标项目党支部书记崔云床头的手机响了。

睡眼蒙眬的崔云揉揉眼睛，开灯接起电话。原来是

社区书记来请求支援：“实在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能不能

马上组织几十个人过来？我们要给辖区居民开展一次紧

急全员核酸检测！”

“疫”不容辞。崔云马上和项目经理协商，组织 30余

名党员和青年分别组成党员突击队和青年志愿服务队，

开赴社区指定区域开展核酸筛查工作。

倒春寒的雨水打在身上，真冷，但志愿者们坚守在岗

位上维持秩序，引导村民扫码登记，有序完成核酸采样。

3 天内，这里完成了三轮核酸检测，他们累计协助完成

1.98万人次核酸检测。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上海正面临一波境外输入病

例与本土病例叠加的严峻考验。中交三航局各基层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各区疫情防护志愿服务，以

实际行动践行“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责任

担当。

吴淞江项目部驻地位于宝山区罗泾镇，是所在街道

内一片相对集中开阔的区域。3 月 19 日，项目部接到社

区通知，将项目部作为罗泾镇核酸检测指定场所。

项目部随即动员一切力量提供相关服务。党员突击

队积极参与到现场维护、水电等各项物资保障中，“中交

蓝马甲”志愿者也在场外进行着停车疏导、秩序维护、信

息核实等工作。当天，项目部驻地完成检测共计 2700余

人次，有力支撑了属地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三航局还有很多志愿者在不同的岗位上贡

献着力量。他们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协助专业岗位人

员做好核酸检测、排查登记、测温验码、秩序引导、信息

录入、卫生消毒、物资配送、防疫宣传等各项志愿服务

工作。

一起守“沪”，需要每个人贡献力量。

一起守“沪”一起守一起守““沪沪””

“工作餐”“工作餐”

本报记者 张玺 通讯员 陈思哲

4 月 1 日，在一如往常的晨会上，恩智浦

半导体（天津）有限公司测试部测试效率提高

团队正在进行正能量小故事分享。

该团队负责人的感悟是：没有完美的个

人，只有完美的团队。“每日的分享会是只属

于我们团队成员的内部时刻，让我们成长更

快，在工作中更加积极向上”。

作为一家高科技企业，恩智浦半导体把

员工多元管理和培养融入公司的每一个团

队，尊重团队差异，根据团队特点进行个性化

团建，充分释放团队自我成长的空间，让员工

在企业干得更舒心，更有成就感和价值感。

团队文化自主定义

在恩智浦半导体，企业的每一个团队都

拥有宽裕的空间来建立适合自己的团队文化

和管理模式。从员工的激励制度，到团队文

化理念，再到团建创新，都是团队根据自身实

际来自主定义。

公司制造部前线 D 班，为了充分激发员

工的能量，经过组员共同研讨，确定了以“点

燃正能量，燃烧小宇宙”为理念的团队文化。

在这个团队中，班长路媛带头践行团队文

化，用实干的工作作风，将“我想干、我要干、要

干好”的态度不断输送给一线员工。

每个工作日早上，路媛都会早早出现在

车间进行巡视，查问交接。收班时，盘点产

品，有一个员工有问题，她也不会撤离，陪同

员工一同解决问题。。

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路媛与组内同

事研讨制定了一系列本团队特有的激励制

度。比如，前线 D班设置了专属奖金，依据组

内绩效制度，对产量、质量突出的员工给予奖

励。同时，D 班还会定期播报组内员工的工

作业绩，调动组内员工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

路媛说：“团队以员工实际情况为基准定

义团队文化和制度，让团队充满正能量的协

作、互助氛围，让每一名团队成员敢于拼搏，

勇担风险，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在恩智浦半导体，有很多优秀团队都通

过“自定义”的团队文化和制度来打造金牌团

队，助力组内员工的成长。

制造部前线 B 班在自己团队组建了 10

支 Cell 团队（细胞团队），寓意用小细胞的良

好运转完成整体工作的运转。

后线大材料 C班制定了“做最好的自己”

这一团队文化，激励 95 后新员工“在岗位上

把个人能力展现到极致”。

发现问题自主创新

恩智浦半导体以团队为单元，鼓励员工

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团队研讨，达成自

行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把方案优化整合成

企业生产线上的标准化方案。

“我们生产的产品中，有一种应用于汽车

刹车系统的电子芯片，员工在生产环节一旦

出现哪怕只有 1/7 头发丝粗细的小线尾，都

可能造成无法设想的悲剧。”制造部前线 B班

带班工程师吕毓奎说。

为了杜绝出现小线尾，前线 B 班以生产

小组为单位，加大了生产环节的巡检力度，通

过“死盯”生产全流程寻找杜绝小线尾的方

案，提升团队的生产效率。

B 班班长冯志杰与同事在巡检中发现，

组内的一些年轻同事在生产操作中总是出现

跳步漏步，造成一些产品常被复检。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身为团队老将的冯

志杰创新了一个 24步穿线工作法：把整个穿

线动作分解规范为 24个小节点，让员工嘴里

数着数，就把线按照规范穿好了。

团队逐渐在实操中尝到了24步工作法的

甜头，跳步漏步的情况在团队内基本消失了。

如今，24步工作法已经升级成为B班制度化的

员工操作流程，在团队内得到了普及应用。

恩智浦半导体针对团队创新设立了进步

奖、新人奖、最佳建议奖等，激发员工的创新

意识和对企业成长的参与感，越来越多的团

队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基站。

“我们以团队为载体，鼓励团队发现生产

问题，并自主解决问题，让更多的员工找到了

工作价值感，有了工作成就感。”恩智浦半导

体公司工会主席王世奇说。

团队建设自主定制

测试部测试效率提高团队为团队成员

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和学习档案，通过每季度

至少一次的深入沟通，对

员工的工作、家庭及遇到

的困难等进行了解和帮

助，使所有成员能尽快融

入团队。

该团队负责人说，由于生产线系统以及机

器界面全部为英文，对于一线员工要求较高。

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大家进行英文培训，使

团队内所有成员都达到了英语四级的词汇量

水平。

制造部前线 D 班曾经纪律涣散，人员素

质参差不齐，产量少。2015 年新任班长的路

媛在公司的指导下，为这个 50多人的团队量

身打造了扑克牌式的管理模式，以实现层层

管理，以一带三，以三带九。

如今，该团队成为公司的业绩优秀团队，

并获得天津经开区“金牌团队”称号。

路媛说：“要带好团队，首先要对自身严

格要求，以身作则。同时，骨干组长和所有人

一起工作，缺哪个岗干哪个岗，吃饭最晚，回

线最早。下班时当所有员工都走了，我和 3

个组长才离开生产线。”

此外，D班还建立了团队心理辅导机制，

在工作之余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辅导，让员

工把团队管理者当作亲人，敞开心扉，共建团

队大家庭。

针对新员工入职培训，制造部前线 PM

团队在组长杨磊的带领下自主设计了“三讲

一落实”的培训方案。“我们主动给新员工讲

制度和标准，讲修机逻辑和技能，讲生产沟

通，落实工作实践。这都是我们自主提出的，

公司都非常支持。”杨磊说。

“团队是企业的细胞，是企业生产中最

具活力的单元。团队建设的自主定制，充

分释放了员工的创造创新潜能，成为公司

发展的活力之源。”恩智浦半导体负责人

表示。

尊重团队差异，进行个性化团建，成为公司发展的活力之源

给出空间：让团队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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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菡

“以前殡仪馆只有男性整容师为逝者整

容入殓，为了使殡仪服务更人性化，2012 年

11 月专门组建了青清女子整容班，由女整容

师来提供沐浴更衣、整容化妆等服务。”3 月

31 日，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举办的第六届

公众开放日活动现场，殡仪服务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郝好介绍，现在这个班组由 5 名平

均年龄 27岁的女遗体整容师组成。

杨薇薇是殡仪馆的第一名女性整容师。

让她记忆深刻的，是那些年轻或年幼就不幸

离世的人。有一次，她给一位交通事故中去

世的 4 岁小姑娘整容，她特意给逝去的小女

孩别了一个发卡，希望她漂漂亮亮地走。

“我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尤其是接触到

那些来到世上短短几年就离开的逝者时，我

总是告诫自己要更加珍惜生活，珍惜身边的

亲人。”杨薇薇说。

曲杰是青清女子整容班的班长。一次，

在为一位 27 岁因白血病去世的女逝者整容

时，她了解到女逝者刚刚结婚不久，和爱人感

情一直非常好，曲杰就想尽量把她打扮得漂

亮一些。她为女逝者穿上了生前最爱的一件

小西服外套，别上了一个胸针，最后还为她戴

上了一条金色的脚链——这是她与爱人的结

婚纪念物。

当逝者爱人看到整容之后的女孩表情安

详地躺在花床上时，感动地哭了。他给曲杰

深深地鞠了个躬，说道：“谢谢你让我妻子走

得这么美丽！”

据了解，为方便群众办理丧事，八宝山殡

仪馆实行 24 小时服务。每逢节假日亲朋好

友欢聚的时刻，青清女子整容班的姑娘们总

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但工作的辛苦还不算什

么，长久以来，“忌讳”和“歧视”从没有真正离

开这个职业，打车去单位被拒载、拜年往往要

自觉避开、从不主动跟别人握手、找对象难等

等都是普遍现象。而既然选择了殡葬行业，

她们就决心用自己的服务温暖这个“冰冷”的

岗位。

本次公众开放日活动突出“公益、生态、

人文、品牌、温暖”主题，紧紧围绕“公益惠民、

人文关怀、创新引领、礼敬生命”主线，全方位

展示了殡仪馆是如何全力护航“人生最后一

公里”的。

开放日现场，火化师云小林讲述了自

己的故事。“虽然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火

化方面的专业课程，但对于是否要成为一

名火化师，曾经的我内心也有一点犹豫。”

她说，直到 2018 年来到八宝山殡仪馆，成

为火化室的一名实习生后，她最终做出了

决定。

实习第一天，云小林早早来到车间，突然

传来一阵喧闹声。她朝外望去，只见一男一

女跪在地上拉着一位火化师的手好像在央求

着什么。师傅拉起他们，红着眼说，孩子太

小，虽然不能保证，但你们放心，我会尽我最

大的努力。

后来，云小林才知道，原来这对年轻夫妻

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不满四周岁的女儿，当

听说五岁以下的孩子火化后可能没有骨灰时

悲痛欲绝，母亲更是几度晕厥。

“师傅历经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满足了家

属的愿望。当他亲手将骨灰交给孩子母亲的

时候，哭成泪人的她握着师傅的手久久没有

松开。”云小林说，“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了感

恩和慰藉。”

从那一刻起，云小林懂得了火化师的意

义——每一次火化都是完成一个家庭的嘱

托，都是一次人生终点的陪伴。也是从那一

刻起，她爱上了这个职业，并立志成为一名合

格的火化师。

3 月 31 日是云小林成为火化师的第 898

天。在这些日子里，她为白发苍苍的老人送

行，为稚嫩可爱的孩子送行，也为像自己一样

花样年华的年轻女孩送过行。“随着对火化工

作的了解加深，我更加懂得了尊重生命的意

义，更加理解了殡葬无小事、视死者如生者的

意义。”她说。

作为人生最后一公里的“守护者”，这些

殡葬从业者用自己的服务让逝去的生命更有

尊严地谢幕。

人生最后一公里的“守护者”

走进高科技企业中的班组③

班组之星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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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逝去的生命更有尊严地谢幕

许彬 李红武

一手持电烙铁，一手持镊子，眼睛紧盯着显微镜下的机车

插件板，在广铁集团株洲机务段株洲检修车间电子维修室，工

班长周俊龙正一丝不苟地焊“芯”。

伴随缕缕白烟升起，带有 128个引脚、比一角硬币略小的

四方芯片，稳稳“粘在”插件板上。随着插件板的完美修复，一

台待修的火车头即将重返战场牵引列车。

“这些修复后的插件板，不论是性能还是使用寿命，与

原厂配件基本没区别。”3 月 28 日，看到火车头顺利出库的

周俊龙自豪地说。

和谐型机车电子元器件大都模块化，铜膜线路已细如发

丝。出现故障，肉眼检查都困难，更别谈修理。加之厂家可供

的技术资料少，插件故障大都委外修。一块机车电子插件换

新成本约 2 万元，更换一个元器件只需几元至几十元不等。

42岁的周俊龙打起了节支降耗的“精算盘”，借助显微镜给机

车电子插件做“焊芯手术”。显微镜下，元器件故障逐一显现，

他手中的烙铁如“手术刀”，直击“病灶”。

最具挑战的莫过于更换集成块芯片。机车车载安全防护

系统中的 AV3 视频采集元器件，在不足半张 A4 纸大的插件

板上有 30 个芯片，尤其主芯片管脚数多达 176 个，宽度仅为

0.3毫米，均匀点上焊锡绝非易事。

早期为提升焊芯技术，周俊龙在废旧的插件板上反复

练习，不断积累焊接时所需的温度、速度、力度、时间等参数

经验，并总结出焊“芯”三字诀“稳、准、快”。稳，就是指抓

烙铁的手要稳，不能抖；准，是指焊接时，烙铁头的嘴要找准

焊接点；快，是指焊接速度要快，收放自如才能保证焊点的

“圆润”。

一个人再有能耐，个人作用也有限。2021年 3月，在该段

推动下，周俊龙组建了党员攻关小组，并确定了围绕机车电子

插件检修“攻坚克难、技艺传承”的工作目标。

“初期焊芯片时，手老是抖，引脚连锡成线不说，邻近的元

件也烫损了。”攻关小组成员李小勇说，虽同为机车电工，但同

行也隔山。

为提升攻关小组成员的焊芯技术，周俊龙手中有招。以

“稳”来说，用电烙铁熔白纸上的锡丝，锡熔而纸不烤焦变色，

便算“稳”得住了。

截至目前，攻关小组培养出全路技术能手 2 人，集团高

级技师 3 名，先后完成常用芯片程序解码、BGA 芯片焊装等

5 个课题，修复和谐号机车插件 102 块，节约材料成本近 200
万元。

近年来，广铁集团持续发挥党员技术骨干攻关作用，做好

和谐型机车委外修转变为自主修的加法，在降本增效的同时，

不断激发职工钻研业务的热情。

火车头的

焊“芯”人

3月30日，在位于川渝地区的东峰502-1HF井，中国石化经纬公司西南测控公司员工在现
场吃工作餐。在石油企业生产一线，野外吃饭早已是员工们的“家常便饭”。

图为班组成员边吃饭边听组长安排下一步工作。
田宏远 邵晓玲 摄

本报记者 刘小燕

当地时间 3月 4日，华龙一号海外示范工

程、全球第四台机组——巴基斯坦卡拉奇核

电工程 3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

从 1993年到 2022年，从恰希玛核电站 1~
4号机组到卡拉奇 K2K3核电站，中核华兴在

巴基斯坦承担出口核电建设的 29年间，通过

产业链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超过 4万个，建设

高峰期为巴方直接提供了 1万余个就业岗位。

提起阿根，很多在卡拉奇核电工程项目

上工作过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中国话、

开安全车、为中巴核电建设服务”是阿根的口

头禅。因为汉语好，阿根还承担了一份特别

的工作——翻译，辅助中巴员工沟通交流。

拉姆让一路跟着中核华兴从恰希玛核电

站干到卡拉奇核电站，在项目前期巴工招聘

异常艰难的日子里，主动为项目部“招兵买

马”，介绍亲戚朋友来工作。无论是沟通协

调、检查培训还是操作指挥，拉姆让都一丝不

苟，严格按照规范流程进行。严谨负责的态

度也让他在从事塔吊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

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同时他还担任塔吊培

训师，与中方一道，前后培养了近 200名塔吊

操作人员，实现塔吊作业链全部由巴工操作。

来华兴工作前，丹尼斯全家都依靠他父

亲的收入勉强支撑，条件艰苦。工作 1年后，

丹尼斯就为家里换了新房。如今，他已经开

始着手筹备自己的婚礼。“我们家的日子越过

越好了！”他高兴地说。

“华龙出海”带动就业

吴淞江项目部内建起核酸检测点吴淞江项目部内建起核酸检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