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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班组·青春无敌G

班组现场G

刘杨

大兴安岭的 4 月，春天才刚刚开始。清

晨 6时，工程车沿着铁路一路向西，停在了博

林线 100 公里处石板路的尽头，李永鑫从车

上下来，背上安全带和背包，和工友们继续徒

步向前。

1996年出生的李永鑫是齐齐哈尔工务段

富拉尔基路桥车间养修工区的班长。每年 2
月开始，他就会加入护路“探险队”，负责管内

各大山头的巡山扫石工作，每一天都要跋山

涉水。

“探险队”有5个人，包括作业人员和防护

员。在近 500 公里的行程中，他们要巡查 31
座山。每天 6 时他们就开始清点物品，安全

绳、撬棍、手锤、无人机，还有一箱面包和牛

奶。“作业地点大多荒无人烟，我们的午饭就

用面包对付一下。”李永鑫道。

绰源镇地处大兴安岭中南段，博林铁路

两根蜿蜒的“钢铁巨龙”延伸到山脚下。这条

与共和国同龄的铁路，每天只有一趟旅客列

车行驶，是当地居民出行的主要工具。由于

人烟稀少，这里基本没有像样的公路,李永鑫

和工友只能踩着泥泞的山路，爬坡过坎，深一

脚浅一脚地来到作业点。7时 20分，经过一

个小时的徒步，“探险队”来到了博林线 105
公里处。

眼前一座被柔性网包裹的山峰就是他们

今天巡查的对象，李永鑫打开背包开始调试

无人机。作为“探险队”中唯一的“90后”，操

纵无人机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身上。

他手持遥控器，一边操纵无人机快速起

飞，一边仔细观察山体状况，生怕错过一处

隐患。“一块电池只能维持 15 分钟的飞行，

我们一共有 3 块电池和一个移动充电设备，

最多只能飞不到 2 小时的时间。”李永鑫说，

每一次飞行都不能马虎，因为每个地点只能

探查一次。

这份艰苦又枯燥的工作，李永鑫干得有

滋有味。当工作和兴趣产生交集，便总能乐

在其中。

站在山顶的斜坡上，寒风袭来时整个身

体会晃动。因为山上的“犄角旮旯”多，他们

需要不断调整安全带，猫腰、转身、跨步，李永

鑫不断用脚试探脚下山体能否支撑住身体，

一点一点靠近要处理的山石。

脚下踩松的石子不断向悬崖下掉落，李

永鑫和工友的脸上充满了严肃和紧张。李

永鑫掏出手锤和工友一左一右，凭着手感敲

打松动的石块，眼见大块石头即将脱落，李永

鑫一个箭步跨到跟前，用双手托起，在工友的

配合下，将石块转移到平坦处。

11时 40分，6239次列车如约从脚下的博

林线通过，李永鑫背着风坐在山坡上啃起了

面包，寒风中干燥的皮肤和起皮的嘴角都透

露出些许沧桑。

他觉得，博林线是林区的生命线，滨洲线

是国际大通道，把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这里很

有意义。

在荒山野岭体会在荒山野岭体会““意义意义””

袁尹 张航伟

设备维修工是个什么样的岗位？

黄实现说：“是生产设备的守护神，需要

钻进机床肚子里面，躺在油泥中维修作业，

常常满身油污，是最脏、最累的人。”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岗位？

黄实现说：“源于兴趣和热爱。”

33 岁的黄实现是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

司技能工艺师，与设备维修结缘，先后荣获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称号。

从小时候起，黄实现对机械就有着异于

常人的痴迷，经常拿着螺丝刀把家里的电风

扇、收音机拆拆装装。高中毕业后，他进入

徐州技师学院，选择了机电一体化专业。他

觉得，“给钢铁机械赋予生命有一种强烈的

自豪感”。

步入工作岗位后，他常背着电工包，拿

着螺丝刀，在又高又窄的行车上奔波，在又

小又脏的机床中摸索。那时的他，并没感觉

到苦、脏、累，反而常常因为还有那么多设备

不熟悉而感到压力。

面对故障设备他总是抢着去修，因为他

深信“熟能生巧”，拆多了，修多了，自然也就

明白了。然而，并不是每次维修都能一帆风

顺，他这个“拆卸狂魔”也拆坏了一些设备，

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疯子黄”。

黄实现明白，要想拥有高超的技能，

必须练就懂设计、能装调、会维修的复合

型技能。

2016 年 10 月，他凭着精湛的技艺和特

有的韧劲闯进了第七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决赛。然而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对数控装

调并不是那么擅长，他添加了很多个机床装

调经验交流群进行学习，还将数万个功能代

码写在小纸条上，随时背诵。为了达到“肌

肉记忆”的训练效果，他每天重复相同的动

作数百遍，训练时间长达 16小时。最终，他

摘得桂冠。

从那时起，队友又送给他另外一个外

号“黄大仙”，都说“大仙一出手，难题绕

着走”。

面对未来，黄实现还有很多想法，包括

如何改善现有的设备，助力公司智能化水平

更上新台阶。

为支撑公司绿色生产，实现对全厂区能

源的智慧能源管理，黄实现梳理能源供应管

理问题，请教信息化专家，建成多厂区“一站

式”智慧型、精益型、可靠型能源管理系统。

该项目的实施节省运行人员 12 人，每年节

省能源费用 320万元。

为了打破公司大型加工中心点检难的

“魔咒”，他带领团队效仿“肠胃镜检查办

法”，先后引进微型探测仪、球杆仪、振动测

试仪等先进仪器，创立设备免拆卸点检透析

法等五大操作方法，将故障隐患消灭在萌芽

状态。

一颗匠心就这样锤炼出来。

王辉辉

一年多来，由 3 个“90”后组成的团队

“诸葛组合”消除了 10 余个生产瓶颈，创效

逾 3000 万元——在西北油田采油二厂联合

站油气处理部，这串数字成了“传奇”。

油气处理部承担着西北油田 85%以上

的交油任务，轻烃、液化气增产项目是该厂

的重点攻关项目。2021年初，油气处理部鼓

励有能力的个人或小组揭榜攻关。

3 个年轻人跃跃欲试：李堆在大学接触

过相似的课题，有着专业方面的优势，张鹏、

胡鹏伟有实践经验和管理优势。他们经过

一番头脑风暴，信心满满，主动请缨。

“这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收集

参数、构建模型，在众多参数中找到影响产

量的关键参数。他们能挑起这个大梁吗？”

有人质疑。

“3 个‘90 后’毛遂自荐认领项目，勇气

可嘉。”油气处理部党支部书记孙彪说。

最终，年轻人获得了这个施展才能、磨

炼本领的机会。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们给自己起

了“诸葛组合”这个名字，便一头扎进项目攻

关中。办公室几乎成了他们的家，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还觉得时间不够用。

他们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李堆对轻烃站

进行全流程、全物料模拟，提升重要节点组

分和参数认识；张鹏、胡鹏伟根据模拟结果，

对参数进行再分析、调整、应用。

攻关的过程一波三折：模型计算不收敛，

模拟结果与现场存在较大差距，模拟最优参数

应用后未收到预期效益……好在都一一化解。

寻找最优参数成了最终要解决的难

题。他们制定参数调整计划表，每天上午调

整后仔细观察产量变化、产品质量指标、系

统参数，优化调整了 5个参数。

为了优化一个参数，张鹏在现场盯了三

天三夜。

为了找出塔温与气提气数量的关系，

胡鹏伟经常通宵达旦，办公室抽屉里专门

备有牙具毛巾，第二天早上简单洗漱后直

接上班。

李堆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一次，

他走在路上思考调试问题，同事和他打招

呼，他竟视而不见，等他回过神，同事已走过

去很远了……

经过数月没日没夜的持续跟踪、调整、

优化，经过不断讨论、优化模型、试验纠错，

项目最终有了突破。

2021 年，“诸葛组合”利用 HYSYS 软件

模拟生产参数并持续优化调整，全年完成轻

烃增产 2720吨，液化气增产 1020吨，实现创

效 1349.8万元。

2022年，厂里生产遇到新瓶颈——轻烃

站液化气副产品出现液化气有机硫超标问

题。“诸葛组合”正加班加点解这道难题。

“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自信，

是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孙彪说。

在大漠油田造就传奇在大漠油田造就传奇

缪华

3月底，江苏徐州突发新冠疫情，既要全面做好疫情

防控，又要确保铁路运输畅通，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南京东车辆段徐州下行运用车间对 150 多名干

部职工实行集中封闭管理，吃住在车间内。

民以食为天。车间主任张晓峰刚把任务安排下来，

李璞和权学峰头就大了——平时，下发伙食团只提供午

餐，70 多名干部职工就餐，这下子相当于增加了 5 倍的

工作量。

怕累垮两位炊事员，张晓峰又安排了 3 名后勤班组

职工帮忙打下手。李璞却说:“没事，我倒担心炉灶受不

了。”

每天早上 4 时 30 分，李璞他们就起床，一个灶头支

着加高的大锅熬粥，另一个灶头煮鸡蛋、馏馒头。

6 时 30 分，迎来精神饱满的上白班职工，接着是备

班职工。8时则迎来疲惫的下夜班职工。

8时 30分，开始制作午餐，要炒制至少 12锅菜，才能

让 150人吃饱。李璞端炒锅把的手累得直抖。

直至 12时，燃油灶才能歇口气。

15 时 30 分，燃油灶再次上岗，李璞他们开始精心制

作晚餐。“伙计们熬夜检车，太不容易了，晚餐必须上‘硬

菜’”。李璞使出浑身解数，让同事们大快朵颐。

直至 19 时，燃油灶终于能松口气，彻底歇下来，结

束一天的战斗。

“燃油灶超负荷使用，整个炉体都烫手。”权学峰心

疼地说。

4月 12日,徐州解除若干区域的管控措施，燃油灶也

终于累倒了，车间赶紧通知厂家售后来抢修。

“一个灶头彻底报废，一个灶头修好了也只能勉强

用几天，哪有你们这样拼命用炉灶的啊！”维修人员说。

累坏的何止是一具炉灶。

累坏一具炉灶

数字化施工

4月22日通车的黄(冈)黄(梅)高铁在施工中运用了中
铁武汉电气化局基于北斗定位技术自主研发的“接触网
施工参数一体化测量装置”,能简便、快速完成接触网支柱
限界、高程、承力索高度等参数的测量、记录及传输，使测
量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图为技术人员使用该装置进行接触网参数测量。
卢园园 李忠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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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菡 通讯员杜涓 曾叙砜）“从视觉到

操作手感都和桥吊远控几乎一模一样，能让司机更加安

全、快速、直观地熟悉岸桥远控操作步骤和规范流程，极

大地满足了岸桥远控模拟培训需求。”4月 18日上午，“岸

桥远控模拟系统”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上

线，全国劳模、宁波舟山港北仑第三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桥吊班大班长竺士杰兴奋地告诉记者。

“岸桥远控模拟系统”是浙港 ZM 创客联盟的首个创

新成果。该联盟是宁波舟山港推进“产改”工作的创新之

举，是深化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务实之举，更是顺应数

字化改革、智慧化港口建设等内在要求的长远之举，对于

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促进资源

高效协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岸桥远控模拟系统”由竺士杰创新工作室和上海海

事大学联合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可通过远控操作

台 3D拟真画面，一键切换“远控作业”和“模拟远控作业”

两个模式，实现作业功能与培训功能“两位一体”。

据悉，该套系统可通过 20 个岸桥远控摄像头搭建

3D 拟真画面，模拟的工况、安全联锁系统与实际远控

岸桥完全一致。同时，它还配备了操作辅助系统，其

中的“语音指引功能”可逐步引导司机进行岸桥操作，

并及时指正错误操作步骤，帮助司机培养规范的操作

习惯。

“吊具着箱时，岸桥远控模拟系统会根据着箱速度、

稳关状况等物理特性，判定着箱的力度。”竺士杰介绍，

“如果着箱过程中存在起升下降或拉升过快的情况，主

画面会出现明显警示，有助于司机树立着箱‘两头慢’的

意识。”

“桥吊司机不需要再爬上 49 米高的吊机操作间，只

要坐到电脑前就能远程操作了，而且借助这套系统，可以

操作得更平稳更精准。”竺士杰自豪地说。

坐在电脑前就能远控作业、实景培训

“岸桥远控模拟系统”在宁波舟山港上线

4月 22日，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猫道贯
通。伶仃洋大桥主跨1666米，为世界最大跨
径海中钢箱梁悬索桥。大桥猫道是悬索桥
施工时架设在主缆之下、平行于主缆的线形
临时施工便道。该猫道最高点距离海面270
米，最低点105米，是世界最高海上猫道。

中交二航局深中通道项目生产副经理廖
文龙介绍,工人需要在平均有 60层楼高的海
面上持续作业，对施工安全带来极大挑战。
项目部采用从塔顶向低处分段拖移的方法逐
步安装面网，并强化安全防护，提前开展防高
坠演练和安全交底，确保作业安全。

张政 摄

徐祥涵 文/摄

干净整洁的发动机智能制造车间，以

先进的自动化程度成为行业标杆。在那

里，只见到机械手在数控设备之间循环抓

取部件。产品从毛坯到成品，不需要任何

一个人操作即可完成。而处理自动化生产

线上的各种难题，还是得靠“人”。

在这个智能制造车间里，时常可以看

到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30岁的中国兵

器江南工业集团四分厂 043车间副主任王

志平。他主要负责智能车间的工艺技术保

障工作，每天的微信运动步数长期“霸屏”。

随着公司全新发动机自动化生产线的

建成，作为分厂的技术大拿，王志平迎来了

大展拳脚的机会。作为 L系列筒身加工单

元效率提升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他通过优化

机械手抓取程序、选用性价比高的刀具，使

得智能制造加工效率提高了25％，刀具成本

降低40％，每年可节约成本9万元以上。

在该生产线运行初期，刀具的使用寿

命较短。某筒身零件一般在加工完 7 件

后，就需要停止生产，对刀片进行更换。王

志平意识到该问题会影响生产线的加工效

率，于是通过减少切削次数、增大进刀深度

等方法，减少刀尖的磨损时间。运用该方

法，刀具的使用效率提升了两倍多。

某产品发动机后球体在自动加工过

程中出现质量异常，收到消息后王志平立

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他在排查过程中

发现，生产线没有气密检测功能，在加工

过程中不能辨识到留存的夹屑，致使封头

壁厚超标。他制定了延长高压冲屑时间

的处置方案，解决了存屑的问题，确保了

产品质量。

在智能制造车间在智能制造车间
大显身手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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