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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井下，机组轰鸣，顺着滚滚煤流的

方向望去，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正快速穿梭在

运输皮带巷道中。

他叫卢一鸣，今年 32岁，是中国华能扎

煤公司灵东煤矿运输队副队长，也是队里的

“熊猫级”人物。

2012 年大学毕业后，卢一鸣来到煤矿

当起了井下电钳工。这位 90 后“矿三代”，

有着自己独到的人生见解：“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练就一身过硬本领，投身矿山建

设照样能发光发热。”

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别人不愿干、觉得

枯燥乏味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在创新路上

不断“掘进”，成长为让工友们羡慕的“华能

工匠”、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并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生活小发现”破解“生产大难题”

卢一鸣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扎煤人，2012

年大学毕业时，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毕业

生，他有不少工作机会。但从小在矿上长大

的他，“对扎煤很有感情”，他做出了一个很

“燃”的决定——扎根煤海。

当时，灵东煤矿是一家刚投产不久的新

矿，那些崭新的机电设备让卢一鸣着迷。但

凡设备出一点状况，他就一门心思扑上去，

恨不得马上研究、立刻解决。

2014 年，卢一鸣被调到主提升机房工

作，面对新工作环境，他兴奋不已：又有新挑

战了。

一时间，翻看说明书、查阅资料，围着机

房打转转、瞎琢磨，成了他的“浪漫事”。靠

着这股痴迷劲儿，他很快便掌握了主提升机

房技术。

不过，技艺精进之路并不容易。

灵东煤矿提升系统中的功率柜和励磁

柜，需要不间断运转的空冷风机进行散热以

保证安全运行，可空冷风机工作时产生的震

动，会对一些精密零件造成损害，仅更换一

块全关断光电检测零序电流板就要花费将

近 10 万元。此前，矿队技术人员多次深入

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尝试了多种办法，但都

收效甚微。

卢一鸣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那段时间，他不仅在单位反复试验，回

到家里也苦思冥想。一次，在家中洗衣服

时，洗衣机排水时的晃动，让卢一鸣来了

灵感。

他盯着排水管看了又看、想了又想——

在设备两侧安设一个钢架组，将钢架地脚固

定，然后把空冷风机架放在钢架上，用风筒

布做成导风管和柜子进行“软连接”，再在北

面窗户安设一个小型变频通风机，在南面窗

户安设通风口，形成对流通风，温度不就能

降下来了吗？

按照卢一鸣提供的方法对设备改造

后，不仅延长了电气元件使用寿命、降低了

事故率，还节约了成本，保证了煤炭提升

效率。

用老师傅们的话说，“一举四得”。

在生产一线闪光

2012 年，和卢一鸣一起进入灵东煤矿

的大学生有 20多个，到现在，只有他还坚守

在运输队生产一线。那些别人不愿意干的

事，偏偏对卢一鸣充满吸引力。

2021 年 ，灵 东 煤 矿 面 临 西 一 采 区 接

续，运输队要完成西一采区三条主强力皮

带和两条顺槽皮带机的安装任务。时间

紧、任务重，卢一鸣作为主要负责人感到

“压力山大”。

更为棘手的是，新问题接踵而来——

关系矿井运输命脉的井下皮带集中控制系

统总是“卡壳”，成了谁都不愿接的“烫手

山芋”。

“小卢队长，昨天夜班时集控箱和键盘

操作总是卡死，经常停机，必须重启才能运

行。”皮带司机老王向卢一鸣求助。

确认问题后，卢一鸣连续两天没回家，

扎在工作现场排查故障原因。

勘查、测量、查资料、咨询厂家……他复

盘了所有能想到的环节、查看了所有可能的

部位、咨询了所有能请教的人，还真就找到

了问题所在，原来是变频磁场会对电网及作

业场所造成干扰。

揪出问题后，卢一鸣马上请示矿里与厂

家沟通，提出改造方案，并结合实际打造出

一款智能化一体操作显示集控设备，实现了

皮带系统设备在线监测，此前的问题都迎刃

而解。

创新“新势力”

说卢一鸣是队里的“熊猫”，不仅是因为

他总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因为他

给队伍带来了勃勃生机。运输队共有 136

人，年龄结构是“两头大中间小”，队里 45岁

以上的老师傅占了一大半。

卢一鸣的钻研劲头和创新点子给矿井

带来了新改变。

队里管着 5 条运煤皮带，最长的 1600

米，最短的也有 400 多米。以前，有的老师

傅在皮带司机岗位上干了大半辈子，皮带

出故障，总是习惯自己排查，风机、电机、开

关 …… 一 个 环 节 一 个 环 节 、一 米 一 米 地

查。两年前，矿里搞智慧矿山建设，卢一鸣

和设备厂家商量，合作研发了一款皮带智

能操作集控系统，一旦有故障，在一块显示

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刚开始，有的老师傅不适应，用过几次

之后，大家都说这套系统省时省力，准确性

高，工友们打心眼儿里佩服小卢队长。

这些年来，让大伙儿越干越轻松的小发

明小创造，卢一鸣一直在“上新”。2020年，

以卢一鸣名字命名的“卢一鸣创新工作室”

成立，一批学习劲头足、创新能力强的年轻

人纷纷加入。

“这几年，我们团队先后完成了副井

井口托罐装置的制作与安装技术改造、变

频器主从机连接方式技改革新等技术攻

关改造项目 10 余项，仅巷道自动排水技术

改造 1 项，每年就能为企业节约资金 30 余

万元。”创新工作室的一名青年骨干自豪

地说。

“工匠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路。这条

路上，我永远是一名新人，我愿意和大家一

起走下去。”卢一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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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帽”筑路人

大学毕业后，90后卢一鸣扎根矿山，在创新路上不断“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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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127 岁的北京丰台站，以崭

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7 时 26 分，吴佳栋

看着首趟始发车 G601 从丰台站顺利启程，

载着 200 余名旅客驶向太原南站，兴奋而

激动。

今年 43岁的吴佳栋，是北京丰台站运转

车间的业务指导。4 年来，他和同事们一直

在为百年老站的蝶变新生“探路”。

改建后的北京丰台站成为亚洲最大的铁

路枢纽客站，首都又添城市新地标。

从“两眼一抹黑”到得心应手

2018 年，北京西站作为北京丰台站预介

入单位，从业务科室中分别抽调了运输、客

运、房建设备、信息化和综治环境方面的 5名

专业人员组成预介入小组，这其中，就有运输

专业的吴佳栋。

预介入是工程专业术语，即为了满足车

站开通后的运营需求，运营方需要在工程实

施阶段就提前介入。

第一次参加站房指挥部和设计院共同组

织的对接会时，听着设计院介绍整个丰台站

的设计理念、建筑构造及设备设施情况，吴佳

栋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未知且庞大

的系统工作。

回忆刚接手预介入工作时的状态，吴佳

栋形容是“两眼一抹黑”。

在和设计院的房建、客运、水暖、信号等

专业的设计师对接车站各项功能时，听着设

计师口中的设计规范、行业标准，看着像“天

书”一样的设计图纸，“一脸懵”的吴佳栋感到

压力巨大。

面对各类规范，他从网上查找资料，对照

学习；面对各种专业问题，他向同事和设计师

反复请教。

2021 年 8 月 1 日，随着北京丰台站建设

工作加快推进，预介入小组改为运营筹备组，

组内的工作人员也从 5 人扩充至 16 人，由吴

佳栋任运营筹备组组长。

这期间，吴佳栋带着筹备组成员根据各

专业情况，同指挥部和设计院反复沟通对

接，不断推动北京丰台站的各项使用功能满

足客运运营现场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他的

专业知识得到快速提升，各项工作越来越得

心应手。

走在时间前面

吴佳栋和同事们付出心血最多的一项工

作，要数普速站台的中空上水走行通道。北

京丰台站将普速车场站台设置为中空站台，

将各专业作业通道高效整合成综合管廊。

针对这一特点，丰台站提出在中空站

台设置上水走行通道的设想，让上水作业

人员不用跨越线路，通过站台下方的中空

通道就能完成上水，作业安全得到极大保

障。这一设想在全路尚属首创，没有先例

可以参考。

吴佳栋和同事们多次实地考察并模拟现

场作业情况，大到走行通道内的空间距离，小

到上水水栓、水管的位置、角度，乃至水管长

度，先后同设计院、施工单位对接了 200 余

次，最终推动这项工作顺利落地。

“吴佳栋既有责任心又很细心。”同是运

营筹备组成员的李飞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各

项工作顺利推进，吴佳栋要定期将车站内大

大小小的角落全覆盖巡视一遍，从办公室去

建设现场需要步行将近半个小时，在站内完

全转一圈通常要两个小时，一去一回基本半

天时间就过去了。那段时间，吴佳栋每天都

要走 3万多步。

由于担心新来的同事不熟悉工地环境，

每次转现场，吴佳栋都会跟着一起，还反复

叮嘱大家戴好安全帽。不仅如此，汛期雨水

多，工地的走行通道经常变成“泥塘”，每当

大家担心第 2天如何进入工地时，总会发现，

吴佳栋早已同施工单位提前对接好，不是已

在走行通道搭好木板，就是已经重新安排了

新通道。

“付出的一切都很值得”

预介入工作既繁杂又琐碎。吴佳栋和

同事们每次巡视，都会详细记录现场存在的

每一个问题，小到瓷砖破损这样的细节都不

放过。

在前期同设计方对接时，吴佳栋发现，设

计文件中对于站台设计，没有考虑站台工作

人员的间休问题，而在实际客运作业过程中，

客运员在接发列车作业间隙时间，需要有间

休室供工作人员短暂休息以及存放作业备

品。经过反复同设计院和站房指挥部的对

接，最终在站台增加了间休房屋。

几年来，吴佳栋累计参加对接会 148次，

前期共对北京丰台站建设设计方案提出 5大

类、38 个建议，后续随着介入工作深入，又陆

续提出相关建议 25项。

4 年间，经运营筹备组发现并解决的问

题有大大小小近 400个。就是在不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北京丰台站向着顺利

开通运营逐步迈进。

目前，吴家栋负责北京丰台站运转车间

的外勤管理工作，目送着一趟趟列车驶出车

站，他感觉，“此前付出的一切都很值得。”

4年来，吴佳栋在数百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见证北京丰台站顺利开通运营——

百年老站蝶变新生的“探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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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燃”青春在煤海中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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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练就一身过硬本领，投身矿山建

设照样能发光发热。” ——卢一鸣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侯红丽

走进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井公司

“赵辉钻井机电技能专家工作室”，一张张操作台、一台台模具

设备、一件件工具材料映入眼帘。在这里，赵辉用专业知识和

精湛技能,为井队解决了不少设备“顽疾”。24年间，他从一名

普通柴油机工，成长为中国石油技能专家、西部钻探公司劳动

模范。

“一开始什么都不懂，两眼一抹黑。”1998年，赵辉从技校

家电维修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钻井队柴油机工。

因为所学专业和工作并不对口，“门外汉”赵辉开始了漫

长的学习之路——白天忙里偷闲学、晚上挑灯夜读学、上井跟

着师傅学。

2017年，赵辉在 70208钻井队当机房大班时，发现柴油机

总有跑冒滴漏现象，既不环保，也会增加油耗。经过细心观察

和分析，他判断是密封圈材质所致。

原来，厂家出于成本考虑，使用了黑色丁腈橡胶密封圈，

这种密封圈耐高温、耐油性较差，时间一长，密封效果就大打

折扣。

赵辉查阅大量资料后，选择了耐高温、耐油的氟胶密封圈

进行替代，跑冒滴漏的难题迎刃而解，小小的改良在生产一线

发挥了大作用。

随后，他举一反三，把绞车、泥浆泵、泥浆罐搅拌器骨架油

封和液控管线自封接头上的密封圈都进行了更换，从此，队上

设备跑冒滴漏的“顽疾”得到了治愈。

在井队工作时，赵辉的“发明细胞”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多功能小扳手、辅助小吊卡、司控房立管压力电子数显装置等

发明成果先后“出炉”。

作为技能专家工作室领衔人，在赵辉的带领下，工作室团

队迅速成长为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

近两年，“赵辉钻井机电技能专家工作室”累计解决集团

级难题 3项，企业级难题 11项。

治愈设备“顽疾”

本报记者 黄仕强

从自己家的窗户望出去，黎树刚正好可以看见磁器口隧

道，这里紧邻重庆“网红”景点磁器口古镇。如今，因为这条隧

道的贯通，去往磁器口古镇的游客再也不用受堵车之苦。黎

树刚就是磁器口隧道的建设者。

2007年 7月，黎树刚加入中铁十一局集团五公司，成为一

名筑路人。他先后转战多个城市，参与建设项目。

2015 年，黎树刚回到重庆，成为中铁十一局集团五公司

磁井项目经理，第一块“硬骨头”就是磁器口隧道。

“那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回忆说，这条隧道是嘉陵江磁

井段防洪护岸综合整治工程的重难点工程，建设工地位于嘉

陵江水位线以下 15米深，到了汛期甚至会达到 30多米。

隧道建设不仅要在水下作业，爆破施工也面临极大风

险。黎树刚说，隧道下穿古镇，高峰时每天观光游客有十几万

人，隧道顶部还有 300余户居民，传统爆破施工方法极易引发

隧道上部民国时期建筑群等古迹和民房扰动。

那段时间，在磁器口隧道建设工地上，时常会看到一个头

戴草帽、风风火火的身影，他就是黎树刚。

白天，他马不停蹄地跑现场、做协调，晚上伏案工作到

深夜，为了确保隧道施工安全和质量，他带领项目团队多次

试验，最终以“小药量的控制性爆破”与“静态爆破”相结合

的隧道开挖方式展开施工，为市政交通同类型隧道提供了

借鉴。

人员配置使用矩形图、工程关键环节技术攻关图、安全管

理点面布防图、工程材料配送数据图、资金投入使用调配图、

大小临建构想图、二次经营宏观图、项目凝心聚力动员令，黎

树刚在建设过程中琢磨出来的“七图一令”工作法，至今被同

事津津乐道。

市政项目工地、抢险排危现场、极度缺氧的雪域高原、人

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多年来，黎树刚的那顶草帽伴随他攻

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项目经理就是一块‘泥土砖’。”在黎树刚成为项目经

理的 7 年多时间里，他承揽的工程项目都是艰难险重的“硬

骨头”，而他却交出了“无一例亏损，无一例质量缺陷”的成

绩单。

在他带领下，团队里的年轻人得到快速成长，很多技术人

员成为独当一面的项目总工。前不久，黎树刚荣获重庆市五

一劳动奖章。

邓崎凡

西谚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生之路、

职业之路有许多条，大部分人会选择那些

平坦、好走的路，只有少数人会选择那些看

似狭窄、少有人走的路。

卢一鸣选择的就是一条少有人走的

路。作为一名大学生，他本来有很多就业

选项，可他却选择来到煤矿生产一线。10

年间，当年和他一起入职的大学生，只有他

一人还留在生产一线。而他，也在这个别

人不愿干的岗位上成就了自己，成长为矿

山里的新工匠，实现了人生价值。

卢一鸣不是“傻”，他听从的是自己内

心的声音。作为“矿三代”，他对煤矿生产企

业有感情，热爱一线，为机器着迷，更喜欢钻

研生产一线的工艺技术难题。而生产一线的

难题,恰是创新的最佳起点，基层一线的实践

也成为他脱颖而出的重要筹码——因为哪里

最薄弱、哪里最需要创新，在矿井摸爬滚打的

他最清楚。

正值大学生毕业季，今年的应届高校毕

业生预计有 1076 万人。人社部、教育部、民

政部正在推动各地发布一批高校毕业生基层

就业岗位。基层和生产一线，有广大青年成

长的沃土。

在今年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校长们

在“最后一课”的毕业寄语中，也不约而同地

提到了扎根基层，逐梦山海。

中科院院士卢强就曾鼓励自己的弟

子扎根一线：“我支持并赞成具有高等学

历之才俊，厉行于生产一线，使所学理论

知识运用于生产实际，这不仅不是轻用人

才，反而是历练和造就能担当未来大任的

精英之正道。”此前，卢强院士为了攻克技

术难关，曾在白山水电厂一线奋斗了整整

5年。

眼下，特别是像矿山这样历史厚重的

老企业、老工厂，尤其需要有知识、有文化

的年轻力量涌入，为生产添“智”，为创新

赋能。

扎根生产一线，找到奋斗坐标。以青

春的名义致敬岁月，这是年轻人最“燃”的

职业选择。

寻 找 奋 斗 坐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