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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启志 王亮

4月 7日，当看到今年上半年风力发电

机组的维护率已达 100%，提前 1 个月完成

任务，龙源电力滇东维保中心技术专责黄

观林高兴地说：“以往开展风电机组维护作

业，1 组人一天最多完成 1 台，现在 1 组人

一天可以完成 2到 3台，效率提高 1倍。”

该中心负责 355 台风电机组的维护作

业，每次维护都要干 2 个月，现在不用 1 个

月即可完成。这都得益于标准化作业智能

管控系统的推广运用——将安全措施、风

险预控、施工工艺、质量管控融入作业全过

程各环节。

“我们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

开手机上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软件，看看当

天的工单。”值班长张鹏介绍，长期以来，维

保中心工作人员都是手写作业票单，费时费

力还容易出错，遇到大部件检修或大型倒闸

操作时，甚至需提前好几天就要开始准备作

业票单。有了标准化作业智能管控系统，只

需在手机上一点，就可完成作业票单的办

理，让开票效率提高了50%以上。

“星级”工段这样炼成

标准化台账提升电站健康水平
安全运行第15个年头的背后，

有一群“夜行侠”在守护

“找米下锅”

他山之石G

曹英男

去年新冠疫情期间，中油电能电力技术

服务公司蒙古塔木察格供电分公司的工人们

困守海外。他们自力更生、修旧利废，建起了

由10种型号、40台老旧发电机组成的临时电

站，全力弥补电量缺口，为塔木察格油田生产

雪中送炭。

今年以来，熟悉发电运行维护的工人陆

续回国轮休。为确保电站安全平稳运行，让

新入场工人快速上手，塔一联变电所所长胡

永康组织编制标准化台账，对所有发电机实

行一机一策的动态管理。利用 Excel表格高

级功能制作运行维保记录，采取倒计时方式

让临近保养时间的发电机变成红色，提醒工

人及时保养，保养完成后再更新数据，启动

下一轮倒计时，精准控制每台发电机保养间

隔，杜绝“经验活儿”；更新发电机基础资料，

对库存零配件登记造册，编制《机组维护材

料指导手册》，实现了各型号发电机快速查

找对应的零配件功能，提升了维修效率；结

合现场运维实际，逐一记录分析发电机工

况，为每台发电机量身定制个性化《启机流

程》《停机流程》，张贴在机身醒目位置，指导

标准化操作。

今年一季度，临时电站实现平稳交接，

累计维护 190余台次，累计发电 1135万千瓦

时，为塔木察格油田电网补充了三分之一的

电量。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张燕青 姚卫兴

4月 2日 21时，天津市河北区京津南仓供电工区，13名作

业人员坐在会议室进行凌晨“天窗”作业前的安全预想，这是

他们维护京津城际以来雷打不动的规矩。

每个人神情严肃，认真研判着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

险点。从预想会开始，“安全”这根弦便在大家脑中紧绷起

来。出发前，工长梁龙龙又“唠叨”一遍：“大家再认真检查一

下作业所需的工具材料，看一下有没有遗落的……”

零时 30分，随着最后一班高铁飞驰而过，京津城际的“天

窗”时间开始了。一名高空作业人员拿出手中的视频记录仪

朝着搭档的防护服扣带戴了上去。随后，两人借着头顶的灯

光，一眨眼工夫就爬到了距离桥面5米多高的车梯上。

“安全带已打好，对定位器线夹状态进行检查，对螺栓

力矩进行校验……”高空作业人员匀速转动着力矩扳手，口

中复诵着手中的动作。设备上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过他

们的“法眼”，“检一米，保一米”已经在大家脑中形成了“机

械记忆”。

“调节器状态良好，接触线线夹安装完毕……”车梯上的

作业人员话语不多、配合默契。紧接着，一名作业人员又开始

匀速转动手中的“神辅助”——铁路客运专线接触网整体吊弦

辅助调节器，这是他们根据高铁线路自主研发的检修利器，十

分钟后各项参数完全达标、分毫不差。

“京津城际”是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自 2008年开通至今已安全运行第 15个年头——这背后，有一

群昼伏夜出的“夜行侠”在守护。

“接管全国第一条高速铁路在设备维护上没有先例可

循，起初感觉走进了无人区，只能一点点地去摸索。”在 4 月

2 日举行的中铁电化运管公司第十届工区标准化建设现场

推进会上，该公司党委书记齐波告诉记者，以中国中铁劳

模、优秀共产党员刘恩亭为首的团队提出“像维修钟表一样

维修接触网，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接触网设备”的检修理

念，经过不断的探索，最终形成了一套“高标准、严要求”的

高铁检修体系。

他们围绕运行检修、抢修管理、标准化作业、安全管

理、机械管理、物资管理、办公后勤、员工培训、自控管理、

工区文化建设等十个版块，积极推行管理标准化、作业标

准化、设备标准化，对推动全路标准化班组建设起到了重

要作用。

“你不把刀磨得快快的，关键时刻就会出问题。”齐波说，

“铁路维管工作最早是眼看、手敲，现在更多借助设备，今后将

是智能维管，这一切才刚开始，我们将在相关的平台建设、数

据分析等方面投入更多。”

一支高铁运维队伍的战斗力，不仅来自日常作业中磨炼

累积的实战经验，也来自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习惯养成。

走进京津南仓供电工区的职工宿舍，你会发现好像走进了军

营——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桌子上无一杂物，连水杯的把手都

朝着一个方向。“快速有序、令行禁止”的战斗力就从这点点滴

滴中养成。

北融

清原抽水蓄能电站（以下简称清原抽蓄）

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北三家

镇，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国

家“十三五”期间重点工程、新一轮国家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 139个重大项目之一。它还是

国内首个百万千瓦级完整产业链的EPC总承

包抽蓄建设试点项目，由中国电建集团北京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院”）牵头组成EPC总承包联合体。

抽水蓄能属于水电站的一种，是电力系

统中最成熟、经济、低碳、安全的大型调节电

源。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深入实施，抽蓄迎

来大发展。

EPC总承包的新模式、新机制考验着北京

院水利水电工程设计院输水工程所所长宋蕊

香和她所在的团队——清原抽蓄巾帼创新突

击队（以下简称“突击队”）。这个突击队由7名

核心专业负责人组成，平均年龄不到34岁。她

们承担了电站主体部分的主要设计工作。

“设计牵头EPC模式下，EPC总承包部能

够主导设计不断深化设计。”项目部副设总、突

击队负责人朱旭洁说，但新模式新增了更多

需要对接、沟通的环节，比如，设计监理会对每

一张设计图纸提出审查意见，管理更精细、质

量要求也更高，这更考验设计人员的专业素

养和沟通能力。

28岁的坝工专业负责人邢珊珊对此颇有

感触：“一个优化设计的通知有时要改七八

遍。设计监理要求很高，不过这也确实更锻

炼业务能力。”

作为突击队里最年轻的成员，邢珊珊经

受了不少锤炼。被“锤”得最心服口服的一次，

是她设计的 3版下水库坝顶栏杆全被否定。

“当时我有点无助，参照过往很多案例、绞尽脑

汁设计的栏杆竟然都不行。”邢珊珊笑着说，不

过看到 EPC 总承包部选用的最终设计版本

后，还是感叹“不得不服”。

作为试点项目，清原抽蓄不仅要探索新

模式，还承担着培养更多能适应新模式的设

计人员的重任。29岁的项目部副设总、暖通

专业负责人胥娟是从民用建筑领域转行到工

业建筑领域的。各个专业每次一起开碰头

会，都要拿出自己的意见。“当时一开会，我后

背就发凉。”胥娟回忆说，她只能把大家的发言

都记下来，把自己要做的事列个台账，然后硬

着头皮一个一个问题去向前辈请教。在胥娟

的台账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时间、项目、事

件、节点、对接情况、完成情况、备注等信息，每

个月都记录了二三十项重要事件。很快，胥

娟就从“小白”成为独当一面的专业负责人。

水道专业负责人宋蕊香发现清原项目引

水隧洞的配筋设计突破了过往的经验，这“挑

战”了整个设计团队的设计习惯。于是她带

领团队查阅了很多理论资料、兄弟设计院的

设计图纸，用一个月的时间制定出新的针对

引水隧洞配筋问题的部门技术规定，让相关

设计更加优化。

在辽东的大山里，姑娘们的努力总能听到

“回音”。兼任厂房专业负责人的朱旭洁在与胥

娟数次沟通后，彼此越发默契，学会了站在对方

专业的角度进行设计。“暖通专业会在图纸上设

计开孔，如果不考虑厂房的内部结构，很容易在

施工过程中出现冲突，需要修改设计。”朱旭洁

说，她和胥娟在设计的过程中都会提前沟通，很

大程度上避免了后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般一个抽蓄项目六七年才有一个蓄

水节点，我刚工作 3年就遇到一次蓄水节点，

这对于坝工来说，简直太幸运了。”邢珊珊说。

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压力和责任。

重压之下的收获更加珍贵。2022 年 9
月，清原抽蓄下水库下闸蓄水，邢珊珊兴奋地

给朋友发微信说：“看到下水库蓄水，就像自己

的孩子长大了。”

在北京院工作10年的郭晓原几乎参与了

院里这10年所有蓄能项目的设计工作。“每个

抽蓄电站都长得差不多，偶尔特别疲倦、家人

又不理解的时候，我会想，一直画设计图，啥时

候是个头。”她说，“不过，设计是一门艺术，用

心钻进去总能找到新鲜感。”

她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力争要把这个

“国内首个”做成行业标杆。

“设计是一门艺术，用心钻进去总能找到新鲜感”

辽东大山里的巾帼创新突击队

目视化管理促安全

智能管控系统保障安全高效供电

屈联西 李玲霞 王丽华

4 月 8 日上午，走进河南豫光金铅股份

有限公司冶炼一厂硫酸工段，“制度管人、

标准管事”的标语赫然在目。“在实施班组

管理标准化前，要跑 3 次才能完成的工作，

现在只要跑两次就可以完成。”制酸工李磊

说。

就在去年，硫酸工段还是塔罐林立，管

道密布，阀门众多。曾经发生过因阀门开

错造成酸浓度低而引发的生产事故。

2022年，根据公司深化班组管理标准化

建设的要求，工段长王麦堆组织每位员工制

定出所在岗位的操作标准。大家对照“五看”

优化流程完善标准：一看岗位流程有无缺项、

漏项；二看流程有无制定相应的标准；三看制

定的标准是否符合操作要求，是否明确什么

时间（或状态）干、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四

看职工主要岗位职责在标准中是否明确；五

看是否有异常处置标准。集齐各自的操作标

准后，大家通过讨论，把意见一致的部分先确

定下来。

甲班班长苗陆军最先提出巡检时间不

合理的情况。原来，净化加水玻璃的时间是

8 点 20 分，取样是 8 点 30 分，净化巡检是 8
点 50 分。他提出将取样时间提前到 8 点 20
分，把在同一净化区域的加水玻璃和巡检进

行合并，路线和时间都更加合理。

针对工段塔罐林立、管道密布、阀门众

多的特点，副工段长赵喜提出，在管线阀门

上都悬挂一个标识牌。标识牌的内容包括

名称、型号、作用及操作方法，一目了然。这

样，即使新员工操作不熟练，也可以通过阅

读标识牌内容掌握操作方法，降低出错率。

在硫酸的干吸、净化、转化 3个区域，还

有 3个蓝色的小箱子，用来放现场巡检的记

录。对记录表，王麦堆也集思广益进行了修

改。原来的巡检表上只有检查记录，没有相

应的人员签字。现在，改为巡检工、机修工、

工段三级人员签字。为了将巡检做得更细

致，他们还将几班人员巡检的路线岔开。这

样，即便前面检查有遗漏，也会被后面再次

检查的人发现，使设备隐患大大降低。而

且，有了责任人，一旦出现问题也能更好地

追根溯源。

原来，稀酸排放时直接流入地面回收系

统。现在，净化班组将稀酸排放装上了管

道，地面干净多了。而且通过管线合并，废

水回用，废水排放从最初的 500多立方米降

到现在的 300立方米以下。

硫酸工段通过班组标准化建设优化了

工艺操作流程、提高了劳动效率、提升了生

产指标，不久前，该工段被评为公司班组管

理标准化建设“四好”工段和现场创建“星

级”工段。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走进中石化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建工公司承建的顺北二区4号
带注气开发先导工程现场，缤纷的色彩给这片黄色的沙漠增色不少。项目经理张明明介绍，为
了加强现场标准化建设，他们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标志（红色）、警告标志（黄色）、指令标志（蓝
色）、提示标志（绿色）等提示牌，实现目视化管理。图为休息区标注醒目，一目了然。

黄俭 窦海健 苏豪鑫 摄

今年以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焦化公司积极应
对市场不利因素，加强仓库精细化管理工作，利用精益管
理系统，根据生产实际需要合理降低各类备品、备件的库
存量和库存周期，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图为4月4日，该
公司仓库管理员正在清点备件数量。 魏玉东 摄

刚刚过去的 3 月份，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充填区采场充

填遇到前所未有的衔接难题，几乎每班次仅有两处采场充

填。“充填衔接不能有丝毫坐等照顾的依赖思想。”在月初的派

班会上，生产副区长董明动员大家，“我们要主动出击找米下

锅，多开辟新采场”。

“开辟采场，就要有一股不怕吃苦的拼劲，既要保持现有

采场日常充填，还得同步关注相邻区域采场信息，一旦得知有

了新采场，立刻展开充填前各项准备工作。”充填二班班长钟

兵率先寻觅起新采场。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每天带领

班组围绕采场结构、钻孔分布、排水流向等要素，开展新采场

充填前的各项治理工作。

随着井下负 960 米中段相继投入充填，这一接近千米深

度的新采场，因其超复杂地压变化、超深度矿段排水等因素，

使得养护期充填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闲不住的充填三班班长

刘世平“兼职”搞起最深采场充填攻关活动。

每天既要常态化维护现有采场充填，还要担负新采场充

填前筑坝、排水沟开挖等任务，奔波劳累不言而喻，但正如行

政副区长王方冬所说：“不断有新采场推出，就是增产。”

金牌班组G

精细化管理显成效

李晶 张有金

“怎么样，是不是让你眼前一亮？”4月 7
日，在大临铁路临沧站旁，中国铁路昆明局

集团有限公司广通工电段临沧综合维修工

区职工李德林，打开手机视频围着库房向

其他工区职工使劲“炫耀”。

过去，日常检修用工具材料将工区库

房占得满满当当，每次找工具材料时都要

花费很多时间，库房管理俨然成为班组的

一个“老大难”。

为此，段上今年制定了“一明、二齐、三

清、四定位、五摆放”的库房管理办法，推进

库房标准化建设工作，提升库房管理效

率。“一明”台账，实现管理统一化；“二齐”

料库，实现环境整齐化；“三清”物品，实现

物料清晰化；“四定位”存储，实现锁定精准

化；“五摆放”成形，实现存储规范化。

经过彻底整治，职工来到库房就像进

超市一样，按图索骥领用，省时又省力。

赖雨冰 张磊

“今年一季度咱们工区的班组建设综合

排名又得了第一，车间奖励咱们 600 元。这

要感谢大家三个月来的辛苦付出！”4 月 6
日一大早，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通信段东莞东通信工区工长李五秀就把这

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

大家纷纷表示，目前这种管理模式不但

锻炼了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本领，还特别

有集体荣誉感。

该工区班组建设排名蝉联第一是有秘诀

的，那就是划分责任区，包保到个人。

首先，把设备划分到个人，实行责任维

护，结合工区每个人的维护特长包保，这样一

来保证了设备的维护质量，也让大家工作起

来得心应手。

其次，搞好现场安全管理，把影响安全生

产的主要因素人、机、料、法、环有机结合，也

指定专人负责，严格执行安全纪律、劳动纪

律，定时、定点、定线进行巡检，落实安全措施

和各种应急措施，做到标准化、规范化。

再次，班组建设台账按照日常报表、业务

学习、临时任务三大版块安排到个人。

同时，工区每周召开例会，对各自在包保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理结果进行沟通。个

人包保优劣在工资二次分配上实行奖罚。

“这样一来，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事事

有人管，人人有事管，工区管理自然变得井井

有条。”李五秀说。

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

班组现场G

汪为琳

“接管全国第一条高速铁路在设备维护上没

有先例可循，只能一点点地去摸索”

标准化建设化解库房管理“老大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