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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平均年龄 27岁的队伍，常年奋战在机组运行一线，并让连续安全运行的纪录不断延伸

安全生产1800天的“密码”

班组现场G

在高炉口美丽绽放

专攻难题的技术组长

廖炳达

5 月 1 日 22 时 56 分，身着深蓝色工作服的“90 后”高

级技师裴德堂手拿摄像手电奔走在动车检查库内，他时

而钻进地沟，时而登上车顶……这些动作他已经重复了

十年。

裴德堂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车辆段

南宁动车所的一名动车组机械师。在南宁车辆段，裴德

堂有个很牛气的外号——“动车检修百科全书”。回忆这

一路走来，裴德堂说既艰难又充满惊喜。

转岗成为动车组机械师，裴德堂也曾犯怵：“动车检

修与值乘列车相比，困难远比想象中的大。”

“一开始，我们动车上的配件损坏只能成套更换，不

能单独更换，增加了成本。”聊起动车检修工作，裴德堂有

一肚子的话要说，“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可以自主

维修。”说罢，裴德堂跟同事拿着修复好的控制放大器安

装上车。

裴德堂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本工作笔记。“3 月 17 日，

J4/2列位刮雨器电机异响；4月 5日，J6/1列位 2车蹲厕不

出水，电磁阀故障……”密密麻麻的小字，记录的是他平

时工作中碰到的难题、琢磨出的处理思路等等。工作 10
年，裴德堂记下 15本工作笔记，总计 6万多字。

在检修地沟里，动车组机械师丘文捷在进行动车组

车底作业。“闸片托外观状态良好，安装牢固，限度符合要

求。”“轮对踏面状态良好。”关键部位不光要用眼看，还要

用手指、用嘴说。

“这套方法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作业效率。”邱文捷

说。这是裴德堂针对年轻职工多、工作经验少的实际，总

结归纳出的必看、必指、必呼、必画作业法，开展技术业务

授课 100多场次，有效提升了职工业务技能。

邱文捷挂设好禁动牌等一系列操作后，拿起裴德

堂发明的小工具，身子往下一蹲，仅 30 秒研磨子便拆装

完成。

“在一次作业中，我发现由于研磨子拆装时间长影响

动车组检修效率的问题，便自制工具，将研磨子拆装时间

由 5分钟缩减至 30秒，既保证安全可靠，又提升了检修效

率。”裴德堂说。

10 年跨越，广西高铁从无到有，配属的动车组从一

开始的 8组增加到现在的 149组，动车检修队伍也从原来

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千人。裴德堂跟随广西高铁成

长的脚步，收获了一个又一个青春奋斗的荣誉——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就在今年劳动节前夕，裴德堂被授予 2023 年度“新

时代·宁铁榜样”称号。

“我守护你，你成就我。”裴德堂说，“我还要继续学

习，不断扩充我的‘百科全书’。”

丁玉萍 胡强

3 年前，李堆从西南石油大学毕业，从天

府之国的成都来到黄沙弥漫的戈壁，成为西

北油田采油二厂油气处理部的一名新员工。

此后，他先后担任轻烃站见习员、轻烃站

班长助理、技术组技术员、技术组副组长，

2023 年底成为技术组长。因破解生产难题

见长，他被大家誉为“难题克星”。

油气处理部承担着西北油田 85%以上交

油任务，是油田公司原油处理规模最大、介质

物性最复杂、管理难度最大的油气处理单

位。在这里，大学主修油气储运工程的李堆

找到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

李堆一身浓浓的书生味，内向，不擅与人

交流，解决工艺设备的“疑难杂症”，提高装置

安全高效运行能力是他最大的爱好。

现场设备繁多，管线密如蛛网，与书本上

的知识差距很大。他跟着经验丰富的老师傅

爬管线、查流程、看设备。他“泡”在现场，观

察装置和设备结构，熟悉每一台设备、每一条

管线、每一项技术指标，熟练掌握每一项操作

技能。繁纷复杂的工艺流程和设备，他由陌

生变熟稔。3年多的时间，他记了 6本笔记。

酸化油是单井在酸化压裂初期的反排

液，具有高度乳化的特点，是最难处理的原

油，也是困扰联合站生产的重点难题。对酸

化油处理工艺进行优化，提高酸油处理效率，

成为技术组攻关的重点。

今年开年，二号联合站酸油处理遇到瓶

颈。酸油热化学处理效率与离心工艺效率不

匹配，导致碟片离心处理来液含水高，超过离

心设备稳定运行限度。

李堆带领全组人员，从酸油物性差异入

手，连续三天昼夜奋战，对不同油品逐一进行

破乳及含渣测定，通过抽丝剥茧，最终揪出

“元凶”：S61、西南环保等落地油影响最大。

他们决定优化工艺，将 620 卸油点进行

改进，剥离出这些极难处理油，直接进入卧螺

离心机将乳化渣相脱出，首次创新对高低品

质酸油进行种类划分，并分类处理。

在酸化油处理药剂方面，他们开展影响

性评价实验。对罐底高含渣酸油特效药筛

选，开展药剂筛选实验 50 余次，筛选出专用

药剂 275、808 两种，提高酸油处理系统效率

40%，从而解决了酸化油处理难题。

为了优化一个参数，李堆盯在现场，一天

工作十几个小时，直到累得眼睛发酸发痛睁

不开才肯罢休。眼底的红血丝，长了又长。

截至 4月 30日，油气处理部累计完成交油

93.47万吨，达到任务进度指标，其中完成酸油

交油 9000吨，顺利降低酸油库存；完成轻烃液

化气副产品外销2.9万吨，超任务进度8000吨。

甘志鸿 邓昊

在新钢集团 2500 立方米高炉上，有这么

一位 95 后，她上得炉顶，下得库房，坐得主

控，跑得现场。她用自己的努力与成长，在高

炉口美丽绽放。

她就是炼铁事业部 2500 立方米高炉作

业区工长曹代琴。

2021 年 7 月份，毕业于重庆科技大学冶

金工程专业的曹代琴通过校招来到新钢，成

为炼铁事业部的一员。

初来时要轮岗学习，曹代琴有过许多不

适应——第一次倒班工作后，她回去一觉睡

到了下午 5点……

在那段时间里，曹代琴也曾迷茫过，尤其

是一起来的女生第二天就选择了离开，她也

不禁问自己：一个女生选择了钢铁行业，真的

正确吗？

让她留下来的，是2500立方米高炉作业区

的温暖。

从热渣到上料再到平车，从看数据到炉

温走势判断，再到渣皮波动原因……几个月

轮岗工作带给她的，不仅有逐渐熟练的技艺，

还有来自工友的关怀。

一次当班，带她的师傅曾小鸿前往现场

巡检，曹代琴则在主控室负责操作。由于当

天生产要求，需要临时进行手动大烧操作，这

对当时还未进行过相关实操的曹代琴无疑是

一大难关，她只能打电话给曾小鸿。曾小鸿

第一时间安慰了紧张的曹代琴，通过视频手

把手地指导，帮助她第一次完成了大烧操作。

“你看，多操作几次就熟悉啦！”实操结束

时，曾小鸿在视频里向曹代琴竖了个大拇

指。曹代琴紧绷着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笑容。

师傅对她的帮助并不仅限于工作——由

于担心曹代琴一个人在新余会孤单，曾小鸿

周末经常会邀请她到自己家里来玩，或是一

起去周边玩。

2021 年底，结束了数月的轮岗后，曹代

琴正式成为一名高炉工长，负责高炉内部调

节及炉外监管工作。

在去年年底新钢集团史上最长最难的大

修中，工长曹代琴全程参与——在闷热的风

口平台上，她顶着现场的高温将一个个炮泥

搓成团，交给身边同事堵实风口；在高炉炉

顶，她攀上手扶爬梯，在刺骨的冷风中清理着

炉顶放散的硅胶圈……这个来自重庆的“辣

妹子”，在高炉上唱响了一曲属于钢铁女工的

《谁说女子不如男》。

张开亮 李洁

在中铝山东有限公司动力厂供电工区，有一位工作

了 29年的继电保护班班长丁荃。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

颗永不滑丝的“螺丝钉”，用精湛技艺守护供电线路，于平

凡之中见不凡。

1995 年退伍后，丁荃成了一名继电保护岗位的工

人，从学徒到班长，从普通青工到高级技师。他一步一个

脚印，坚守奋战在供电战线上，青丝变华发，4 次荣获公

司级“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称号。

钻得深，业务精。“作为一线工人就要沉下心、迈开

腿、俯下身、动起手，就要把设备当成自己的娃，才能对设

备的脾气和特性了如指掌，干起活来才能得心应手。”丁

荃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供电工区所辖 50座变配

电站，千余块高压盘，200公里二次电缆遍布铝城各个角

落。每逢处理故障时，他总能以最快的速度锁定目标设

备和线路。有年轻人问他是如何做到这么快到达现场

的，他笑着说：“你要像我一样每天跑上几趟熟悉现场情

况，很快就能超过我。”

拧得紧，保运行。2023 年盛夏的一天，煤气站空气

压缩机高压开关柜突发故障无法开机，现场储存的特种

气体只能维持生产系统运行三至四天。一旦造成煤气站

停运，将会给公司氧化铝生产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

失。面对险情，丁荃迅速带领班组人员赶到现场。他第

一个冲上去，查回路、测元件、捋线路。他与大家轮番上

阵，连续奋战三天两夜，最终消除了安全隐患。

丁荃就像螺丝钉一样，紧固在百公里供电线路上。

赖雨冰 张磊

“小陈，昨晚机房设备告警没有？”

“刘姐，你今天记得把近期下发的重要文

件组织大家学习。”

“邓姐，你接班后把机房卫生搞一下，保

证机房干净整洁。”

“吴工长，你们点外作业什么时候出发？

出发时告诉我，我记录一下。”

“黄顺，你们天窗作业什么时候销记的，

我上传一下施工信息。”

……

4 月 25 日早上，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通信段惠州监测分析室的工长王

上旨先去机房查看设备状态，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他就像一个爱操心的老人，一遍一遍

叮咛着各种事项，而实际上，他才 29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上旨就养成

了爱操心的毛病。监测分析室分管的设备

多，接口多，业务多，每天要对传输设备和网

管进行试验分析。自从去年承接了车间日常

工作的监控管理后，事情更多了，也更杂了，

但这难不倒王上旨。

车间管内有 5 个工区，为了不遗漏重要

工作，王上旨习惯把大小事务记在本子上，

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是他操心的见证。“我

多付出一点，大家的工作就能及时保质保

量完成。我现在有一个毛病，就是睡觉前

总在想今天有没有遗漏掉什么工作。”王上

旨说。

“由于王上旨的及时提醒和监控，下面工

区被上级发牌的次数越来越少，作业过程规

范了，个人考核也少了，工作效率高了，车间

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说起惠州车间现在的

工作情形，车间主任温必云表扬道。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王雪琳

一支平均年龄 27岁的队伍，常年奋战在

机组运行一线。在他们的守护下，连续安全

运行 1800多天的纪录正在不断延伸。

作为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洛河电厂有史以

来最年轻的集控运行队伍，发电管理部三期二

值的12名人员有着自己的一套安全“密码”。

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现场操作人要留心安全提示，注意坑洞

盖板绕行，高温高压设备附近不许长时间逗

留……”班前会上，主值陈小宝正在进行安全

提示。在他看来，安全意识入脑入心不是口

号，而是行动。

同样，对于年轻的三期二值所有人员而

言，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树立牢固的安全

意识至关重要。

为了帮助年轻职工尽快适应岗位，认识

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班组在每位新人入职

之初便根据其专业一对一制订学习计划。每

天的班前班后会更是学习相关操作规范、工

作流程的好时机，新人都会受到“重点照顾”。

此外，在每周定时开展的集中学习中，班

组还会邀请专业负责人分科目、分课题，有针

对性地面向青年职工开展安全技术教育。

在这样高频次的培训下，一批又一批的

年轻人成长起来。

安徽省直青年学习标兵彭曦便是其中之

一。进入三期二值班组后，他在师傅的指导

下，各项技能突飞猛进，先后两次在集控值班

员竞赛中获得荣誉。

彭曦回忆：“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前辈们就

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安全生产和标准化运行的

重要性，如今这已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习惯。”

在集团氛围的渲染下，年轻职工们的思

想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从“要我安全”变成了

“我要安全”。

在集控室的操作台上，有一摞厚厚的安

全学习记录本，上面详细记录了班组每次巡

视检查、限时消缺等工作要点。细细翻阅可

以发现，记录本上的字迹从一开始的寥寥几

笔，到如今已经变成条目众多且条理清晰。

2023 年，三期二值的安规考试合格率达

100%。在发电部举行的一季度“千次操作无

差错”竞赛中，三期二值更是拔得头筹。

“这还远远不够哩，下一步我们要向‘我

会安全’转变，让每个人都成为安全生产的行

家里手。”三期二值单元长刘建锋自豪地说。

让技改创新赋能安全

洛河电厂三期于2007年建成投产，受当时

技术限制，部分设备陈旧老化，自动化程度低，

成为制约电厂安全生产和平稳运行的瓶颈。

为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进一步强化设

备安全管理，三期二值的职工们在积极做好

日常巡检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

每年制订发电机组等主辅设备技改和检修计

划，大力开展设备等级检修和状态检修。

应修必修、修必修好。“检修是基础，若想

真正提升设备性能，关键的创新升级必不可

少。”三期二值值长说。

为了进一步提升三期机组运行的稳定性，

去年洛河电厂对 5号机组进行综合升级改造，

但在实验过程中，因部分效果未达到预期，出

现了高压水位异常等问题。正当攻关团队一

筹莫展之时，三期二值班组挺身而出，他们以

生产现场一线数据为基础，结合实操经验，仔

细梳理设备结构，不断优化控制逻辑。

经过一个星期的探索，终于找到了症结所

在，圆满完成了RB动作实验（辅机故障减负荷

功能的检验试验），使得机组在辅机出现故障

时能够安全、快速地降低负荷，确保各控制系

统及辅机设备在故障时能够协调一致地动作，

为机组的自动化运行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作为电厂

运行的一线职工，我们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转化为创新课题，也是在为电力生产安全稳

定添砖加瓦。”李默言颇为自豪地说。

2023年，三期二值的 12名职工先后获得

5 项“五小”成果，为机组安全运行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支持。

让安全渗透每个环节

“本班生产任务顺利完成，发电机定子冷

却水流量测点漏水问题已解决，注意持续监

控后续情况……”下午 4 点，交接班时间，不

同于其他时间的安静专注，此时的集控室最

是热闹。

电厂的“零距离”交接班制度严格规定上

个班的生产带班人必须参加下个班的班前

会，将本班的生产任务情况、设备运行情况、

指标控制等情况与下个班的职工进行点对

点、面对面的沟通。下一个班的接班人员接

班后，必须认真填写好岗位交接班记录单。

“细致的交接班能够让当班职工第一时

间了解和掌握上一班存在的各种问题及隐

患，并及时采取措施给予整改，消除盲目带班

的短板，极大地降低了事故发生率。”副值郑

宏顺介绍道。

小细节关乎大安全，除了“零距离”交接班

制度，为了不断查漏补缺，进一步巩固提高机

组安全生产稳定性，三期二值在迎峰度夏、迎

峰度冬等特殊时期开展专业隐患大排查工作，

创新运用“巡检+监管”网格化管理模式，配备

青年安全监督员，重点排查漏油、漏风、防火、安

全设施等隐患，检查已闭环问题的整改效果。

过去一年，三期二值共开展了 3 轮次隐

患排查，累计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60 余处，并

通过跟踪管理，及时整改，确保将隐患消除在

萌芽中。

刘建锋告诉记者：“安全生产不仅是一种

态度，更是一种责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

中的每一个细节，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

阅 读 提 示

“我守护你，你成就我”

爱操心的小工长

守护百公里供电线路的“螺丝钉”

为使年轻人早日成才，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
原车辆段以技能大师为引领，组建14个工作室，对铁路动客
车安全生产和技术难题进行攻坚。他们采用“技术骨干+青
年大学生”的小组攻关模式，在传帮带中充分发挥青年职工勤
学善思、钻研创新的优势，先后成立客车集便器等16个项目
组，完成技术攻关50项，其中9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

图为该段技能大师周文刚（中）与小组青年职工试验自制
的动车组高压电故障应急工装设备。 刘路 张晋彤 摄

让年轻人早日成才

广西誉升锗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氧
压浸出生产车间氧压工段一班是 2021年
7 月组建的年轻班组，他们仅用 15 天时
间，就顺利打通了生产流程，正式投产运
营，创造了氧压浸出工艺最短的成功试产
时间。今年“五一”前夕，这个由 8名平均
年龄 35岁的青年组成的班组获评全国工
人先锋号。

图为氧压工段一班工人在氧压浸出生
产车间巡检。

韦盼 韦盛龙 莫汉武 摄

年轻班组成“先锋”

作为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洛河电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集控运行队伍，发电管理部三期

二值的 12 名人员有着自己的一套安全“密码”。在他们心中，安全生产不仅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责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是责任也是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