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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培养出更多的智能化工匠

让监测系统如虎添翼的“数字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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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每一个人的事安全是每一个人的事

左伟青

5月 5日 22时 35分，动车检修库内，耿涛

半蹲在 5047 动车组 2 号车厢 QRK 柜前，拆

卸、接线、安装、试验……三下五除二就将一

个风扇更换完毕。

动车组列车 QRK 柜内放置大量电子设

备，长时间工作产生大量的热量，通风冷却尤

为关键，3 个小型电风扇组合散热模块因超

负荷运行故障频发。由于风扇并联工作无法

及时判断故障位置，只能整体更换，维修成本

居高不下。技术攻关组研发出可对风扇独立

检测检查的 QRK 柜通风机实验台，能够快

速锁定风扇故障位置，直接更换小单元，维修

成本从 4800元降到 95元。

耿涛是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

司包头车辆段的动车组机械师，也是刚刚荣

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呼和浩特东动车运用所

技术攻关组的成员——这个平均年龄仅 32
岁的团队总能第一时间完成对“疑难杂症”的

判断处置，被称为无所不能的“特种兵”。

“第一眼看到动车组就感觉特别高大上，

有机会上车了，督促自己一定要把业务学

好。”杨文广是包头车辆段首批动车组机械

师。他潜心研究各系统诊断控制原理，总结

的图纸资料记满几十个笔记本，很快成为青

年职工中的佼佼者。2018 年，面对动车组疑

难故障诊断和技术交接梗阻一直难以实现有

效突破的实际，技术攻关组应运而生，杨文广

是第一任负责人。

“特种兵”们都是 90后，共同的特点就是

对技术知识的狂热渴求，很多人都是在各类

技能竞赛中脱颖而出的，获得过“全路技术能

手”等省部级荣誉的就有 8人次。近两年来，

擅长软件设计的博士、数据分析的硕士和编

程算法的本科生等技术骨干纷纷加入，技术

攻关组的磁场效应日益显现。

“我们坚持创新成果服务现场、在生产一

线捕捉创新点。”技术攻关组现任组长韩志刚

介绍，班组先后获得 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通过技改革新累计节约成本 500余万元。

检修场上的“特种兵”检修场上的“特种兵”

李继峰 高凯

这个夏天，对于中煤三建朝源煤矿应急指

挥中心监控班班长宁浩来说是个收获季：他被

命名矿级“智能化工匠”；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

工作室挂牌了；他整合的“三位一体”监测智能

化管控平台一次性通过了矿上的验收。

宁浩在煤矿监测监控数字网络平台上

“唱主角”，职工都称他“数字班长”。

矿井监测监控关系矿山和矿工的安危，

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岗位。宁浩虽然在校学

过电子信息课程，但煤矿监测系统的性能、原

理等都是全新的知识，他拉厂家的工程技术

员建了个微信群，遇到难题一起分析破解。

不仅如此，他经常来到材料库，把监测系统的

主机拆下来又安装上，对照图纸和说明书反

复琢磨，直到把问题背后的“逻辑”弄通弄透。

煤矿的监测监控系统就是与瓦斯“老虎”

打交道。监测监控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否则

千里之堤可能溃于蚁穴。

为了杜绝监测仪器出现误报警的情况，

宁浩翻阅大量资料，对照图纸研究变频信号

的来龙去脉，随后到现场勘察，与矿上的机

电人员共同研究，采取隔离信号源、电缆分

开吊挂和监测设备增设抗干扰型 IF 转换板

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解决了设备误报警的

问题，确保每台设备运转正常，监测数据准

确可靠。

“过去，我认为监测工就是干些加油、打

扫卫生之类的粗活，自从和‘数字班长’一起

工作后，他将学习工作化，督促我们学习最新

的监测技术，现在听到设备运转声音就能判

断故障点，我的本领强了，信心足了。”监测工

张其华说。

“矿井投产以来实现瓦斯零超限，监测班

功不可没。别看宁浩年轻，降伏瓦斯技术是真

的好，现在有了‘三位一体’监测系统，更是如

虎添翼。”该矿总工程师赵斌对宁浩评价很高。

去年 12月，由宁浩领衔，该矿抽出 4名工

程技术人员配合，通过 6个月的技术升级，为

矿调度所开发出了覆盖井下的监测系统。这

个系统集井下瓦斯监控、粉尘监控和突发应

急指挥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瓦斯管理智能程度越来越高，对操作员

工的入门门槛也越来越高。为把每个员工都

培育成工匠型员工，宁浩利用业余时间将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编制成培训教材并制作

成 PPT 为大家授课。他还引导员工利用网

络借鉴其他矿井的瓦斯管理经验。

“14 年来，宁师傅自律踏实、严格专注、

敢于较真，身上散发着特殊的人格魅力和精

神力量，是我和工友们学习的好榜样。”安全

矿长何海龙感慨地说。

宁浩作为一名“矿二代”，特别能吃苦。

今年 4月，综掘二队迎头出现淋水，宁浩带着

工友跑去检修。他穿着雨衣，在淋水中挪移

设备，连续奋战了 9 个小时。“我们这是冒着

枪林弹雨在工作。”他说。乐观的心态让他无

惧任何挑战。

“煤矿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矿井数字人

才越来越重要。宁浩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他要为矿上培养出更多的工匠型数字化应用

人才。”矿长刘伟洋说。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阮冠华 周道彬

“压力越大的时候，用得越多。最近没怎

么用，收尾阶段压力没那么大了。”5月 10日，

赵亮亮指着办公桌上的握力器对记者说，瘦

削的脸上挂着长时间累积的疲惫。

赵亮亮是上铁建工集团江苏雷威芜湖分

公司盐城市 204 国道下穿徐盐高铁、新长铁

路工程项目经理。该项目部是一个平均年龄

仅 30岁的年轻团队，1989年出生的赵亮亮是

这里的“老大哥”。干这个项目 1 年半，他的

体重从 130斤降到 118斤。

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项目资料，还有两

件特殊物品——一盒灵芝孢子粉，用来“强身

健体”；还有个握力器，不是为了练手劲，而是

用来释放压力。

赵亮亮 2012年入路，从技术员做起，一步

步走上技术主管、项目总工、副经理等岗位，

2018年以来担任项目经理。“这次是我第三个

当项目经理的项目，也是体量最大的，下穿公

路、普铁和高铁，最大的压力来自确保安全。”

对于安全的认知，赵亮亮刚入路的时候

就有一次深刻的教训。当时他在干安徽亳州

的一个项目，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在铁路护

栏上挖了个洞，到铁轨上玩，把火车拦停了。

“得知消息后我特别害怕。”他说，在线路上

施工不能有一点点闪失，要细而又细，尤其是

通道门要严格管理。

干下穿高铁项目，要封泄水孔、安装防护

栏，天窗点在 0 点到 4 点，作为项目第一责任

人的赵亮亮都要带队去干。“4 点干完，开个

总结会，五六点躺到床上，7点多又有人打电

话来。”他说，“手机 24小时待机，几乎睡不了

什么安稳觉。”

干既有线下穿工程，顶进时的安全风险

最大。“一个箱涵将近 1000吨，用千斤顶一步

步推。”他说，下穿新长铁路顶进时是去年七

八月份，正好是雨季，最怕下大雨引起路基下

沉，“下点毛毛雨就睡不着了，一旦大雨就要

马上去巡查”。

在项目部会议室的墙上，贴着一张晴雨

表。红色、黄色、黑色、蓝色的圆形贴纸标注着

每一天的天气情况，分别对应晴、阴、雨、雪，项

目上据此安排每天的工作。

“安全是项目部每一个人的事。”赵亮亮

说，施工前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隐患考虑到、解

决掉是关键。比如顶进的时候，后续要用的

材料都堆放到箱涵上面，高了会影响火车行

驶，所以找人测量好了再堆放，确保人进去不

影响线路运行。

31 岁的技术员曹成成说：“以前在其他

公司，八九米高的施工平台我没有任何防护

就敢爬上去。2018 年到了雷威，管理比较严

格，要求做好一切防护措施，我刚开始还不适

应，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安全的重要性。”

生活中的消防安全也不可忽视。在这个

项目部，宿舍里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而且所

有插头都是 USB插孔。

32 岁的退役军人杨书涵是专职安全员，

2015 年入路以来遇到过大大小小不少安全

事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一次消防事故。“附

近村民烧秸秆，火顺着围挡烧过来。”他说，

“事后我反思我们的消防措施哪里不到位？

如果围挡的草皮设个隔离带，火苗就不会沿

着草皮烧过来了。”

还有一次，杨书涵和同事骑电动车下班

路上出了事故，一个腿骨折，一个头缝针。“我

也反思了，项目部和宿舍有距离，下班以后的

交通安全也需要注意。大家的重心都放在现

场，没重视生活中的安全。”

所有反思都是为了把安全工作做得更

好。“小小的项目部是基层中的基层，是安全生

产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杨书涵说，“安全工作

每一天都从零开始，必须始终保持敬畏之心。”

王建 邱长鹏

“让最辛苦的人成为最幸福的人！”5月 16日，山东能

源兖矿能源东滩煤矿组织“矿嫂探班 为爱前行”下井体

验活动。此次活动不仅让 7 位矿嫂有机会深入 800 米深

的井下工作面，亲身感受爱人的劳动场景，更在矿井中传

递了家人对旷工的安全嘱托，共同构筑安全思想防线。

“3309”这个工作面编号被矿嫂们深深印在心间，因

为每天丈夫回家，嘴边念叨的就是这个工作地点。

在接受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器使用培训后，矿嫂们

换上宽大的工作服和胶靴，戴上沉重的自救器和矿灯，一

个个直呼“好沉”。

“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必须保证安全，大家再检查一

下防护用品，佩戴齐全后咱们出发！”带队的综掘二区党

支部书记马广振叮嘱。

一踏入罐笼，随着副井口工作人员完成安全确认，防

护链缓缓放下。原本轻松交谈的队伍在罐笼猛然开始下

降的瞬间陷入了沉寂。罐笼下降的速度远超电梯，带来

的失重感异常明显，初次体验下井的矿嫂们感受到了耳

膜的不适，下意识地紧紧抓住了扶手。

经过几分钟的黑暗中穿行，众人终于抵达了下井口。

令人惊讶的是，巷道宽敞明亮，电缆管线笔直悬挂。“井下跟

想象中的不一样！”“真的，你看多漂亮！”矿嫂们你一言我一

语，原本对井下阴暗、潮湿、狭窄的担忧瞬间化解。

排队，乘坐胶轮车，经过半个小时颠簸，又走了一段

路，终于到达 3309综放工作面。

早已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矿嫂李茹一眼就找到满脸

灰尘的丈夫孙爱民。她一只手拉住丈夫，另一只手拿起毛

巾，仔细地帮他擦拭汗水和灰尘，两行热泪滚滚而下。随

后，她把自己准备的爱心餐送到丈夫手上：“老孙，你辛苦

了，这是你最爱吃的菜。”“茄子炒肉，真香！”打开饭盒闻了

闻，孙爱民嘴角忍不住地上扬，大家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从事采煤工作 30多年，今年 9月孙爱民就要退休了。

离岗之前能让家属来井下看看，对他来说格外有意义。

“这是综掘机，我们的高智能装备。这个是转载，这个

是皮带，煤就是从综掘机到转载再到皮带，就这样运走了。”

由于工作面限员，矿嫂们和女工协管员分 3批到迎头参观，

而掘进工们则不厌其烦地介绍工作环境和工艺流程。

从入井到工作面一路参观下来，矿嫂们早已汗流浃

背。虽然知道丈夫平日工作辛苦，但置身其中感受更加

深刻，也不由得暗暗心疼起丈夫来。

“以前我埋怨他没时间陪我跟孩子，今天看到井下还

是很辛苦的，而他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劳动，挺不容易！”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要当好贤内助，不给老公拖后腿。”

返程途中，矿嫂们畅谈了各自感受，纷纷表示今后会更加

关心体贴自己的丈夫，让他们在井下安心工作。

“矿嫂探班”共筑安全防线
5月 24日，浙江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

公司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举行职工技能大
赛焊工技术比武活动，12名焊接能手齐聚
一堂，通过平焊、立焊、横焊、仰焊等精湛的
手工电弧焊技艺，在规定的时间内焊接出
公司工会的品牌LOGO，实现工匠精神与企
业文化的双重展示。图为机修分部修理三
班的选手们在比拼焊接技艺。 蒋晓东 摄

双重展示

5月 20日，在冀东油田35千伏架空线路滩庙332线电塔
上，冀东油田新能源事业部员工正在更换老化的避雷线。该
线路避雷线运行年限较长，腐蚀严重。

杨军 张猛 摄

线塔上的“啄木鸟”

赵春国 李吉建 丁静

贾林林是中石化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公司生产测井工

程部测 4 队的野外操作手，一米八几的个头，95 公斤，壮

得像铁塔。

谁也看不出来，这么粗犷的一个汉子，竟然心细如

发，搞出了很多提高安全生产的小发明、小革新。为了更

好地在基层一线推广，公司还给这些发明革新起了个名

字叫“贾林林工作法”。

野外操作手看着简单，其实责任可不轻，既要负责射

孔施工中火工品的领取、押运、现场管理，又要进行射孔

器材的现场装配，同时还有安全风险较高的任务——射

孔弹排炮、射孔枪组装。

说起贾林林搞革新、搞发明的源头，竟然是因为 6年

前在一次工作中出了糗。

那是测 4队刚刚接手胜利工区非常规射孔施工的时

候，上级领导要来现场检查，贾林林本想露一手，结果怎

么也点不了火。通过排查原因，最后发现是在半封闭空

间中穿线时有一小截信号线窝在里面被挤破了，造成了

信号短路。那次经历让贾林林一直耿耿于怀：怎么想个

办法能一目了然地判断线有没有被挤，保证射孔枪接线

安全呢？

一次，贾林林带孩子打防疫针时看到护士拿着针管

往上推药，灵感来了：既然针管上药水的容量可以用刻度

标记，那么导爆索的长度也同样可以做标记。说干就

干！小队施工第二口井时，贾林林拿胶布为信号线做上

标记，直到从小窗口看到记号后，再连接仪器下井，果然

没有再发生线被挤住的情况。开了窍的贾林林，自此迷

上了发明和革新。

“出糗”造就创新能手

5月 11日，国家电网河北沧州市渤海新

区供电公司联合黄骅港海关志愿者走进南

大港湿地开展“守护双翼”爱鸟护鸟共飞翔

宣传活动，旨在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

识，共同保护野生鸟类。

在南大港湿地南广场，志愿者们开展了

电力设施安全与鸟类保护知识的普及活动。

他们与游客面对面交流，引导大家增强爱鸟

护鸟意识，共同营造保护野生鸟类的积极氛

围。活动中，志愿者们不仅对湿地周边3公里

的架空线路进行了徒步特巡，还重点查看了

电杆上特别设置的候鸟栖息架和生态鸟巢，

黄骅港海关也正式加入了该公司的“鸟—线”

双向保护联盟。今后双方将开展跨专业、跨

单位的公益联创共建活动，共同推动电网与

鸟类和谐共存。接下来，该公司将继续扎实

推进国家电网“候鸟生命线”公益项目，积极

拓展宣传形式，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和资源，

形成生态环境共建、共保的良好局面，树立

良好的企业形象。 （田浩 潘小佳）

打造生态名片 树立企业形象

国家电网吉林四平供电公司党委持续推

进“党建+安全生产”有效融合落地，全过程确

保施工作业安全合规。创新采用“彩虹作业

现场”管控模式，定制工作负责人、专责监护

人、督查人员等 7种不同颜色的工作马甲，明

确区分作业现场重点人员身份标识，强化不

同分工人员责任落实。

该公司在施工前开展模拟推演，明确

各项任务及风险点，剖析各作业现场违章

点、人员分工、采取何种反违章措施等内容，

再根据推演结果，下发“订单式”作业风险提

示单，做到“一现场一策略”，实现违章行为

由“事后处罚”向“事前预控”的良性转变，全

面提升反违章工作质效，坚决杜绝安全事

故发生。

该公司还妥善利用推演数据库，因地制

宜开展多媒体反违章工作宣贯，完成制作《典

型违章警示折页》4期，制作视频3期，开展“党

员讲违章”19课，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

理念深植员工内心。 （张浩 郑天宇）

强化责任落实 提升工作质效

今年以来，贵州省仁怀市大坝镇探索建

立“源头储备、跟踪培养、动态管理”为一体

的人才全链条培养机制，为加快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实施“优选”工程。通过大学毕业生回引

一批、致富能手培养一批、退役军人定向推荐

一批“三个一批方式”，选优配强头雁队伍。

实施“提质”工程。建立“一人一策”培养计

划，构建以市级培训为龙头、镇级培训为主

体、村级培训为网点的“三级培训网络”。

实施“严管”工程。严格执行村党组织

书记县级备案管理制度，按照“一人一档、一

村一册、一镇一库”要求，规范建立信息化档

案，推进村级事务规范化运行，健全完善议

事决策、工作日志等制度。实施“激励”工

程。执行村干部“1+7”激励保障机制，落

实“基本报酬+绩效奖金+任期补贴+集体

经济发展创收奖励”的报酬持续增长机制

和“四在农家·和美乡村”样板区分类创建

奖励补助。 （蔡禹灵）

建立培养机制 夯实振兴堡垒

近日，国家电网河北枣强县供电公司组织

工作人员对辖区变电站站内重要电气设备进

行了全面特巡，确保电力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为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力稳定供应，该

公司结合往年经验，精心组织、科学部署，强

化保供措施，全力保障客户“清凉度夏”。据

了解，该公司提前建立“迎峰度夏”保供电机

制，拟出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全面加强工作

组织和责任落实，安排工作人员多次到重要

变电站、线路进行巡视，对设备缺陷做到早

发现、早消除。该公司还组派党员服务队走

进社区、企业等开展“e 起节电”宣传活动，

依托网上国网 APP 帮助客户分析用电情

况，传授节电小技巧，引导和鼓励客户节约

用电、错峰用电。

下一阶段，该公司将持续完善迎峰度夏

供电服务应急预案，加强抢修服务队伍力

量，提高全天候响应和故障快速处置能力，

全力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当好客

户的“电保姆”。 （崔广尚 宋旭阳）

全面巡查设备 保障电力供应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