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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牛人”带出一群“牛人”

李继峰 胡伟

日前，中煤三建朝源煤矿的一场监测技能“小比武”

中，班长宁浩凭借过硬专业能力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他说这得益于矿上新开的“班长夜校”。

宁浩是去年刚任职的监测班班长。入职之初他曾因专

业不对口迟迟找不到开展工作的突破口，谈及如今的转变，宁

浩坦言：“矿里组织的‘班长夜校’，帮助我提升了专业技能、掌

握了工作方法，让我在短时间内适应班长的任职需要。”

此前，该矿领导在调研时发现，一些新班长任职后忙

于事务性工作，对“该干啥、干啥好”没有思路，更有些新

班长任职一段时间之后，工作中“手忙脚乱”，管理上“脚

踩西瓜皮”。

新班长不精专业、不懂管理就难以履行岗位职责，不

仅影响工作积极性，也会阻碍个人成长进步。针对这一

情况，该矿决定为新班长开设“班长夜校”，通过“口对口”

学习、沉浸式操作，帮助新班长打牢根基，提升综合素质，

拓宽管理视野。

为确保授课培训质量，他们在全矿范围内遴选专业

素质过硬、授课经验丰富的副总经理以上管理干部授课，

内容涵盖多个专业；采取“分批轮训、集中补培”的方式，

确保全覆盖掌握所列课程；还组织新班长模拟实操，结合

班组日常工作需求，设置精细管理、思想疏导等沟通演练

课程，帮助他们理清工作思路、掌握方法技巧。

“班长夜校”制度严苛，坚持逢课必考，三场不及格，

摘其“乌纱帽”。

“一个口令都不能错。”新班长吴坚负责调度工作，由

于矿上智能应急系统的调度程序复杂，他一度产生畏难

心理。安全副矿长何海龙得知情况后，利用“班长夜校”

安排了一堂演练实操课。

课堂上，何海龙模拟井下火灾、水灾和断电等场景，

让吴坚和受训人员指挥调度。刚开始，吴坚多次把指令

发错，急得直冒汗。随后，专家展开现场教学，一边讲解

演练程序，一边操作示范，从整体流程到局部操作，从人

员撤离到生产系统恢复等方面，帮助吴坚熟悉掌握业务

技能。

经过培训，吴坚不仅快速掌握了应急指挥技巧，还按

照专家的言传身教，自行梳理汇编了一套应急指挥流程，

成为培训职工适应智能应急系统的教案。

“上夜校解决了工学矛盾，同时帮助新班长加速成

长，尽快适应岗位需求、提升管理能力。”矿长刘伟洋说。

“班长夜校”真解渴“班长夜校”真解渴

修旧利废修旧利废

杜宗军 姜松

杨莲，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 2010 年度采油工职业技能竞赛

金奖获得者；付江徽，集团公司技术能手，拥

有 8项国家专利；张峰，集团公司 2012年度采

油工职业技能竞赛金奖获得者；张宏，集团公

司 2015年度采油工业务竞赛金奖获得者；周

文明，集团公司 2016年度注水泵工技能大赛

金奖获得者……

这群“牛人”都来自中国石化江苏油田采

油一厂。如果有心人再稍微统计一下，还会

发现他们师出同门，有一个更“牛”的师父

——江苏油田首席技师、采油一厂高技能人

才工作室主管厉昌峰。

“一人牛不算牛，能带出一群牛人才真叫

牛。”这是大家对厉昌峰的一致评价。

厉昌峰不仅精于技术，而且甘为人梯。

10 多年来，他带出 40 名徒弟，1 人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17 人被评为省部级技术能

手，27 人获国家级、集团公司级技能竞赛金、

银、铜奖。

厉昌峰一手创建的高技能人才工作室，

汇聚采油、注水、集输、电气焊等专业技术高

手，每年申报的创新成果 20项以上，成功率达

到 90%以上。

作为扎根一线 35年，从油田第一位采油

工技师成长起来的集团公司特级大师，他深知

技能提升对员工成长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给员工技能“充电”，厉昌峰先后编写教案

和案例 600多个，主编《采油基本技能读本》和

《采油工技能培训读本》两本总计 21万字的采

油工种训练教材，成为江苏油田技能鉴定指定

教材。

从 2005 年起，厉昌峰作为主教练，7 次

率队备战集团公司职业技能竞赛采油工比

赛项目。

针对选手特点，他制定“一人一策”培训

计划，并采用分步训练、视频回放、仿真训练

等多种办法。一位好教练总能挖掘出选手

的潜力。“他的训练不是机械式的，他一眼就

能看出哪些动作不规范，可以用什么方法改

进，所以跟着他训练特别有干劲和热情。”张

峰说。

2009 年，厉昌峰牵头成立油田首个高技

能人才工作室，开始传技带徒。近年来，他所

在的采油一厂加大投入，按照“七有”标准，建

成 500平方米的厉昌锋大师工作室。还开设

“科技之光论坛”，开通经费和技术支持的绿

色通道。越来越多的技能人才聚集到一起，

先后有 209人次加入工作室。

厉昌峰的女徒弟杨莲说起她成长过程中

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我第一次搞创新时，设

置了一个内置式取样装置的流程走向方案，

师父让我至少提 5~6 个方案，我不禁牢骚满

腹。师父耐心教导说，创新不是一拍脑袋就

行，它是严谨认真的论证过程。在他的指导

下，这个装置研制很成功，让我体会到了认真

干活、执着做事的喜悦。”

因为带的徒弟顶呱呱，2022 年厉昌峰

获得人社部表彰，被评为国家技能人才培

育突出贡献个人，2023 年他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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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 8 时 40 分，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检修车间轴承检修间里，探伤组轴承滚子探伤工吴

燕坤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刚从传送槽传过来的轴承滚

子仔细观察。工作台上的一面镜子吸引了外来者的目

光，它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吴燕坤和赵彩艳每天都会在 7 时 40 分来到工作区，

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然后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

轴承是客车车辆车轮上的关键部件，它相当于腿上

的关节。轴承由专人负责从轮对上拆卸，随后“乘坐”特

定的升降机以及传输带，经过分解、拆装、除锈、检查、清

洗等工序，一套 10 公斤的轴承就被分解成了轴承外圈、

滚子、塑钢保持架等部件。吴燕坤和赵彩艳就负责轴承

滚子的探伤工作，轴承滚子经她们的手，通过专用设备进

行磁粉探伤后，保证轴承符合技术要求。

她俩的工位一前一后，靠近轴承传送带。她们井然

有序地将一套套轴承滚子分次进行探伤，给轴承滚子进

行磁粉探伤的过程看似简单，但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当天的任务量，一连串的动作都得行云流水。“干习惯了，

就可以保持在 5分钟内完成一套轴承滚子的探伤作业流

程。”吴燕坤笑着说。

“在所有的作业流程中，观察这一关最为重要，确保轴

承滚子没有裂纹等缺陷。”赵彩艳介绍说。原来，工作台上

镜子的妙用就在这里——放在对面，可以辅助作业者对轴

承滚子的背面进行观察。“探伤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懈

怠，细微的故障要靠火眼金睛去捕捉。”吴燕坤说。

通常，一辆车会有 4 条轮对，一个轮子上就有 4 套轴

承，而一套轴承就有 14 颗滚子，重量在三四公斤。“我们

今天的任务有 6 辆车，两个人要合力完成 1344 颗轴承滚

子的探伤检测。”吴燕坤说。

一个轴承滚子看起来并不大也不重，但是平均每个

人要在一天不停地拿起、放下约 700 颗轴承滚子，这对

于女性来说非常考验臂力。“刚开始干的时候，一只手

一次只能抓 3 颗，速度有点慢，熟练以后就能一次性抓 5
颗，两只手一次最多能拿 10 颗，两次就能搬运完。”赵彩

艳说。

在工作时，她俩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不停地在站起

来和坐下去之间切换，哪怕是坐着进行滚子磁粉探伤，每

一次也都不超过两分钟。

本报讯（记者周怿 通讯员李燕 李晓）

“去年，咱们组在星级班组千分制考核中获得

897分，以 3分之差遗憾错失‘五星’。今年咱

们一定加把劲，把五颗星全都摘回来！”8 时

15 分，例行晨会结束时，钻头生产组组长张

良又发起了动员令。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周都会见到。在组长

张良的带动下，组里的成员们个个紧盯目标，

铆足干劲，誓夺“五星”。

今年以来，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以建

设“五型班组”为目标，创新实施班组长“一搭

二赛三关注”工作法，全力助推班组建设水平

上台阶。“挂星考核”就是“三关注”中重点关

注的一项工作。

“班组生产任务重，小事杂事多，一忙

起来就容易抓不住重点。”张良说，他将“一

搭二赛三关注”工作法写在了车间白板上，

即搭建员工活动平台，开展“小指标”竞赛、

参与“十佳标杆班组”擂台赛，关注员工思

想动态、群监员作用发挥、挂星考核情况

等，有了这份工作指南，平时再忙也好像有

了“主心骨”。

1 月份，为全力支撑套管钻井一体可钻

式钻头研发试制，张良带领全组加班加点开

展钻头仿真模拟和试验。连续一个月高强度

的工作压力下，组里的生产骨干老白扛不住

了，产生了明显的思想波动。

按惯例，张良会安慰两句，再让老白回

去歇一歇。但这次，他把老白拉到了办公

室，仔仔细细询问情况。原来，老白是因为

孩子面临高考导致心理压力大。于是，张

良耐心地宽慰开导，很快帮老白缓解了紧

张情绪。

“关注员工状态，班组和谐融洽才能完

成好生产任务。”张良有了“一搭”的灵感，

他利用工余时间开展“每周能量半小时”活

动，通过 EAP（员工心理援助项目）、技术交

流等活动，有效缓解员工身心压力，张弛之

间更有干劲。经过两个月的持续努力，一

体可钻式套管钻头在梁 115-斜 13 井试验

取 得 圆 满 成 功 ，一 开 机 钻 速 同 比 提 高

26.29%。

“员工素质能力是决定产品质量和车间

产能的关键。”所以，张良最上心的还有“二

赛”里的“小指标”竞赛。年初制定小指标提

升计划，后来陆续开展石墨块测量、群监员隐

患排查等各类竞赛 15场次，极大激发了员工

比学赶超的热情，车间产品质量也有了显著

提升。截至 5 月，钻头掉片率、缺陷率、返修

率持续为零。

“这套工作法很接地气、简单易记，解

决了班组长重点关注什么群体、哪些工作，

如何去做的问题。”张良说。“一搭二赛三关

注”工作法让班组运行更加顺畅，极大激发

了班组的创新创效活力，钻头生产组也获

评标杆“五型班组”、季度“红旗班组”等荣

誉称号。

在组长张良的带动下，组里的成员们个个紧盯目标，铆足干劲

今年一定摘“五星”

工作台上有面镜子

重新“上岗”
5月 13日上午，在河南能源集团永煤公司新桥煤矿，由

机修厂电工班修复的7台配电装置全部验收合格，陆续装车
运往井下，重新“上岗”，仅此一项就为矿井节省材料费35万
余元。图为电工班工人在修复设备。 秦海涛 摄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在车间
班组大力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之风，坚
持“一切成本皆可降”的理念，深入开展修
旧利废、自制加工活动，深挖内潜节支降
耗，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促进企业降本增
效。图为机械加工车间工人在对报废的电
机转子进行修复再利用。 石启元 摄

刘天海

芦草河站没有河，有的只是寸草不生的

戈壁滩和常年肆虐的风沙。它是中国铁路

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柳敦线（柳沟—敦煌）

上的一个五等小站。

干旱、荒凉、贫瘠是柳敦线上的特征，或

许源于对水的期盼，这条线路上的站名多以

水来命名，甜水井站、伊塘湖站、南湖店站、

龙口坝站……

5月 24日 22时 21分，芦草河站天窗点拉

开序幕。此时，一轮圆月高高悬挂在星光点

点的天际，皎洁的月光洒向戈壁滩，芦草河

站静静卧在月光中，安静祥和。嘉峪关电务

段敦煌党支部书记王伟宏戴着头灯边走边

说：“敦煌地区昼夜温差大，白天高温会引发

钢轨胀轨，我们只能选择夜晚作业，才能保

证行车安全。”

到达作业点后，大家马上投入紧张的

作业中，按班前会安排设置防护、检查轨道

电路、松动螺栓、信号机设备调试、各项功

能试验，逐个精调细调设备，测试各类信息

系统光电缆通道，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地

进行。

星星一闪一闪，就像一颗颗珍珠。头灯

在夜色中闪烁，交错辉映，就像无数街灯。

第一作业组组长甄小东带领信号工钟

浩和袁伟对芦草河站 1#、2#道岔进行日常养

护、检查调整。他熟练地打开转辙机，取出

仪器，对轨道电路和信号机的电气特性进行

测试调整和记录。他逐条逐根反复调试，仔

细检查，通过区间电话与室内分析人员联

系，保证测试数据和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确

保设备正常使用。

夏日的戈壁滩就像一个蒸锅，白天温

度达到 40 多摄氏度，到了夜晚，气温依然有

30 多摄氏度。紧张繁忙的作业早已让汗水

浸透工人们的衣衫。工长周长军是这儿的

“元老”，自柳敦线开通就主动申请前来，已

坚守 8 个年头。他说：“如果谁都不愿意在

艰苦站区坚守，大动脉的安全畅通靠谁来

保证？”

柳敦线上极端天气诸多，时而黄沙飞

舞、时而大风呼啸、时而倾盆大雨。一场作

业下来，要么是沙尘包裹的“兵马俑”，要么

是衣衫皆湿的“落汤鸡”。敦煌检修工区的

19 名职工平均年龄只有 27.5 岁，这些血气方

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与沙尘酷暑为伍，与

艰辛寂寞作伴，尽职尽责地保证着铁路线的

安全畅通。

5 月 23 日 00 时 21 分，天窗点结束，一辆

列车呼啸着驶向远方，明亮的灯光划破夜

空。不知是谁感叹了一句：“今晚的月亮真

亮啊！”大家不约而同看向夜空，那轮圆月像

玉盘一样高高挂在天空，素净如水的银辉也

洒到了芦草河站。

夏日戈壁滩就像一个蒸锅，紧张繁忙的作业早已让汗水浸透工人们的衣衫

月光下的芦草河站

邹明强 唐元江

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四川省大渡河项目是

一项服务当地藏民的大型民生工程。为了将

好事办好，项目部针对雪域高原施工的特殊

性，坚决做到“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坚决不再

重犯，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自己坚决不犯”,
加强日常安全教育培训，确保施工全过程的

安全。

项目部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通过案例分析、现场演练等多种形式，不断增

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确保全体参

建人员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及安全管理制

度，全员树牢底线思维、红线意识，严禁违章

作业、冒险作业，坚决执行“不安全不生产”原

则，在施工现场“不安全就叫停”已经成为大

家严格遵守的铁律。

雪域高原地形复杂，地质灾害频发，为吸

取以往地质灾害事故的深刻教训，项目部加

强对办公区域、施工现场隐患排查力度，作业

前对施工环境、机械设备、安全帽、安全网、生

命绳等安全保护用品进行安全验收、条件确

认，不安全不生产。确保重大工序转换、危大

工程、交叉作业、吊装作业等人员密集场所的

安全警示标识、安全防护设施完善、有效。吊

装区域等危险性较高的区域禁止无关人员进

入，设置好隔离警戒区。

在帕尔巴隧道的施工过程中，他们做到

落实锚喷支护的质量和及时性、控制二衬步

距和开挖循环进尺、强化监控量测反馈预警

等措施规定；加强对测量员、瓦斯监测员等技

术人员进行常态化技能培训，做到有针对性

地进行安全技术交底；规范施工工序管理，通

过抓工序验收质量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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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点检岗位人员每天要精心细致检查

每一台设备，保障热轧产线生产顺行。”这是西

昌钢钒板材厂热区设备管理单元机械点检组

组长周龙的工作体会。从小事着手的他曾获

评厂优秀班组长，所在班组获评攀钢“五型”班

组、西昌钢钒板材厂“优秀班组”等荣誉称号。

周龙积极带领班组职工开展降本增效活

动，从点滴做起降低生产成本。他从现场设

备“跑冒滴漏”着手，通过优化液压管道线路、

减少管路液压管接头、更换润滑管道材质、调

整润滑油量、回收支撑辊轴承座润滑剂等措

施，在油脂降耗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2023
年降低油脂消耗 22%，创效 100万元。

周龙抓好节能降耗攻关不放松，通过优

化高压水电机频率，使粗轧除鳞泵能耗降

低。启用粗轧区域辊道自动停转模式，严格

落实全线液压润滑系统长时间待热或检修停

泵相关制度要求，2023年吨钢成本降低 1元，

压降生产成本近 400万元。他组织班组职工

开展设备长寿化攻关，通过改善水质和优化

喷嘴更换周期，使除鳞泵的使用寿命延长两

倍，每年降低除鳞泵修复费用 72万元。

作为一名基层的设备点检员，做好设备

备件储备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储备数量不

足会影响现场设备稳定运行。周龙带领班组

职工坚持修旧利废，注重设备精度管控，努力

保障热轧产线设备高效运行。

雪域高原施工确保全过程安全

从小事着手的机械点检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