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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现场G

由于车站值班员压力大、技术要求高，过去一直由男职工担任。如今，岗位用人逐步冲破了性别、年龄、学历的藩篱

她们靠什么打破职业生涯的“天花板”？
阅 读 提 示

为了给更多优秀的女职工搭建岗位成才的舞台，原本没有女性担任车站值班员的临

河运营维修段成立女子车站，并在全段培养选拔女值班员。由此，不仅有一群本科毕业的

90后踏上了这个岗位，当了24年助理值班员的银娟也终于迎来把“助理”二字去掉的机会。

波动时少耗能，平稳时多节约，调调操作参数效益就有了

鼠标底下“捡黄金”

他山之石G

张玉香

6月 19日 20时 20分，沧州炼化炼油一部

运行三班刚接班，5 名班组内操人员坐在操

作台前紧盯 DCS 画面调整操作。略显寂静

的中控大厅工位上，不时传来点击鼠标的“哒

哒”声。

接班后在最短时间内消除所有操作波动

影响，将装置恢复至最佳运行状态，是该班组

的一项常规操作。

运行三班是沧州炼化的“明星班”，班长

王强为全国劳模，副班长李杰是河北省劳

模，班组有多人荣获省部级荣誉。在业绩

上，他们也是公认的“尖刀班”，在运行部“扛

红旗、争第一”活动中始终排名第一，连年被

公司评为年度星级班组，2021 年获评全国工

人先锋号。

“炼油一部有常减压、催化、轻烃联合、硫

黄等多套主要生产装置，毫不夸张地说，员工

每一步操作都与企业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就

要求班组人员必须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超

强的责任心。”王强说，一直以来，班组积极探

索自主管理模式，坚持精益管理，倡导“鼠标底

下有黄金”。

平稳生产就是最大的效益。他们从装置

平稳操作入手，要求每名操作员盯盘操作必

须做到“三调”，即勤调、敢调、细调，努力提高

高附加值产品产量，降低能耗，在鼠标底下

“捡黄金”。

“对于老员工来说，比的不是谁会操作，

而是谁更认真。”常减压岗位的赵华是班组

公认的操作好手，在装置产生波动时，她能

在最短时间调整到位，在装置平稳运行时，

她又能找到节能点，通过调整参数节约能

耗，“波动时少耗能，平稳时多节约，企业的

效益就有了”。

他们精调微调操作参数，控制高附加值

产品质量指标的上限，实现卡边操作，提高目

的产品产率增加效益。他们在合理用能上下

功夫，盯紧与水电气风等工质消耗有关的工

艺设备参数，只要有富余量，立即调整。

小的节能点他们也不放过。考虑到软

化水成本高于用电成本，他们精打细算在

塔顶冷后温度上做节能文章。四季昼夜有

温差，晚上气温一降下来，内操就指挥外操

去现场调节湿式空气冷却器，降低软化水

消耗。

“班组是企业最前沿的创效单元，在工

作中为企业‘捡黄金’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王强说。

王瑞雪

7 月 10 日 7 时 50 分，这是杭锦后旗车站

行车室的交班时间，47 岁的银娟第一次以车

站值班员的身份坐到调度台前。她紧盯眼前

的 8块屏幕，快速精准地发布一条条指令。

这是她期待已久的时刻。

在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临

河运营维修段，由于值班员熬长夜、压力大、

操作技术要求高，过去一直由男职工担任。

能够成为助理值班员，已经是行车岗位女职

工职业生涯的“天花板”了。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女职工走上了行车

岗位。“巾帼何曾输须眉”，她们特有的柔韧坚

毅、细腻专注让安全生产业绩稳步增长。段

上也开始着手为她们拓展成长空间。

不想错过迟来的机会

临哈铁路穿越了世界闻名的乌兰布和、

巴丹吉林、亚马雷克大沙漠，全长 1390 公

里，80%地处荒漠，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草原钢铁新丝路，也是煤炭运输大通

道。杭锦后旗车站是自临河入疆的第一个

三等中间站，也是临河运营维修段唯一的女

子车站。

2022 年 8 月，为了给更多优秀的女职工

搭建岗位成才的舞台，单位组织 4 名本科毕

业的女信号员参加值班员岗位培训。2023
年 1月她们通过技能鉴定考试，同年 2月成为

新成立的女子车站的值班员。

成为段里第一批女车站值班员，赵雨露

特别开心，但巨大的压力同时袭来。“从此就

要独立挑大梁，指挥行车容不得一丝一毫的

差错，感觉重担一下子压到了肩上，人好像一

下成熟了。”她说。

同批的马丽薇回忆，刚当值班员时几乎

没睡过一个好觉，就连下班都在想作业哪儿

有差错，“渐渐地我的作业越来越熟练，才有

了点儿骄傲的感觉。”

看到这些年轻的女同事当上了值班员，

银娟也想试试。2023 年，她主动报名参加培

训。她已经当了 24年助理值班员，带出的徒

弟有 30多名，是公认的业务大拿。这么多年

来，她一直仰望着值班员的岗位，盼望有一天

自己也能够去掉“助理”二字，直到临近退休

才终于迎来这个机会。她不想错过。虽然她

当时 46岁了，虽然她只有高中学历。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银娟在站上年纪最大，大家都亲切地叫

她“娟师傅”。自从她开始学当值班员，26 岁

的马丽薇就成了她的师傅。

“娟师傅工作经验丰富，又极其认真负

责。她当我的学徒，我的压力更大，同时也促

使我精进值班员业务，我们俩其实是在互相

学习。”马丽薇说。

值班员作业时，助理值班员需要在站台

上接发列车。对银娟而言，学当值班员为她

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她第一次知道自

己在室外接发列车时，值班员在室内怎样繁

忙地作业。

她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先从值班员操

作的每一个按钮问起。“我的问题永远是最多

的。”银娟腼腆地说。问按钮作用、问作业流

程，问突发事件处理方法……车站里的同事

都被她问遍了。

银娟边问边记录，用女儿读小学时剩

下的作业纸装订而成的学习本，已经用完

了十几本。女儿心疼她快退休了，何必自

讨苦吃。“用着你的作业纸，就觉得我也在

和你一起努力。”银娟笑着对已经读大学的

女儿说。

练习联控时的银娟特别严肃，与平时的

和蔼截然不同，甚至有些严厉。“坐在控制台

前安全责任大于天呐！”银娟认真地说。一想

到自己的联控要指挥近万吨重载列车，她就

不由自主地全身紧绷起来。

操作流程难不倒她，背题才是这个 47岁

的学徒工最头疼的事。

《技规》《行规》《接标》《调标》……每一本

规章都是车站值班员的必修课。银娟说：“没

有好记性，那就笨鸟先飞。”

银娟纸笔从不离身，走着坐着都在背

题。规章密密麻麻，前面背的后面就忘了，那

就把一道大题按句号分成几个小段，边写边

背形成肌肉记忆；应急措施总是记不清楚，那

就在纸上画出全部作业流程，一步步对照分

析应急预案，牢记每一种突发情况的处置方

法；信号灯的颜色容易混淆，就用与信号相对

应颜色的笔区分开来；错题都归类誊写到本

上，有针对性地记难点效率更高。

一天晚上，正做题的她隐约闻到有股糊

味儿，找了半天才发现是老式台灯亮得太久，

内壳已经被烤糊了。再看看自己做的练习

题，错误率高得让她崩溃到自我怀疑。

要强了半辈子的自己，是否还有心力迈

过背题这道坎？她用常对女儿说的话鼓励自

己：“不怕慢、就怕站，坚持就是胜利。”

冬去春来，上千道题她来来回回做了五

六遍，正确率一次比一次高。坚持的效果渐

渐显影。

“我要抓紧学，争取一次就考过，退休前

哪怕只能当一天车站值班员，也算圆了我的

梦。”银娟熬红的眼睛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6 月 16 日，她得知自己通过了技能鉴定

考试。跟她同批考过的一名 90 后学了 5 个

月，而银娟用了 15个月。目前杭锦后旗女子

站共有 6 个值班员，除了银娟，都是 90 后，都

是本科生。

第一天上岗直面挑战

7 月 10 日这天，银娟刚接班就遇到了三

车交会作业。由于车站处于单线区间内，一

个方向一次只能发一趟列车，这样三车交会

的情况十分考验车站值班员的行车组织能

力。她想挑战一下。

思忖片刻后，银娟开始了联控作业。

“87002 次司机做准备”“10514 次杭锦后

旗站 3 道停车”“86701 次杭锦后旗站 2 道通

过”……

经过一番排兵布阵，下行列车可以顺利

通过。“我能为下行区段节省 5分钟。”她说。

银娟拿出“小帮手”——一个记着各种联

控用语的巴掌大的小本。“虽然都会，但是总

怕出错。”她在没车的时候来回翻看。

这天的手特别容易出汗，她一个小时去

洗了三次手。“第一天上岗还是有点紧张。”银

娟说。往日潇洒随性的她，今天多了一丝紧

绷感，背挺得笔直。

15 时 58 分，听着窗前的重载列车“轰隆

隆”地舒活筋骨，缓缓启动。银娟也结束了自

己一班的作业，交班时的她长呼一口气，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看到她的笑容，仿佛看到了沙

海铁路线旁抽芽的小草，倔强扎根，默默绽放。

朱申生

上午，上海石洞口码头的天空像是被盖

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布，雨水不断拍打着三航

驳 203的甲板，没有一点要停的意思。

“不等了，一会儿就要涨潮了，到时候

浪大更危险，通知各演练小组做好准备！”

演练总指挥、船长凌光辉看着空中暗灰色

的云层说。

中交三航局开展过各类大大小小的演

练，然而船舶环保实战演练却一直是个盲

区。这次要进行的正是这项演练。

然而，就在正式演练当天，原本预报晴朗

的天气直接“翻脸”，飘起了细雨。

凌光辉经过一番安全考量后，发出指令：

“我宣布，2024 年船机施工处船舶防油污专

项应急演练正式开始！”

本次环保演练模拟三航驳 203在三航石

洞口码头进行加油作业时，油管接口突然破

裂发生溢油的场景。事故发生后，加油工立

即通知供油船关闭供油阀门，并报告驾驶

台。船长凌光辉收到讯息后，立刻拉响溢油

警报，启动船舶防污染应急预案。

靠泊在码头的三航拖 1010 立即发车在

周围海域进行警戒。与此同时，现场警戒组

成员蹚着甲板上的雨水，火速奔赴现场。到

位后，两人立刻对周围易燃物进行清理，避免

发生火灾；一人用三角旗拉起了警戒线，摆好

警示标牌，并站旁值守在入口处。三人配合

得井井有条。

紧接着，应急抢险组抵达。由于雨天的

“捣乱”，现场“燃油”的扩散速度比之前排练

时要快得多，船员们丝毫不敢怠慢，迅速将大

量黄沙和木屑覆盖至溢油区，阻止“燃油”流

入江面，再用吸油毡、擦机布清理其中散油。

这套行云流水的组合拳打下来，很快“燃油”

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细雨仍旧毫无顾忌地敲打着安全帽，船

员们的蓝色工装也逐渐被雨水浸湿。

“报告船长，发现少量‘燃油’已流入江

面，需立即清理！”船员陈真旺发现该情况后

立刻通过对讲机向驾驶台报告。随即，两艘

清污船也加入战斗，布设围油栏，用吸油毡打

捞回收江面的散油。

此时，现场已经有点起风，清污船船身也

跟着有些晃悠，导致打捞难度加大。清污船2#
驾驶员杨玉青却临危不乱，凭借老道的掌舵经

验，以小马力稳住船身，保证打捞员安全作业。

伴随着一声长长的船笛声，演练圆满结

束，总耗时 30分钟，比排练时还快。

“风浪越大，鱼越贵！环保演练碰上下

雨，更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应对突发事件的快

速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你们做得很好！”总

结点评时，现场观摩小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当环保演练碰上雨天
进一步提高了船员应对突发

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

为应对当前高温酷暑天气，新钢集团炼铁事业部为14个作业区配置了63个清凉“百宝
箱”，不仅有人丹、十滴水、金银花露、藿香正气口服液，还有风油精、烧伤膏、消毒液、创可贴
等用品。同时，他们为岗位备足饮用水和降温设施，调整高温时段作业时间，实施互爱联保
制度，普及急救知识，让职工清凉度夏。

图为高炉炉前工阮朱牙（左）从工长艾小平手中接过防暑降温饮品金银花露一饮而尽。
甘志鸿 摄

清凉“百宝箱”

本报记者 刘静 本报通讯员 李智函

在施工作业区域平均海拔超 4000米的高原上，有一

群“铁色雄鹰”，他们就是中铁十五局雅叶拉日十标西藏

片区公路项目管理团队。在 2024 年交通运输部和中华

全国总工会组织开展的第二届“最美公路人”评选中，他

们荣登榜单。

在巍峨耸立的高原上修铁路、建公路，要克服高寒缺

氧、天险阻隔、物资匮乏等特殊环境和不利条件，仅听闻

就令很多人望而却步。2017 年，初入职场的赵富锦满怀

着对雪域高原的好奇毅然选择了到西藏项目工作。

“菜鸟”赵富锦遇到了管现场、搞测量 10多年的师傅

张建强。“工程人遇到问题，答案在哪里？不在书本上，也

不在办公室里，在施工一线。”张建强说。

师徒二人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野堆 1#大桥桩的

测绘，因基点位在垂直度接近 70度的陡坡，仪器架不住，

基点找不准，没法进行后续施工。

“我下去测，拿安全绳。”说罢，张建强在腰间捆上

安全绳一点一点滑到 20 多米深的半坡位置进行手动桩

基定位。“我站在旁边腿都吓软了，师傅，您真行！”赵富

锦说。

空气稀薄、高空作业、体力消耗，师徒二人用测量人

专属的眼明、心定、手稳测画出一条条纵横纬线，硬生生

在半坡峭壁中找准定位。

“师傅，我们天天都要测这么准吗？反正他们按照图

纸做，也不会有大问题。”赵富锦说。

“我们就是要当图纸上那条最标准的‘参考线’。”张

建强说，“无论多困难，咱们也要把全线水准导线复测完

成，要不然乡亲们又要多走一年山路。”

这支团队中，类似赵富锦和张建强这样的师徒还有

十余对。十年间，这支青年工程师占比超 80%的团队，

从初登高原的青涩迷茫到如今形成了一套在高寒地区、

低温环境下成熟的施工工艺，努力为“天路”建设贡献着

力量。

雪域高原上有群“铁色雄鹰”

江西丰矿集团新高焦化有限公司的 3个车间、1个工程
装备部和1个质检中心共有30个班组。炼焦车间2015年率
先开展班组长讲课能力培训，帮助他们自如地走上讲台，为
员工们传授安全与技术知识，随后这一做法在全公司推广。
如今，班组长们走上讲台，都能将本工段的安全与技术知识
讲得头头是道，综合能力得到了提升，在安全技术培训上成
为中坚力量。 万水平 黄凯 摄

班组长上讲台

高飞 李朱华

今年以来，西昌钢钒板材厂热轧酸洗机组 4 个生产

班组的日产量、班产量、成材率等效率指标 3次打破投产

以来历史纪录。这一成绩，正是该厂充分发挥厂直管倒

班作业区管理效能，持续扎实推进精益管理活动入班组，

生产效率创新高的生动体现。

走进西昌钢钒板材厂生产现场，厂房明亮整洁，吊运

钢卷的行车来往穿梭，精益管理看板内容清晰明了，一个

个酸洗钢卷从热轧酸洗机组陆续下线外发。

“ 提 升 班 组 效 率 ，关 键 是 念 好 精 益 管 理 的‘ 三 字

精’。”热轧酸洗机组乙班班长陈顺刚介绍。

酸洗机组生产前，确保生产组织“精准”。班组职

工协调前后工序、合同计划，做好机组关键装置的清扫

工作，检查确认辊系等工装条件，消除影响产品质量的

风险和隐患。

在生产中，实现操作“精确”。岗位人员紧盯关键工

艺控制参数，及时传递生产信息，优化生产节奏和换辊时

间，有效应对现场各类问题。

在设备方面，保障设备功能高“精度”。实时监控设

备动态，严格控制设备劣化周期，消除设备故障，减少非

计划停机时间，力保生产稳定顺行。

通过实施“提高酸洗准时化包装”等精益管理项目

和强化现场管理执行力等举措，酸洗机组准时化生产

和通过能力显著提升。3 月 16 日，该厂热轧酸洗机日

产量创投产以来新纪录。5 月 19 日，酸洗乙班单班产

量和机组小时产量打破 3 年前的历史纪录，实现机组高

效运行。

在酸洗机组生产过程中，该厂全面导入精益管理理

念，根据酸洗板产品合同结构设定每个班组动态目标值，

实施现场管理“红牌”作战运行机制，对现场问题点张贴

“红牌”，督促班组职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自查自

改的浓厚氛围。

为了进一步提升机组的运行效率，酸洗机组积极运

用精益管理工具，识别出影响质量与效率的关键环节，当

班操作人员对开卷、卸卷等关键运行环节进行严密跟踪

与精准卡点，通过实施设备改造与工艺优化措施，有效提

升了酸洗段的通过能力。

“三字精”助力生产屡破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