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组天地 1664期8 责任编辑：蒋菡

E－mail:grrbbztd@sina.com2024年 8月 16日 星期五

一线资讯G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近日，2024年陕西省班组建设

大赛决赛在陕西工运学院举行。大赛特邀徐立平、刘湘

宾、董宏涛、黄云娜、白芝勇等多位劳模工匠和行业顶尖

专家担任评委。

此次大赛以“共建标杆班组 实干‘陕’耀未来”为主

题，采取图片、视频、情景剧与班组长演讲相结合的方

式，全方位展示企业班组在思想建设、降本增效、质量提

升、安全生产、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五小”创新等方面

的成绩，展现新时代陕西产业工人的精神风貌，是深化

陕西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

项重要举措。大赛通过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让广

大班组长互动交流、提升能力、开阔眼界，切实提高班组

长的管理水平和综合素质，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与活力。

本次大赛历时近 4 个月，该省共有 7577 个班组参

赛，17 个班组进入决赛。通过激烈角逐，中煤科工西安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创新班组等 3个班组荣

获一等奖，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机电设备维

修中心钳工班（钳进班）等 5 个班组荣获二等奖，陕西交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凤翔收费站征费四班

等 9个班组荣获三等奖。西安市总工会、省国防工会、西

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等 11家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

陕西班组建设大赛举行决赛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董策 李雪菲

7月 28日，在天津港物捷三专用线，中国

铁路北京局南仓站新港三区运转车间丙班第

八调车组调车长苗伟强和同事们正在为一列

中欧班列编组。在他们行云流水、简洁麻利

的动作下，这趟班列很快便鸣笛起航，向着俄

罗斯驶去。

天津港是京津冀地区开行中欧班列的重

要基地，仅今年上半年，从这里开出的中欧和

中亚班列就达 311列。

苗伟强在调车岗位上干了 10年，他所在

的丙八调共有 3 人，平均年龄 28 岁。他和同

事们负责天津港内部分中欧班列的取送、编

组任务，是发车前的头道工序。

当天上午 11 点，天津港物捷三专用线

铁路股道内停满了货车，每节货车上都装

载着标有“中欧班列”字样的集装箱。在太

阳的炙烤下，整个作业场区变成了一个巨

大的蒸笼，滚滚热浪袭来，让人瞬间就被汗

水浸透。

丙八调连接员陶帅快步走到两节铁路货

车的中间。皮肤黝黑的他迅速蹲下身子，双

手各拿起两节车厢的一根黑色橡胶软管，快

速将中间的搭扣一扣，随后接好风管、打开折

角塞门……

“我正在把中欧班列编组成一趟整列，重

点环节之一就是要把这条黑色的制动风管接

好。”陶帅解释说，“如果风管连接不到位，列

车的制动功能就会丧失，中欧班列运行距离

往往达到几千公里，如果制动没有保障，后果

不堪设想。”

尽管阳光炙热，但陶帅并没有停下脚、歇

口气的打算，他一边用电台汇报风管连接完

成，一边观察每一节货车的车门关闭情况，并

俯身检查车辆走行部状态，同时用作业记录

仪进行逐车摄录。半个小时后，陶帅和同事

们完成检查作业时，不仅是作业服，就连他们

头戴的蓝色帽子都能拧出汗水来。

“我们的作业效率和质量直接影响中欧

班列的品牌形象，我们总结出了‘多说一句、

多看一眼、多查一遍’的‘三多’工作法，就为

了护航中欧班列。”苗伟强说道。

从担任丙八调班组长那天开始，苗伟强

就把带出一支技术过硬的班组定为目标。他

把规章背得滚瓜烂熟，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

满了作业细节，尤其是在非正常情况下的调

车作业应急处理，比如车辆连挂后钩锁销无

法落实等内容悉数记录。

如今，天津港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质量

均稳步提升，背后离不开丙八调这些小伙子

们的汗水和付出。

这些年来，班组获得了“全路青年安全生

产示范岗”“中国铁路北京局青年文明号”“中

国铁路北京局标准化标杆班组”等诸多荣誉

称号。

不仅是作业服，就连帽子都能拧出汗水来

烈日下护航中欧班列

夏富青 张军 江礼佩

日前，安徽铜陵有色铜冠池州公司铅制酸脱硫工序

一地坑潜水泵出现故障，须立即更换，否则会影响污水回

收，耽误生产。师傅侯国信领着徒弟柯由贵前去维修。

出发前，柯由贵问师傅要准备哪些工具，师傅让他自己拿

主意，柯由贵有点摸不着北。

一年前，柯由贵与侯国信结为师徒。按照协议规定，

操作工要具备基本的设备维修、保养能力。以往，每次检

修都是师傅吩咐带哪些工具，柯由贵照着办就行。今天

竟让他自己拿主意。柯由贵清点工具，再一一装进工具

包，师傅寸步不离，却一言不发。

柯由贵想起前一天的学徒期满考核中，他的理论、实

操都是满分。只要师傅在《鉴定表》上签字，他就可以独

当一面了。没想到，师傅拿起了笔，却没有签字。这让柯

由贵心里犯起了嘀咕：“师傅是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来到现场，收起心神，柯由贵戴好手套，拿起扳手，将

故障水泵拆除。不到 5分钟，8颗螺栓拆卸完毕。他正准

备把新潜水泵安上去，发现接头处与原接头不符，需要重

新改装。他赶紧带着新水泵飞奔到维修班请求焊工师傅

改进。改完后，安装、调试一气呵成，潜水泵很快就出水

了。紧接着，柯由贵又把作业面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时，站在旁边的侯国信脸上露出笑容，随后叮嘱

道：“临时检修也得考虑周全，安全防护、检修后现场达到

5S 管理标准，一样都不能少。”随后，他在《鉴定表》上签

名。柯由贵恍然大悟，今天的检修任务竟是师傅安排的

最后一次考试。

最后一次考试

本报讯（通讯员陈宜勇）在里彦煤矿职工食堂专门开

设的荣誉餐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采煤工区徐国营班组

又享受一个月的免费大餐，大家特别开心。这已经是该

班组今年第二次赢得“明星班组”荣誉。

为了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强基固

本，提质增效，里彦煤矿不断深化自管、区队自治、班组自

主、个人自律“四自管理”，把激活班组“小细胞”、释放班

组“大能量”作为切入点，开展“明星班组”创建活动，用荣

誉感、获得感、责任感提升班组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

力。

获评“明星班组”后，班组成员会登上光荣榜，可免费

享用“荣誉餐”，班长、副班长和每个班组成员还分别获得

1000元、700元和 500元的奖励。

在评选过程中，安全是硬指标，产量进尺当然不能

少，还得在提质增效、创新创造上有真功夫。“我们工作面

的作业空间也就有 1米左右高，要是溜子啥的坏了，第一

个爬过去的就是我们班长。”班组成员老刘说。

今年以来，面对薄煤层智能化开采面小、顶底板灰岩

硬度大等困难，徐国营班组通过大力推行规范作业，每个

班的生产能力都在 4 刀以上，工作面单班产能高效地释

放出来，获评“明星班组”。通过树标杆，该矿有效激发了

区队班组“比安全、赛进尺、保产量、创效益”的内生动力。

评选“明星班组”激发内生动力

屈联西 李晶晶

8月 9日早上，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

司熔炼厂侧吹炉工段甲班的班前会格外热

闹。有眼尖的同事已经看到，副厂长李冀远

手里拿了一沓厚厚的红包，纷纷好奇：今天是

什么日子，难道厂长要给大家发红包？

面对大家的疑问，李冀远笑着说：“等会

儿开会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等班长杨潘安排完这天的工作，李冀远清

了清嗓子，向大家说道：“我今天来，就是给大

家发红包的！上个月，安全员共计收到了 142

条来自基层职工的隐患反馈。像侧吹炉工段

的卫峰、张双保，每人发现的安全隐患就高达

十几条，为了表彰大家的积极参与及对安全环

境改善的贡献，我们参照豫光集团《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奖惩管理办法》，对每条上报的有效

安全隐患给予 10元的现金奖励。希望广大员

工以先进为榜样，持续关注并主动排查身边的

安全风险，做好安全生产的‘吹哨人’，切实把

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下面，请卫峰、张双保、

杨潘……到前面领奖。”

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大家议论纷纷。有

人说：“这可是实打实发到职工手里的现金，我

也要努力争取。”有人说：“这红包在提高员工

工作积极性的同时，还消除了安全隐患，真是

一举两得。”还有人说：“公司越来越重视安全

了，大家都参与，任何安全隐患都不会放过。

我们都要为安全负责，争取多领红包！”

自从豫光集团开展“你查隐患，我发红

包”活动以来，熔炼厂创新安全隐患上报途

径，扩大整改验收范围，一线职工排查安全隐

患的热情高涨。行车工郭丽丽在日常巡查中

发现，抓料行车抱斗钢丝绳有一部分断裂，存

在安全隐患。她便通过微安全平台隐患随手

拍功能，立即上报隐患。相关责任人核实后，

通过平台发起隐患整改流程。维修人员及时

对存在隐患的钢丝绳进行了更换，确保了生

产安全。班前会上，李冀远再次表扬了这个

90后。

现在，侧吹炉工段长王政伟有了“甜蜜”

的烦恼：每天推送到他微安全平台的隐患整

改有七八项。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核实、

处理一线员工上报的安全隐患。尽管这项工

作繁琐又累人，但他乐此不疲：“我带领 95名

职工搞生产，就得负责 95 名职工的生产安

全。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永远是我给工人上

的第一课。工人对身边的事故隐患很敏感，

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引发安全风险，他们最

清楚。只有靠群防群治，才能把安全工作搞

好，才能抓好生产、提高效益。”

工人查隐患，厂长发红包
班组职工热情高涨，一个月反馈 142条隐患信息

8月14日，扬子石化生产现场的机器
人在巡检。该公司通过 5G+智能巡检系
统、网络数据实时上传等功能实现装置现
场的智能化巡检，通过 DCS仪表数据的自
动对比快速识别现场装置的生产异常，提
升各类报警信息获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有效降低各类风险事故的发生，提升本质
安全。

李树鹏/摄 刘向卓/文

装置现场来了
“新同事”

高温清洗
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乡机务段机车配件

清洗库内，有 3个大小不一的清洗池，水温高达 100摄氏度，
清洗工需要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中作业，彻底清洗配件内的油
泥、积碳等杂质，以确保机车配件质量。图为配件清洗工对
高温煮洗后的机体进行清洗。 袁修航 摄

张灿

7 月 13 日，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海洋采油

厂埕岛中心三号平台进行能力提升工程 4处

直接作业环节施工正安全有序进行中，平台

生产现场的直接作业环节从减量前的每日 7
到 9个削减为 4到 5个，施工人员由 80余人减

少为 50人左右。这是该平台推行“现场作业

减量 每日风险降级”工作的一个缩影。

埕岛中心三号平台是胜利海上油田的中

心枢纽平台，今年担负着 160 余万吨原油处

理外输任务。

随着安全提级管理的常态化以及“目标

同向、价值同向、融合发展”工作理念的深入

人心，平台以“识别风险、消除隐患、杜绝事

故”为主线，不断强化高风险作业的管控，以

提升安全管控能力和工作质效。

今年上半年，平台开展的高风险作业共

计 500 余项，仅 6 月份就达 180 余项，平均每

天有 3个直接作业环节在平台开工。

当前正在进行的平台油、气、水处理能力

提升工程是海洋采油厂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复杂程度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系

统工程，预计到停产检修时有 300 余人同时

在平台施工。

在临时流程施工中，他们多次组织设计

院、施工单位、监理等进行沟通，在满足工艺

要求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工序，38 道原计划

在海上施工的焊口调整为陆地预制。他们还

间接削减了脚手架搭设、高处作业、用电作

业、动火作业等直接作业环节数量，降低现场

作业风险。

“平台直接作业环节少了，现场员工也就

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检查维保设备，从而

能更好地消除油气生产中的风险隐患。”平台

工艺主管牛伟亮说。

平台有 4 台消防泵，全部采用直接电解

铜铝阳极的方式防海生物，消耗周期一般为

6 到 10 个月。海生物较多的桩腿下每 3 个月

需提泵更换一次铜铝阳极棒，每次更换需 4
到 5 人施工 1 天，在上提、下放泵体和扬水管

的过程中，存在吊物坠落、物体打击、触电等

作业风险。

他们通过考察对比，最终引进了环保型

防海生物涂料，在设备返厂检修期间涂上该

涂料，防护有效期达到 3 年以上。在节省维

护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现场吊装、用电等高

风险作业频次，目前 4 台消防泵均已完成防

海生物涂料的应用。

7月 10日，平台员工纪伟和胡云峰使用手

持激光甲烷远程检测仪从远处就完成了撇油

器呼吸口可燃气体检测工作。此前，平台对

撇油器、火炬口、冷放空口等处进行有毒有害

气体检测时，需要穿戴空气呼吸器、登高进行

检测，存在人员中毒、高处坠落等作业风险。

为了从源头消除风险，他们通过选用手

持激光甲烷远程检测仪，实现检测人员不用

接近检测介质即可对气体进行检测。借助该

仪器能够快速准确地测量有毒有害气体浓度

和查找泄漏源，从而消除了此项工作的作业

风险。

通过扎实开展“现场作业减量 每日风

险降级”工作，平台的整体安全管控能力有

效提升。“下一步我们还将以落实属地责任、

落实业务责任、落实监督责任这三个落实为

抓手，做实减量降级举措，全力筑牢海上安

全生产基础。”三号平台党支部书记郑学利

表示。

现场作业减量，每日风险降级

崔洪武

“为什么我自己买的防晒面罩不能戴？”7
月 17 日 11 时，在西北油田 TH10379 井场外，

油田工程服务中心 00 后外线电工卢俊杰和

电力运行班班长王兴朝发生了争执。

“太阳这么毒，紫外线这么强，不戴防晒

面罩人不晒成黑炭了？”卢俊杰很不服气地

说，“过两天休假回家，我家的智能门禁都识

别不出我了。”

“吃不了这个苦，就别当电工。”直性子的

王兴朝也来了脾气。

电力工程管理部副经理郭坚见二人争执

不下，将他们带到胡杨树下，席地而坐。他首

先肯定了王兴朝对工作认真负责，但也批评

了他的说话方式。

“小卢啊，知道你们年轻人爱美，但你知

道你们组长更在乎的是什么吗？”郭坚给每人

递上一瓶冰红茶，说，“咱们电工为什么要穿

防静电服？”

“这个我知道，岗前培训过。”卢俊杰说，

这是为了防止静电积累引起电气设备故障或

者电击事故。

“那你买的防晒面罩具有阻燃防静电的

特性吗？”郭坚接着提问。

卢俊杰不吭声了。

“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也不是完全

不可以戴，只要出了油气场所就可以戴了。”

郭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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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再提一点，好，停！”在新疆准噶尔盆

地百 21区块，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克拉玛依钻

井公司 40672 钻井队内钳工阿卜杜赛米提·

萨伊提一边喊，一边抬手示意井架工吴乐娃

把小绞车下放到准确位置。

眼下，准噶尔盆地“热辣滚烫”。毫无遮

挡的戈壁滩，给钻井作业带来了不小“烤”验。

“连着热好多天了，这天气就像着火了一

样。”身材高大的吴乐娃用手套背面抹了一下

额头的汗水，继续干活。

此时井上在正常钻进，要每过 30分钟才

往井内接一个钻杆。利用钻进时间，阿卜杜

赛米提·萨伊提和吴乐娃拿起抹布擦拭设备。

今年，百 21区块成为油田产能建设的主

力区块，克拉玛依钻井公司上钻 28 部钻机，

开足马力向地下钻进。作为其中一员，40672
钻井队承钻了一个两井平台。

“第一口井已经打完了，这是第二口，目

前钻进到 1800 米，还有 200 多米完钻。”32 岁

的党支部书记阿卜杜许库尔·达吾提介绍。

头顶，火辣辣的太阳让人睁不开眼；脚

下，热浪直穿鞋底。井架林立的百 21区块施

工现场，多种设备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空气

中弥漫着金属和汗水的气味。

正午时分，一辆轿车开进井场，是生活组

送来了午饭。在凉爽的值班房里，刚从钻台

下来的外钳工刘永录，先抱起 2000毫升的大

水杯仰脖喝上一口，才端起碗大口吃饭。

每滴汗水都是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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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