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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快讯G

“这份情谊给我漫长的职业生涯带来一抹别样的温情”

亦师亦友亦姐妹

刘杨

“道尺放歪了，那数能准吗？”

“水平转盘都没归零你就敢读数。”

这位年纪轻轻却对我“凶神恶煞”的人是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工

务段齐齐哈尔线路车间的技术员李鹏，1990

年生，只比我大4岁，却是我的师傅。每天出

工都是我的“艰难时刻”，每一个不经意的马

虎，都会成为他批评我的理由。

7年前，我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齐齐哈

尔线路车间。那时候的李鹏是班长，个子不

高，皮肤被晒得黝黑，而我在跟着他学习的

几年里也“近墨者黑”。

虽然年轻，但李鹏是位十分负责的师

傅。道尺是测量线路几何尺寸的工具，日

常工作中就靠它来发现线路变化。师傅为

了让我快速积累现场经验，便将线路等级

较低的编组场作为我的练功场。每当作

业组在这里进行线路养护，他就会手把手

地教我如何用道尺，怎样处理线路高低、三

角坑等病害。班组作业一个小时，我就测

量一个小时，稍微偷懒就会被他大声训斥，

还会不定时抽查我测量线路几何尺寸的准

确度。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我在编组场带班

作业已经游刃有余，高低、水平、三角坑找得

准，也能修得平顺，并且顺利考取职业资格

证，从初级工晋升为高级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师傅越来越熟。

每天在作业现场，我们师徒二人斗嘴的场景

都会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出工也变得有趣了

许多。

虽说他是我的师傅，但更多的时候像是

一位兄长。我们班组经常有夜班，可车间距

离市区较远，上下班时间又都是在凌晨，出

租车几乎没人愿意跑这么偏僻的地方，我的

这位小师傅就时常开车送我回家。途中，他

经常叮嘱我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鼓励师傅参加

竞聘考试，他激励我努力学习，很快他成

了技术员，我也成了预备班长。线路养护

工作很辛苦，我十分庆幸能遇到一位良师

益友。

我和我的“小师傅”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通讯员 周科

连日来，重庆市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温多次

攀升至 43摄氏度，创下了该市气温的历史新高。川黔线沿线

的群山密林在滚滚热浪的笼罩下，宛如蒸笼一般，烘烤着铁路

山体“体检师”。

“今天气温高，大家带好防暑药品，备齐茶水。”8 月 30 日

上午，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工务段赶水危石工

区工长黄泽伟在班前会上提示各类作业注意事项。

戴上安全帽、穿好作业服……该工区搜山扫危队的 5 名

队员手持撬棍、砍刀、电钻等作业工具来到重庆市綦江区两河

口桥，对川黔线某区域的山头危石进行“体检”。

始建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川黔铁路，山体地形复杂多

变，沿线山势陡峻，地质构造复杂。在汛期雨水冲刷和暑期高

温暴晒的双重“施压”下，峭壁间的岩石易发生松动脱落，进而

危及列车运行安全。

“山上草木茂密，常有毒蛇出没，大家上山时要特别注意，

提前用树枝探一下。”黄泽伟边探路边提醒道。

烈日炙烤着大地，山体仿佛都在颤抖，在陡峭的山坡上作

业，不仅要小心翼翼，还要使出全身力气一点点撬动危石。不

一会儿，搜山队员的脸上便满是汗水，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水反

复浸湿，结出了一层层汗碱。

记者现场看到，此次作业除人工排查外，山体“体检师”们

还运用无人机，通过航拍对山体状况进行全覆盖检查，这不仅

提高效率、降低风险，还为危石落石研判提供了准确数据。

经过 6 小时的努力，搜山队员们完成了当天的搜山扫石

工作，通过对山体的全方位“体检”，让各类隐患无处隐藏，为

铁路运输安全筑牢了安全屏障。

为山体危石“体检”

“三违”行为有界定
本报讯 修订后的《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印发“三违”行为界定标准的通知》于近日下发，该

标准紧密结合新工艺、新设备使用以及员工岗位作业标

准中的安全站位、安全确认的要求，从安全红线、严重

“三违”、一般“三违”几大项对采煤、掘进等各专业系统

的“三违”行为全覆盖，让“三违”行为有据可查，夯实安

全管理基础。 （胡云峰）

三项排查保安全
本报讯 晋能控股同忻矿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对班组

员工中的不安全因素进行逐项排查，加强对热点、敏感问

题的排查，加强对不安全因素的排查，加强对员工间矛盾

纠纷的排查，切实把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进一步

推进企业的和谐稳定和平稳运转。 （何志勇 刘皓宇）

手机“住”进保管箱
本报讯 9月 2日班前会结束后，淮北矿业集团生产装

备分公司龙湖电器修造项目部综机车间职工挨个将手机

交给副队长付磊，由其统一存放于手机保管箱，然后全身

心投入到设备维修工作中。接打手机不仅会影响生产质

量和效率，还会带来安全隐患，因此规范手机管理成为强

化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的有力举措。 （赵德强 于昆仑）

安全竞赛筑防线
本报讯 近日，中建二局一公司华南分公司龙岗高中

园项目以“清凉关怀沁心田，安全竞赛筑防线”为主题，为

一线工人送去丝丝清凉与深切关怀。项目安全负责人重

点结合现阶段施工风险点，为班组员工们讲解生产施工中

需要注意的安全知识。为了让安全知识更加深入人心，活

动还特别设置了竞答环节。 （魏荣生）

“一键直达”治隐患
本报讯 中国石化扬子芳烃厂制定阀门附件、跑冒滴

漏等 15 项网格工作清单，借助 HSE 开项管理系统，按定

时性工作清单开展排查，将所发现隐患分门别类录入系

统精准整改，实现了隐患从发现、录入到整改、验收“一

键直达”。他们还通过实时通报、周统计、月评比等方

式，促进隐患整改闭环，实现了隐患排查整治全流程信

息化管理。 （李树鹏 邓昂）

依靠翅膀
叶芳祉 口述 张飞 整理

记得那是 2022 年，我转岗到江汉油田

采服中心井下作业部 101特车队。

面对新单位、新设备、新技术，我的内

心十分忐忑，心想：这么多的按键，真不知

道能不能学会，要是学不会，怎么独立上

岗呢？

队长看出了我的情绪，为我安排了一

位经验丰富的师傅——肖军。

在一次完成工作任务返回车场时，肖

师傅突然指着车场围墙外的一颗树说：“小

叶，你看那棵树上有只鸟。”

正在我不知师傅为何问我时，他又说：

“你想过没有，站在那棵树顶上的鸟，为什

么不怕树枝断裂呢？”

“因为它有翅膀，它会飞呀！”我脱口

而出。

“对呀！站在树顶上的鸟，不怕树枝断

裂，因为它们依靠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的

翅膀。”

我被师傅的话震撼了，从此跟着师傅

认真地学习各项业务知识，不到一年我就

能独立上岗了。

经过两年的锻炼，如今我已经成为队

里的骨干。

回首走过的路，我想对师傅说一声：

“感谢您的那堂课！”

组织技能擂台赛
本报讯 朝源煤矿把提升职工技能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手段，每月在班组开展技能擂台赛，擂主在班组层

层“PK”产生。他们还在每季度、每年度举行“技术争霸

赛”，大大激发了职工精进技能的积极性。两年来，这个

矿 33个班组先后涌现 11名“金牌擂主”，他们每月的技能

津贴高达 2000元。 （李继峰 高凯）

刘璐 口述 张开亮 整理

每逢教师节来临，我都会想起我的良师

益友——张爱静。

原以为离开了校园，也就意味着离开了

老师和学生这层温情的关系，没想到走上工

作岗位的第二天，车间领导就领着一位大姐

来到我身边，对我说：“小刘啊，以后张姐就

是你的老师了！工作上跟着张姐好好学着

点啊！”

看着笑意盈盈的张姐，我有点摸不着头

脑，工作又不是上课，还需要老师傅教吗？

不过，在这陌生的环境里，突然多了一位老

师傅关照，我还是挺欣喜的。从此，我就成

了张姐的“小尾巴”，我们也就这样开启了十

几年的师徒生涯。

张姐比我大 15 岁，她看到我的第一面

就自来熟地对我说：“小刘啊，你这么小就参

加工作，又是个外地的小闺女，以后别管上

班还是下班，有事就问我，有啥不明白的都

找我。”陌生人之间的生疏感，立刻被这爽朗

的话语一扫而空。

离开学校来到工作岗位，四班三运转

的工作方式让我生物钟混乱。中班 0 时 30

分下班，坐着班车回宿舍的我，不止一次睡

过站。而上夜班的时侯，23 时闹钟一响，我

恨不得一把将它塞进被窝里。看着我一天

到晚一副睡不醒的样子，张姐找了班车上

与我同一个站点下车的同事，嘱咐她喊着

我一起上下班。同事忍不住打趣说：“你这

是找了个徒弟，还是找了个孩子？”张姐每

次都笑着回复：“小闺女，脸皮薄，很多事不

好意思开口，我这当师傅的，也就是多说句

话的事。”

张姐的照顾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感受到许多关爱，也让我迅速在山铝环境新

材料公司这个大家庭里扎根并成长起来。

到了工作岗位，张姐立刻进入一丝不苟

的工作状态。她说：“我们化验员对自己的

分析数据要有极度认真严谨的态度，不能出

现一丝一毫的差错，否则无法给生产组织和

产品出厂提供可靠的数据！”

每次分析数据报出，张姐都会把我们两

个人算出来的结果做比较，并在一次次的对

比中分析可能存在的操作误差。这样的反

复对比，也让我养成了工作时必须全神贯注

的好习惯。每一项化验分析，就像在学校时

实验操作考试一样认真。每次一鼓作气操

作分析下来，都有股淋漓尽致的畅快。这让

我真正地爱上了化验分析岗位，很快成长为

化验室的骨干。2022年 1月，我顺利拿到了

技师资格证书。

虽然张姐已经退休很多年了，我参加工

作至今也有 21 个年头，但我们仍保持着紧

密的联系。这份亦师亦友亦姐妹的情谊，给

我漫长的职业生涯带来一抹别样的温情。

工地就是课堂

李岸伟 口述 张传武 马爱华 整理

“恭喜恭喜，岸伟，你终于获得金牌操

作能手称号了！”9月 2日，师傅马爱华一见

到我就乐呵呵地说，“上个月举行的 2024

年水泥行业化学分析工技能竞赛决赛成绩

出来了，你排第 9名，按惯例前十名授予金

牌操作能手称号。”

这块金牌，是师傅的梦想。

我 2020年 7月大学毕业来到中国能建

葛洲坝钟祥水泥公司，师从化学分析能手

马爱华，学习检验进厂原材料和出厂水泥

的化学成分。

作为公司的第一个女技师，师傅有着

缜密的思路、细心的工作态度和极富章法

的工作方式，曾多次在全国性大赛中获

奖。她常对我说，我们的检验数据用于指

导生产，务必确保每一组数据的准确性。

在她的悉心指导与叮嘱下，我也养成了精

益求精的工作习惯，每检测一组数据都要

复核多遍，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确保不

出任何差错。渐渐地，我能够独立且熟练

地完成检验任务了。

2021 年底，我和师傅一起参加了全国

建材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师傅荣获银牌，我

拿了铜牌。她不无遗憾地对我说，她从业

十多年来逢考必过，逢赛必得奖，唯独缺了

一块金牌，“将来希望你能夺冠”。

我一直认为师傅很了不起，没想到她

心中还有这样未曾实现的目标和梦想。

今年初，又接到竞赛通知，师傅因身体及

工作原因不能参赛，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

身上。如今，得知自己终于圆了师傅那个期

盼已久的金牌梦，我心中满是感激与喜悦。

替师圆梦

班组里的“师徒搭子”

张凌云

几天前，中国化学工程十六化建第二安

装分公司民祥项目管工赵体佩被他的师傅

李峰华训了。这几天，赵体佩一直蔫头耷脑

的，想起师傅那犀利的眼神就心情沉重。

李峰华是一位有着 20 多年工艺管道安

装经验的老师傅。当初被分给李峰华当徒

弟时，赵体佩暗自庆幸，刚参加工作能遇上

一位经验丰富、口碑甚好的老师傅。

赵体佩初涉社会，热情满怀。李峰华经

验丰富，倾囊相授。从管道材质的区分、规

格，到管道的切割、焊接安装，师傅事无巨

细、亲自示范，徒弟踏实肯学、反复练习。

有一次，赵体佩正在练习给管道打磨焊

接坡口的时候，突然被一向态度和蔼的师傅

厉声叫停。师傅黑着脸说：“你趁早回家算

了！连防护面罩都不记得佩戴，技术学得再

好也是废人一个。”原来，赵体佩光顾着练

习，竟忘记佩戴防护面罩了。按照规定,在
给管道坡口打磨时必须佩戴防护手套、防护

面罩等，以防铁屑溅伤。

师傅的眼神像一把刀，赵体佩心惊胆

寒。在接下来几天的练习中，赵体佩第一件

事就是记着佩戴好防护用品。

但是，在安装一个复杂的管道系统时，

赵体佩又出现了失误。赵体佩脑海中立即

浮现出师傅那犀利的眼神，顿时紧张得满脸

通红。没想到，师傅并没有责怪他，还仔细

地给他分析失误的原因。

“在化学工程里，工艺管道施工工序繁

杂、技术标准高，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极

致，容不得半点马虎，而每一个优秀的管工

都是善于在错误中总结经验的人。”师傅温

和地说。

原来，师傅有“两张脸”：在安全防护上

严厉，在传授技艺时温和。

再度回想起师傅犀利的眼神时，赵体佩

体味出了关爱，还有希望徒弟比师傅走得更

远的期待。

在安全防护上严厉，在传授技艺时温和

师傅有“两张脸”

缪华 李仁达

“大学生的接受能力就是强！”9月 6日，

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车

辆段徐州下行运用车间检车场，下发二班工

长孟伟高兴地说，“李仁达就是我捡着的一

个宝”。

去年8月，李仁达本科毕业入路，定职为

货车检车员。从签下师徒合同开始，李仁达

便有了人生中第一位师傅——技师王葆松。

每次上班，李仁达就跟在师傅身后，像

个刚学走路的孩子。

王葆松步伐矫健，眼看、锤敲、灯照、手

拉、耳听……在铁路货车车辆车底进进出

出，检车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他手把手地给

徒弟传授技术，同时严守“作业中师徒不能

分离”的安全规定，不时嘱咐李仁达：“注意

安全！跟上我！”

检车场上机车来回穿梭，极易被安全事

故隐患盯上。王葆松频频回头，确认徒弟离自

己不超过两米，才放心地继续检车。“我经常回

头看你，是不放心啊！父母将你交给铁路，交

给了我，我就要把你当自己的孩子。”师傅掏心

窝的话击中了李仁达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3 个月后，李仁达顺利顶岗。在今年二

季度车间技术比武中，他夺得二等奖。他心

底一直珍藏着师傅频频回头的样子，那是督

促，那是关爱。

8月30日，浙江省宁波舟山港
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矿石码头分公
司举行2024年新入职大学生“导
师带徒”培养计划启动仪式，12名
新员工与结对导师签订师徒协
议。图为徒弟向导师敬茶。

蒋晓东 徐晓婷 摄

敬 茶

频频回头

在中交二航局中交锦上项目工地上，工程师余训毅教导
徒弟王英东，要利用好自己手中的全站仪，不仅精准测量建筑
物，也测好人生标高，找准发展定位。图为王英东（左）在师傅
余训毅的指导下检测塔吊垂直度。 方国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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