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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快讯G

屈联西 崔伟

9月 5日上午，在河南豫光金铅股份公

司精炼厂电五工段的生产车间，由该公司

自主研发的自动排距机组，以每组阴阳极

排距 12秒的速度有条不紊地运行。

豫光新电解一期项目，采用自动行车等

智能设备，智能化、自动化及信息化程度均

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然而，在2022年

10月试产之初，由于新设备处于磨合期，主

要设备之一的自动排距机组竟开不了机。

“我不相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军人

出身的工段长李平军说。他在工段提出了

“解决问题就是创新”“问题面前有我们，我们

面前无问题”的响亮口号。

试产前期，他带领试产人员从项目设计、

管道优化到环保设施治理，共整改安全、环

保、设备等问题 100余项。

试漏是前期工作的重中之重。李平军带

领陈小波和高伟两个得力干将，从电解槽到

液池、循环池，再到管道，一寸一寸排查，一条

一条焊缝仔细检查。700立方米水、320个电

解槽、18个液池、1000余米管道，检查出漏点

100 多个，保证了基础设施零缺陷，为系统试

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试产过程中，李平军带领班组职工从整

个系统的硬件、电气、程序等入手，一点一点

查问题并逐一解决。

“为了提高产量，我们分析一个个工位，

从提高阴阳极制作速度、改变机器人运行轨

迹入手，不断优化程序，一秒一秒提高自动排

距机组的排距速度。”李平军说，机组排距速

度由原来的 30秒逐步提高到了 12秒。

每槽阴极 51 片、阳极 50 片，现在每组阴

阳极排距时间已经缩短到 10分钟，而公司另

一条生产线上的进口排距机组，每槽阴极 38
片、阳极 37 片，作业时间却是 15 分钟。“与其

相比，我们车间单槽阴阳极排距时间整整压

缩了 5分钟。”李平军自豪地说。

新电解系统开创性地集成应用了多项先

进技术，机组、行车、撕碎机、输送带等硬件的

全新组合构建了高效的物料传输体系，而

集控中心把循环系统、整流系统、阳极泥洗

涤、自动行车等融合到一起，带来了数据可

视化、控制精细化。

“流水线上任何小问题都会被放大，造

成一处卡壳全线皆停的被动局面。控制系

统中任何数据的不准确、控制方案的缺陷，

都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对产量、质量带来

严重影响。”李平军深有体会地说，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这一个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目前，新电解系统实现了单跨一套设

备生产 20万吨析出铅的设计能力，产品主

要经济技术指标直流电耗达到吨铅 98.96
千瓦时的行业标杆水平。

流水线上任何小问题都会被放大，造成一处卡壳全线皆停的局面

帮助智能设备度过磨合期

黄俭 鲁书铜

在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建工公司管

道焊接智能化的进程中，全自动焊机的引

入为提高焊接效率和质量带来了新的机

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其中，不同设备之间的匹配问题尤为

突出，两套设备的组合焊接工艺对焊接接头

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攻克这个难

关，才能让焊接智能化顺利推进。”全自动氩

弧焊焊接工艺试验研究小组组长贾西濮说。

“我觉得混合气配比的稳定性还需要再提

高。”“我认为坡口设计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每

天的班前会和班后总结会上，大家都会各抒己

见，热烈讨论。贾西濮则会认真倾听每个人的

意见，并与厂家积极沟通改进方案。

该小组的成员经过分析梳理，明确了全

自动氩弧焊的难点在于热、填、盖层，尤其

对影响焊接质量的混合气配比进行了严格

监控。

在解决仰焊位置铁水流动特性所造成的

焊接难题时，该小组自主优化坡口设计。为

了找到最佳的坡口宽度，他们绘制了翔实的

数据记录表格，根据实际焊接情况反复地

精细调整。“大家要仔细记录数据，任何一

个细节都不能放过。”在施工现场，贾西濮

不时叮嘱。

经过多次尝试和改进，他们终于使两

套设备的焊接参数达到了理想匹配。焊缝

质量经过无损检测，完全符合标准，管道焊

接一次合格率达到 98%以上。

精细调整，让焊接智能化顺利推进

金牌站长评选激发班站活力
本报讯（记者周怿 通讯员庞世乾 程秀坤）

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的曹金富刚从别的油田

现场取经归来，刘芹接到了去烟台休养查体

的通知……这些待遇得益于他们的一个共同

身份——金牌站长。今年，该采油厂从 70多

名基层班站长中评选出了 9名金牌站长。

“近年来，厂里一线岗位面临年龄结构老

化、结构性缺员等问题，班站长面临较大的安

全生产和队伍管理压力。”该厂党委书记宫玉

坤说，今年厂里开始选育金牌站长，打通班站

长成长成才、干事创业的“快车道”，提升基层

班站长岗位吸引力、价值感。

据悉，当选金牌站长年度内，每人每月给

2500 元绩效激励，在外出疗养、医疗查体待

遇等方面给予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优先选聘

到上一级管理和技术岗位。评选金牌站长激

活了基层队伍的一池春水。金牌站长们盯紧

现场管理、队伍建设和风险管控，尽心尽力把

“责任田”建成“示范田”。

班组现场G

以赛促练保安全
“看环境，检查顶帮完好……”在山东能源鲁西矿业郭屯

煤矿2309工作面，鲁西矿业第三届全员岗位技能竞赛采煤机
司机决赛选手正在“手指口述”。该竞赛主要考核选手的操
作技能、安全意识和故障排除能力，以赛促练，提高采煤机司
机队伍技能水平和安全意识。 王凤斌 摄

本报讯“昨天下午巡检到 1号集油器南

侧时，被施工物料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幸亏没

事。”9月 1日，河南油田采油一厂塔河项目部

员工小郭在班前会上分享工作中的一个不安

全行为。

当班班长罗来平分析原因：“事情的发

生说明我们现场施工没有监管到位，施工方

没有将杂物规整到位，给巡检通道带来安全

风险。”

“从这件事看出，场地环境、生产状态、设

备运行都是动态的，这就要求我们把现场存

在的问题、隐患都找出来，超前判断，提前处

置，确保自身安全。”项目部经理胡结总结。

把自己工作中最满意的或最不满意的

行为在班前会上“亮相”，是该项目部 8 月份

以来增设的一项特色活动。罗来平说：“亮

出安全技巧时，它是交流台；亮出隐患排除

时，它是光荣台；亮出不安全行为时，它是揭

丑台。” （谭吉辉）

班前会上来亮相

让充电桩“动”起来
本报讯（记者唐姝 通讯员宋倩）“自从采

用了移动式升降车集中充电桩，每台装置每月

可节约成本 1.5万元。”9月 2日，在中建二局安

装公司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B航站楼项目施

工现场，装置发明人罗路正在讲解移动式升降

车集中充电桩操作注意事项，吸引了众多工友

的目光。

据介绍，该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35万平方

米，最高点标高 40.70 米，风管、桥架、线缆的

安装常常要在高空和受限空间里作业，需要

用到大量的移动式升降设备来辅助安装机电

管线。然而，在实际机电安装施工中，剪叉式

升降车临时敷设电箱成本高，临时用电和消

防管理混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此，该项目创新工作室设计了移动式

升降车集中充电桩。充电桩长 4.5 米、高 2.2
米，每个充电桩配 3个配电箱，能同时给 6台登

高车充电。底部安装了 4个万向轮，能根据工

地现场实际转移充电位置。该装置的成功投

用对于节约成本具有积极作用。

他山之石G

打造智能化标杆
近年来，准能集团凭借扎实的数字化建设基础，按照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建

设思路，构建“1+1+1+N”露天煤矿智能化建设模式，在全生产流程探索实现智能化技术应
用，打造智能化示范标杆煤矿。

图为8月30日，在设备维修中心发动机车间，工人正在安装矿用大马力发动机数字化检修
系统。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范琦 姚宇鑫

“进行安全分析操作时，可不能只盯着这

一个检测点、一根管线、一个人孔，要学会眼

观六路、用脑分析，对于天气、风向、附近工艺

环境、管线中曾经‘走’过的物料，都必须做到

心里有谱！”吉林石化公司质量检验中心（以

下简称“吉化质检中心”）的工人技师赵景宽，

在装置检修现场给徒弟上起了“实战课”。

今年是吉林石化公司三年一度的检修

年。在对装置进行全面维修保养的同时，大

检修也是对各工种操作技能的一次大比武，

更是难得的员工素质提升大课堂。为此，吉

化质检中心的老师傅们积极发挥传帮带作

用，在检修现场化身讲师，灵活生动地给青工

们上起了实操课。

青年员工耿宇晴一边听赵景宽师傅讲

解，一边默记各项要点。虽然她对安全分析

操作早已驾轻就熟，但是全区停车检修、千人

同时施工作业的大场面，她还是第一次见。

面对复杂的安全分析作业环境，她心里既兴

奋也紧张。

为了让小耿尽快进入最佳检修工作状态，

车间安排她与技术水平过硬的赵景宽组成师

徒对子，为她现场授课，严把安全分析质量关。

师徒俩首场“实战课”的课堂，就在一处

排凝管线动火分析点。耿宇晴认真检查校正

分析仪器，并对分析点周围环境做了细致观

察，然后开始对分析点位进行双仪器反复检

测。完成分析全套操作后，耿宇晴喜滋滋地

看着赵师傅，等着听表扬。

“小丫头，分析操作执行得不错，还能绕

着分析点先走一圈，检查周围环境，必须得夸

一下！”赵师傅的夸奖让小耿很高兴，同时她

也感觉到师傅话里有话。

“但是，你想想看，这次分析点是排凝管

线，装置刚进行完吹扫，管线里是不是可能还

有少量水存在？你的测爆仪探头是不是应该

稍向上倾斜一点角度，避免吸入水啊？”赵师

傅的话让耿宇晴心悦诚服，这可是书本上没

有的绝招。

拿出随身的小本本，记下刚学到的知识

点，耿宇晴跟随赵师傅走向下一个分析点。

检修现场的实战课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冯秀

由北京西开往南昌西方向的 G891次，是

一趟非常受欢迎的红色旅游列车，上座率很

高，老人和儿童等重点旅客尤其多。列车长

韩瑜在北京西站始发立岗时不断回答旅客的

询问，相同的话怕是要说上几十甚至上百次，

而她总是侧耳细听，耐心解释。

韩瑜 2018 年进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石家庄客运段工作，2023 年担任高

铁列车长。设身处地为旅客着想，积极主动

为旅客排忧解难，力求与旅客“心灵共振”是

她做好服务的“秘笈”。

服务是心灵的交流，更是一种深切的理

解与回应，要以旅客的期望和需求为核心，用

心聆听，用情服务。她结合工作经验总结归

纳出“盖房子工作法”，即打地基（为班组安全

工作立规矩，一切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搭

框架（打造安全管理的体系和流程）、砌砖头

（应急演练、安全知识学习）。

秉持“做得永远比旅客期望多一点”的服

务理念，韩瑜创建了“热心待客，细心关注，真

心帮助，耐心解决”四心服务法。她还与服务

团队成员共同优化“七色彩虹”服务法——红

色是全程关爱服务，橙色是语言无障碍服务，

黄色是无干扰服务，绿色是旅游信息服务，青

色是发现式服务，蓝色是友情提示服务，紫色

是隧道演示服务。他们不断丰富服务内容，

提升服务质量，深受旅客的赞誉。

6年来，韩瑜和班组同事们服务了 357名

重点旅客，为旅客找到遗失物品 889件，获得

12306表扬工单 98单、锦旗 11面。

“做得永远比旅客期望多一点”

聚焦·智能化落地班组G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李丹 产启斗

虽已立秋多时，但湖北武汉仍处于高温天气。地铁里的

清凉让人倍感惬意，而在幕后，检修工人们正挥汗如雨。

在武汉长江公铁隧道旁的武汉地铁 7号线徐家棚主变电

所内，身着长衣长裤、头戴安全帽、脚穿劳保鞋的高压电工董

锐和刘伟正在利用红外测温、熄灯检查等方式对 110 千伏变

电设备开展高温特巡特护工作。

董锐向记者介绍，高温时节，为保障供电设备运行安全可

靠，车间在巡视维护过程中增加了高温特殊巡视守护频次，即

特巡特护：主变电所的日常巡视工作由两天一次加密至一天三

次；重点设备的红外热成像检查工作由一季度一次加密至一周

一次；110千伏电力外线实行人工巡视结合无人机巡视的方式，

利用无人机摄像头对杆塔、导线、绝缘子等部位进行巡检，对重

点部位进行悬停拍摄，全方位把脉供电设备健康状态。

巡视中，刘伟在主变电所核心区域控制室内监测到主变

油温达到了 61℃，距离系统预警还差 9℃。两人随即开启顶

部大功率风机，降低环境温度。

“高温时段，变电设备的降温不能等到预警才开始，要提

前干预防止‘中暑’。”刘伟介绍，高温天气，大功率风机日最长

工作时间达到 10小时。

汗水换清凉

“16+N”推动区队班组建设
本报讯 为加强区队班组建设，里彦煤矿积极打造文

化引领、素养形成、流程管控、制度评审“四位一体”管理

体系，全力构建区队班组“16+N”管理制度体系。该体系

涵盖班前班后会、现场交接班、民主管理、红黄牌分析等 16
项基础内容，并结合实际自主扩展其他内容。 （陈宜勇）

关爱职工“心”能量
本报讯 8月 30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机车检修段开展了“安全生产下的情绪提升与舒压”即

兴戏剧体验活动。来自一线班组的 30 余名职工在专业

老师引导下，通过游戏、即兴表演，模拟高压工作环境，感

受突发情况下的自身反应，锻炼适应能力。这是该段举

办的职工幸福关爱行动（EAP）系列活动之一，由此探索

建立适合段职工的心理预防、治疗、干预机制。（李政洋）

班里设置“小件回收箱”
本报讯 芦岭矿保运区运转队引导职工树立节约意

识，在班里设置了“小件回收箱”，用来装检修工回收的螺

丝、垫片等零散物品，还在箱面印上“节能降耗，从我做

起”字样，且把节能降耗工作与工资挂钩，奖优罚劣，一班

一结算，一月一兑现。 （顾述毫）

标准作业卡百分百全覆盖
本报讯 为规范职工作业行为，新钢集团炼铁事业部

编印了 5313 张 E-SOP 标准作业卡，涉及 233 个作业内

容，实现了该部岗位 100%全覆盖。职工通过随身携带的

标准作业卡，可以快速熟悉掌握岗位操作步骤及注意事

项，固化标准化作业流程，赋能安全生产。 （甘志鸿）

运输皮带上安装除铁器
本报讯 为防范旧铁丝头、断锚杆、残钻杆之类的尖

锐金属物掺杂在原煤中，造成皮带磨损或划伤甚至堵塞

煤仓流煤口，冀中能源峰峰集团牛儿庄采矿公司在集中

出煤巷主运输皮带的连接点处安装 RCBDB-16T3 矿用

隔爆型电磁除铁器，不仅保证了系统安全运行，更为提升

经营质效提供了科技保障。 （李秋卫）

双联泵让修井更高效
本报讯 在油井修复的现场，如何让员工毫不费力地

完成上百根油管的起下？江汉采服井下作业部 101设备

修理站“技师创新小组”给出了新答案：将轮式修井机单

一的动力泵变成双联泵，在满足修井机工作所需动力的

同时，又能为撬管机提供澎湃的动力，极大地节省了人力

物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张飞）

下井必带避灾路线图
本报讯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袁店一矿综采二区现有

职工 116 人，其中老职工居多，尽管他们技术水平高、现

场经验丰富，但是接受安全知识教育却吃力。为保证井

下突发灾害时能安全逃生，该区让技术员指导每一位职

工绘制井下避灾路线图，并要求每个职工下井时都带着

这张图。 （蔡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