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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一个午后，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环卫绿化

服务队矿外班职工杨丕喜开始了除草工作。他斜背着打草

机，手握操作手柄，低头盯着切割台，专注而又游刃有余地清

除杂草。

稍稍观察，你会发现，他右腿不能弯曲，下蹲吃力，走路一

瘸一拐。事实上，杨丕喜在 2002 年因一场意外致右腿截肢，

康复后调来了环卫绿化服务队。

十几年如一日，他默默做好这项工作。每天早上 5 点半

起床，6 点到鱼塘北侧关掉矿外喷淋灌溉系统。矿外班休息

室里的热水壶也一早被他灌得满满的。

除了日常的卫生工作外，挖下水道、平树坑这种体力活，

杨丕喜从不因为腿部不便落在人后，甚至比旁人干得更多。

“反正也没啥事，多干点少干点没啥区别，谁干都一样。”他淡

淡地说。

绿篱修剪是环卫绿化服务队技术含量较高的一项工作，

加长的锯齿让绿篱修剪机增重不少，非常消耗体力。使用的

人要先启动绿篱机，一手拿着发动机的后端把手，一手握住锯

齿和发动机中间扶手，身体保持平衡。

拿起这个大家伙都很费劲，更别说举着它干活了。不管

是成排的绿化带还是高大的树木，杨丕喜都能得心应手地修

剪，让它们变得整齐又美观，大家都夸他有一双巧手。“也没什

么特别的，熟能生巧嘛！”他总结道。

他还自学了机械设备维修技术，凡是队里的机器出了故

障，他总会热心地帮忙修理。正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多学一点、

多干一点，才造就了一双巧手。

李玲霞

10 月，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冶炼一

厂各班组收到了集团公司发出的嘉奖令，

集 团 对 他 们 提 前 完 成 大 修 给 予 通 报 表

扬。在这次大修中，机器人首次应用。全

新的作业方式为大修增添了新动能，将开

炉时间提前了 6 天，每天可以多生产近千

吨产品。

在熔炼工段氧化炉内，机器人马力全开，

灵巧的机械臂上下翻飞、左右开弓，伴随着阵

阵腾起的灰尘，炉内的耐材纷纷脱落。原本

需要 12 天才能完成的工作，这次仅用 6 天就

完成了。

“用了机器人，费用低、耗时短、安全系

数高，真是一举多得。”熔炼工段长苗向阳

说，原来清打耐材都是靠人工爆破，费用也

高。爆破时首先要人工钻眼、装填炸药、封

堵炮眼和放炮。周围得 10 多个人警戒，现

场还会产生很大的灰尘。特别是每次放炮，

附近的作业点都得停止作业，还要担心爆破

引发的风险。

54 岁的炉前工侯保安更是感慨不已：

“炉前工是大家公认的重体力劳动者，以前工

作都是大锤铁钎做伴。这些年自动化程度不

断提高，这次大修竟然有了机器人，我是真想

不到炉前的工作还能这样干！”

烟化炉内，同样有一台机器人“挖山不

止”。该工序原来14天的清炉时间，减少为8天。

在极板工段，“从天而降”的机器人彻底解

放了职工打风镐的双手。为了使用智能机器

人，该工段揭开炉顶，通过行车将机器人从上

部精准地吊入精炼炉内。事实证明，这一番折

腾是值得的，原来10天的工作量，缩短为3天。

氧化炉、还原炉、烟化炉、两个火法精炼

炉，五炉同时使用机器人作业，使得作业时间

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同时消除了职

工在有限空间内作业的安全风险。

大修中首次应用机器人
开炉时间提前了 6天，每天可以多生产近千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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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巧手
日复一日地多学一点、多干一点

一线职工遇到的问题，发动一线职工解决

“吐槽点”变成了“妙法子”

班组现场G

争做“最强巡检”

班组之星G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何欣

8月 29日 13时 22分，随着点火指令的发

出，谷神星一号海射型遥三运载火箭冲向太

空，把六颗卫星送到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谷神星一号运载

火箭的第 15 次飞行，也是今年第 4 次成功发

射。成绩取得的背后，靠的是刘建设团队扎

实的技术以及以不服输为核心的“老规矩”。

刘建设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首都劳动

奖章获得者、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技术团队负责人。本次海遥三任务

筹备期间，他像往常一样提前带队到达现场，

这是公司从成立之初就立下的“规矩”。但没

想到的是，任务推进过程波折不断。

首先是某个电子产品的阻值不达标，星

箭对接后的测试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不完

全侧重在技术方面。刘建设第一时间组织

团队、协调各方，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找出问

题的根源，彻底解决。出了问题不乱阵脚，

有序推进，捋顺脉络，这是他们的“老规矩”。

关关难过关关过。地面测试指令异常问

题，公司里几位“老航天”都是头一回碰到。

接下来的半个月，刘建设就像定海神针，和大

家一起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前方后方地忙乎，

晚上讨论、写报告，白天验证、汇报，跟发射中

心的领导反复沟通，从现象入手一点一点地

“啃”。虽然话不多，但刘建设凭着必把问题

解决到位的那股劲，最后带着团队解决了该

问题。遇到问题不躲不逃，相信努力总会有

回报，这又是他们的“老规矩”。

正当大家准备重新开始的时候，国内某

型号飞行失利带来的不利影响又一次给任

务按下了暂停键。刘建设让大家主动分析

本公司产品和对方产品的差异，找问题、想

办法，自己则到处协调资源，为内部各专业

提供精准信息。公司通过进行地面试验，确

保火箭产品没有类似问题，同时产品方案也

得到各方专家的认可，任务在各方的协调下

得以继续推进。主动出击，不等不靠，这还

是他们的“老规矩”。

多年来，刘建设团队一边摸索一边前

进，形成的“老规矩”还有很多。比如每天的

班前会、工作例会，关键时期的专业复查、多

媒体复查，还有质量检查、统一思想、反复思

考等。这些“老规矩”，不论是公司的“老人”

还是“新人”，都无一例外地绝对遵守。

严守“老规矩”，寻求新突破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李平 吴超

“我每天都要提着摇枕弹簧逐个浸漆、控

漆，劳动强度太大了！”

“手动添加硅油无法精准控制注射量，导致

我的工位返工次数多，制动阀检修效率低下。”

……

在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车

辆段今年 2月建立的合理化建议征集平台上，

各车间班组的“吐槽点”不断冒出来。截至 10
月底，职工“吐槽”已累计达到207条。

被“吐槽”了怎么办？该段将这些“吐槽

点”作为发力点，进而发动职工开动脑筋进行

技术创新，大量“金点子”变成了现场推广应用

的“妙法子”。

“枕簧浸漆”一键换新

“以前一辆货车车辆车枕弹簧浸漆作业需

要近1小时，自从用了这套‘枕簧浸漆工装’，现

在 5分钟就搞定了，省时省力。”在该段检修车

间喷漆库，产品综合班组职工郑齐文对这台自

主研发的新工装赞叹不已。

摇枕弹簧是货车车辆转向架的关键部

件，用于缓和货车车辆在运行中的震动和冲

击。在厂修作业时，必须对检修完毕的摇枕弹

簧进行浸漆作业，防止因生锈腐蚀影响列车运

行安全。

但是，浸漆作业需要人工提着摇枕弹簧逐

个浸漆、控漆，而每辆车有 36组摇枕弹簧，每

组约12公斤，需要连续作业36分钟。按每天6
辆厂修车的生产量计算，职工要连续作业 3.6
小时、搬运 2.6吨货物，劳动强度特别大，所以

一直是大家的“吐槽点”。

能否设计一种新的工装？该段职工李新

忠、刘泽不谋而合。他俩反复试验探索，最终

实现了枕簧浸漆作业自动化。这套“枕簧浸漆

工装”在产品综合班组正式投用，作业者只需

一键操纵便可完成一辆车的“枕簧换新”作业，

作业时间从 36分钟缩短至 5分钟，劳动强度大

大降低，生产效率提高了86.1%。

“滑阀加油”一键定量

制动阀堪称铁路货车车辆的“心脏”，它由

上百种配件组成，内部结构复杂，滑阀是最主

要的配件。检修车间内制动班组在对制动阀

进行拆洗、检修、组装时，需要在滑阀底座和背

面分别手动加入 0.5毫升、2.5毫升的硅油。但

是，手动很难精准，严重制约了检修作业效

率。职工为此经常“吐槽”。

“吐槽”引起注意，最终攻关任务落到设备

包保负责人田政和 3 名车间技术骨干手中。

他们展开研究：先是通过安装带有千分刻度尺

的加注器，以求对硅油的定量添加，但在运用

中发现，这种方式无法同时满足 0.5毫升和 2.5
毫升的加注量。

为进一步改善这一工装，班组职工集思广

益，经过前后 3次改善，最终通过在带有千分

刻度的加注器上加装光电感应开关和定量选

择开关等措施，研制出“120 阀组装硅油加注

机”，实现了滑阀加油一键定量。如今，内制动

班组日均检修制动阀由 28套提升至 32套，一

次试验合格率从82%提升至91%。

“腕表防护”一点触发

“腕表报警了，立即下道！”在安康车辆段

动态监测设备车间大岭铺综合探测站，正在线

路上检修设备的郭文涛和现场防护员徐洋所

戴的腕表不停振动，提醒即将有列车经过。这

个列车接近预警提示，是由驻站联络员李琦通

过点击腕表发出的。

该段动态监测设备车间安全管辖里程

1870公里，点多线长、作业环境复杂。以往，现

场作业人员在上道作业过程中遇到列车接近，

驻站联络员只能通过对讲机通知现场防护员，

现场防护员再利用吹铜号的方式，通知线上作

业人员下道避车。

职工们“吐槽”说，这种提醒方式单一，如

遇大型集中施工、作业环境复杂或者人员分散

且处于弯道地段，很难确保所有人员都能及时

听到避车通知。

今年 6月，动态监测设备车间的禹鹏研发

出“防护腕表”。这款“防护腕表”分为母表和

子表两个表盘，母表用于发送预警信息，子表

用于接收预警信息。驻站联络员佩戴母表，现

场防护员、现场作业者佩戴子表，驻站联络员

通过按键或触屏，发布带有声音、震动和不同

颜色的列车一接近、二接近、三接近预警信息。

“金点子”结出“金豆子”。今年以来，该段

已完成职工改善提案 73项、完成技术创新成

果 18项，奖励 6万余元。上半年，该段修车质

量、临修车施修质量等 8项关键指标均达到全

路领先水平。

集体过生日
淮北矿业集团铁运处在组织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

活动的同时，对全处2000多名职工持续开展生日慰问活动。
图为10月24日，班组职工在过集体生日。李建 朱玲 摄

设备维保走出去
本报讯 江汉油田采服中心组建设备维保小分队，制

定“一车一策”维保措施，委派技师骨干赶赴外部工区，严

格执行设备检修标准，有力保障生产平稳运行。截至目

前，完成特种设备检修保养 200余台次，节约维修费用近

60万元。 （张飞）

骨干加入试验班
本报讯 集大原高铁联调联试以来，中国铁路呼和浩

特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宁车站从值班站长、车站值班员、助

理值班员等主要行车工种中选拔 16 名技术骨干加入试

验专班，采取试验销号制和工作写实制，表单化梳理盯控

重点，利用试验契机岗位练兵，进一步提升业务技能。

（左伟青）

清理整治堆积物
本报讯 连日来，湖北交投鄂西北运营公司联合竹山

县人民政府，对该县域内高速公路桥下（涵洞）空间的违

规堆积物进行专项清理整治。截至目前，共出动一线班

组人员 5700余人次、机械设备（车辆）560余台次，排查沿

线 7 个乡镇桥涵 85 座，发现堆积物 75 处，累计清理桥下

堆积物 15149立方米。 （贺永）

案例分析进一线
本报讯 进入 11 月以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洛阳车务段认真整理各生产岗位以往典型冬季事故

案例，利用班前会、业务学习等时间组织一线职工学习、

讨论，由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讲解、分析，引导职工切

实从中汲取教训，确保冬季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杨金科）

力争少井不少油
本报讯 11月 4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的班组职工

正在对义 7-X23 井组实施大型压裂增油有效措施。今

年以来，该厂严格落实油田“大生产、大运行”要求，减少

防砂、降黏等措施，增加压裂、转抽、转周等措施，力争少

井不少油，与去年同期对比，平均单井年增油 40吨。

（吴木水 丁洁）

编织冬防安全网
本报讯 抚顺石化工建公司储运运维联合车间将防冻

凝作为当前安全生产的首要工作来抓，精心编织罐区防冻

防凝网，筑牢冬季安全生产屏障。车间结合储运罐区生产

特点，在“防”字上狠下功夫。列出问题清单和重点防控部

位，制定应对措施，将每个储罐、每条管线、每台机泵的防

冻凝措施逐一落实到班组和个人，做到无死角、无盲区。

（赵钰）

开办“夜间小课堂”
赵天奇 郭子亨

“ 一 看 压 力 ，二 听 哨 ，三 背 气 瓶 ，四 戴

罩。”夜班闲暇时间，中安联合烯烃部成品装

置四班的成员们围坐在一起，一边背顺口溜

一边相互检查对空气呼吸器正确佩戴与使用

方法的掌握情况。

10 月份以来，该班把“夜间小课堂”搬到

了装置现场，班组长、生产骨干现场教学，通

过模拟操作、动手实践等方式，对青工进行生

产操作指导，提高他们的操作技能。

“夜间小课堂”在注重学习形式灵活性的

同时，也重视学习内容的针对性，将教学内容

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

近期天气降温，丙烯球罐压力呈下降趋

势，投用丙烯汽化器确保原料泵出口压力正

常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生产操作。“夜间小课

堂”以丙烯汽化器投用操作为重点，在装置现

场组织员工对照汽化器操作规范进行手指口

述模拟操作，为装置后续顺利投用汽化器奠

定坚实的基础。

“五必查”除隐患
何永兴

川煤集团华荣柏林矿业公司各班组在设

备检修过程中坚持“五必查”制度，积极构筑

检修安全网。

员工思想异常必查，每班班前会，由队

干、班组长仔细了解职工思想动态，疏导职工

情绪；劳动保护用品穿戴必查，每班进班前，

由队干检查劳保用品穿戴是否齐全；作业规

程学习情况必查,在每班进班前，均要组织学

习检修项目作业规程，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剖

析典型事故案例，举一反三，制定相应安全技

术措施；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情况必查,进检修

现场前，班组要对现场的安全保护装置完好

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及时处理；风

险应急预控措施落实情况必查,当下达检修

任务后，班长、安全员和检修项目负责人提前

进入检修现场，勘查检修现场存在的危险因

素，进行现场风险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措施，

将事故隐患消灭在源头。

严把三关修旧利废
李秋卫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牛儿庄采矿公司巷修

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把三道关口，从

“小”处着眼，从“细”处着手，把修旧利废工作

开展得扎实有效。

在严把回收关上，以班组为单位，按照

“谁使用、谁回收、谁管理”的原则，每月初

对所辖的各个生产作业区所有物资进行核

定，根据各掘进队的生产作业计划分解到

各个生产班组，同时分解各班组的月度物

资回收计划。各班组回收设备物资，升井

后由成本核算员验收、清点、分类，修理工

部建立台账。

在严把修复关上，坚持“能现场维修的不

上井、能自修的不外修、能小修的不大修”原

则，充分利用各班组修理工的业务专长，确保

机械设备完好和操作工具的有效使用。

在严把利用关上，大力宣传树立“有旧不

用新”的思想，鼓励各班组、各岗位尽量领用

可再利用的物品二次复用。同时，充分发挥

区管控调配的作用，把一个掘进队闲置的设

备、物料调配到另一个掘进队“上岗”，从而更

加有效地利用。

中国石化扬子石化在安全管理提升年行动中，以“网格化管理”压实全员隐患排查工作
责任，以开展“最强巡检”专项劳动竞赛为切入点，按照风险等级和发现隐患数量，每季度对

“巡检找宝”“安环行者”等先进个人和集体通报表彰，营造人人抓安全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
升装置平稳运行水平。

图为该公司炼油厂装置维护班组员工对管道法兰进行无泄漏排查。 李树鹏 陈艳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