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子石化仪征输油站担负着中国石
化沿江七家石化企业的原油供应重任。
随着冬季来临，该站一罐一策，为关键设
备仪表量身定制防寒服，确保冬季原油供
应畅通。图为 11月 15日，仪征输油站岗
位人员对罐区重点部位“保暖衣”穿戴情
况进行检查。 李树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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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正用好智能管控系统，必须通盘掌握整个冶炼流程

智能化生产给班组出了“新考卷”

检修不落地

本报记者 王冬梅 本报通讯员 王东民

10 月中旬，一位自驾游的游客车辆在附

近的公路上因故障抛锚。天路加油站经理

阿布都黑尼得知后，主动带着工具和备用汽

油，徒步走了几公里，帮其将车修好。游客

感激不已，拿出一沓钱想要酬谢，却被婉言

拒绝。阿布都黑尼说：“在高原上每个人都

不容易，加油站就是客户的依靠，我能为你

们保驾护航感到由衷的自豪。”

新藏公路（G219 国道）自新疆叶城通往

西藏阿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段最险的

公路之一，全长 2413 公里，平均海拔 4500 米

以上，穿越无人区几百公里，也被称为“天

路”。2019 年，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喀

什分公司在此路段修建了一座加油站——

天路加油站。站上员工克服生活物资匮乏、

气候恶劣、文化生活单调等困难，坚守在这

里，成为天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努尔姑丽是该站便利店的推销员，她总

是微笑着提供服务。一天，她在前台收银

时，便利店内进来一位来新疆旅游的顾客，

年纪比较大，一直用手摸着额头，很难受的

样子。努尔姑丽立刻上前询问情况，得知对

方高反，赶紧买了瓶氧气给他。旅客感动地

说：“我在这高原寒地真正感受到了温暖。”

前庭主管艾克拜江十分喜欢自己的工

装，上下班都穿。他说：“穿工装很有面子，

它是天路加油站的‘专属名片’！”他不仅是

前庭主管，还是维修员、电工、安全员……总

之，他是一名“多功能”的优秀员工。

28 岁的米日班是主动申请到高原加油

站上班的，她是站上的开心果。在加油服务

中，她总能给客户带来欢笑。除此之外，她

还喜欢给同事们做饭。有同事说：“我们虽

然在高原，但是公司还给我们配了位大厨！”

天路加油站的员工们就这样各尽其能，

拧成一股绳，努力提供最好的服务。

天路加油站的员工们各尽其能，拧成一股绳，努力提供最好的服务

天路上的一道风景线

王杨

主操工王蒙端坐岗位，面前是偌大的电

脑显示屏和简明排布的操作键盘，一个工位

就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完成钢水冶炼

的加料、供氧、供电、喷碳等全部操作。

方寸之地的主操室，指挥控制着 500 多

个点位和 8000 余个数据，近万平方米的生

产工艺。抬抬头，“千里眼”捕捉的物料情况

可视可见；动动手，“顺风耳”监控的工艺参

数可调可控。在河钢集团张宣科技炼钢现

场，电炉冶炼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远远超出

人们的想象。

通往电炉炉膛入口的各条输送皮带上，

DRI 产品、废钢等各类原辅料密密麻麻地

排列……一场蝶变正在张宣科技发生。

一年来，这里展开全国首个钢铁工业

绿色转型示范区建设，聚焦“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构筑降成本、控费

用、增效益的新优势。炼钢产线迎来了“智

能炼钢”的全新进阶，电炉自动炼钢模型作

为产线智能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正式投入

使用。

操作间隙，电炉组当班班长王蒙告诉

笔者：“以添加 DRI 产品为例，由于装备高

度智能，整个加料过程时间短、成本低、质

量高。”

王蒙记得刚刚应用电炉自动炼钢模型

投入运行时的欣喜，现在提及依然激动不

已。全新的数字化操作颠覆了他关于冶炼

生产的经验认知：集成化、模块化的操作画

面设计，改变了常规操作的固有模式；基础

运算全部由系统“代劳”，主操工不需要花时

间推算冶炼周期；新系统驾驭起来格外轻

松，找准板块输入数据即可精准完成操作。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炉前操作工面

临的挑战少了。

智能化的进阶呼唤能力的进阶。“操作

越简单，要理解的内容就越难。”王蒙感叹，

要想真正用好智能系统，必须通盘掌握冶炼

的整个流程，从原料加入炉膛和电极深入熔

池，到脱氧喷碳操作、合金料加入、放钢，哪

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

自动化、集成化、模块化的操作系统，对

炉前操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

作为班长，王蒙愈发感到，近一年来高

端产品订单生产越来越多、提升产品关键

指标越来越难。“我们需要快速转变观念、

更新知识、提高能力，要以更快的速度适应

智能冶炼的转型跨越。”

他们在 5 个月内争分夺秒，从上料种

类、重量、速度中寻找规律，通过数据统计、

分析、总结苛求精准，探索轴承钢、锚链用

钢等 30 多个品种在冶炼中相关参数的设

定，最终将所有品种高质量、高效率冶炼模

块轻松驾驭。

电脑前，王蒙气定神闲地敲击键盘，切

换不同模块，输入各种参数，指挥 10 米之

外、20米之外、30米之外的“千军万马”。42
分钟后，一炉成分和温度双命中的轴承钢

钢水出炉——而在一年前，所需时间约 1个

小时。

设立“警示教育日”
本报讯 为强化安全警示教育效果，深刻吸取本单位

历年来事故教训，中煤新集设备维修公司设立班组“安全

警示教育日”。每个班组选取一到两起发生在本班组的

典型安全事故案例作为警示教育教材，认真剖析安全管

理薄弱环节，切实吸取事故教训，以真人真事触动班组职

工，把警示教育落到实处。 （陈海朗）

技术护航助稳产
本报讯 截至目前，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建工公司

元坝项目部已累计完成西南油气分公司采气二厂输气管

道 152 次的正常批处理作业，助力元坝气田实现全年 35

亿立方采输气目标。项目部采用高压气推涂膜球涂覆缓

蚀剂保护膜技术提升管道防腐能力，为气田稳定生产全

力护航。 （黄俭 王丙勇）

把亲身经历的隐患故事讲出来
本报讯“前天晚上，空旷的野外一片寂静，正在对盐

水干线巡检的我突然听到细微的滴答声……”11 月 2 日

晚上，河南油田采油一厂塔河项目部集输分队员工齐新

伟在向同事分享发现隐患的故事。进入四季度，该项目

部在每周的安全培训会上组织员工以讲故事的方式把自

身经历的隐患故事讲出来，推动安全生产。 （谭吉辉）

遍布智慧探测站
本报讯 为提升设备运维效率，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

有限公司沿海铁路公司防城港车辆运用段根据管辖沿线

探测站设备清单，推动管内 41个探测站全部完成网络视

频监控安装。由此，实现了设备状态的智能监测、设备故

障的远程诊断、作业过程的远程监控以及联网运行和数

据传输，为铁路运输的安全稳定提供保障。 （黄杰）

一人违章“罚”全班
本报讯 夯实安全生产的群众基础，唤醒全员安全责

任意识，今年以来中交二航局濛阳新城项目推行“一人违

章，全班进行安全再教育”制度。虽不对违章工人进行经

济处罚，但是“罚”全部人员停工进行安全再教育，促使大

家以违章为耻，互相监督、互相提醒，不让一人的违章影

响一个班组的施工进度。 （方国俊）

筑牢防火“安全墙”
本报讯 秋冬季节是防火关键期，安徽省无为大堤长

江河道管理局高沟管理所积极行动，通过多种举措全力

做好无为大堤防护林安全防火工作。他们采用网格管

理，“人防＋技防”全面防控火情。在责任区域内实行全

面的网格化管理，同时着重加强对游园绿地、大堤两侧防

护林的防火安全巡查，消除火灾隐患。 （伍传平）

魏玉东

时至立冬，但七八十摄氏度的炼焦炉顶

仍“热力四射”。8时，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

涣焦化公司炼焦分公司加煤车司机蒋小峰

驾驶加煤车这个庞然大物为焦炉装煤。驾

驶舱内面积不大，空调、座椅和几块大屏，配

置简单，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整个装煤流程

的“指尖操作”和数据收集。

“以往加煤数据需要人工记录，往返于

炉顶上，感觉整个人都在被炙烤。”蒋小峰

说，“采用智能系统后，操作人员足不出户就

可以完成对加煤情况的实时监控。”

为焦炉装上“智慧脑”，在实现精准操控

的同时还推进了绿色生产。蒋小峰介绍，过

去，装煤量很难实现高度精确，若数据误差

大、炉温受波动，焦炭质量、炉体寿命也会受

到影响，更造成能源浪费。“现在每个煤斗的

总重、净重、瞬时量、累积量等参数均能实现

自动计算和显示记录，在为调控生产提供更

多数据支持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

14 时，精苯分公司巡检室内，设备点检

杨军富戴上定位卡、装好防爆手机，左手拿

工具、右手拿对讲机，前往苯加氢生产现

场。他下午的任务是完成“关键设备防寒防

冻”专项检查，包含 6个主设备，12个测点。

“别小看了这张卡片，关键时刻按下

‘报警’按钮，可以第一时间请求中控援

助。”杨军富边走边指向路边的黑色方块装

置，“这个就是定位系统中的定位信标。分

公司共有 380 个定位信标和 3 个网关构成

定位硬件网络，每一张定位卡都记录了现

场人员的活动轨迹和状态信息，人身安全

更有保障。”

小卡片推动了安全大发展，为企业带来

更多智慧高效的管理体验。只见杨军富来

到反应进料泵旁，拿起防爆手机对着设备上

的二维码轻轻一扫，屏幕立刻显示出设备名

称、使用年限、运行状态等资料。

“二维码更像是每台设备的身份证，运

行数据储存云端，设备全生命周期以台账形

式呈现，什么时候检修、什么时候保养都一

目了然。”杨军富说。

21 时 ，气 温 降 至 10 摄 氏 度 左 右 ，而

DMC 高压配电室内依然舒适如常。新风

系统、除湿系统，配上智能巡检机器人，让这

间屋子散发满满的科技感。

“最值得一提的是视频巡检，该功能可

准确识别机柜上开关、指示灯、数据、外观

等，就像配电柜上的‘末梢神经’，灵敏感知

运行状态并实时反馈。”与“电”打了 20 年

交道的高压班副班长何豹豹说，“以往只能

在电影里看到的高科技，现在真切地走到了

我们身边。”

23 时，装备管理部部长房晓鹏端坐在

智慧大屏前，仔细记录设备管理情况。“在线

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的引入是公司积极建

立安全预警机制的重要举措，真正将事后控

制变事前预防，有效避免了大型关键机组非

停事故的发生。”房晓鹏介绍，当前已将 307
台重要设备、3896 个点位纳入系统，累计对

各类设备体检 17270 次，提前预测故障 253
起，推送异常报警 1245次。

这是“数智焦化”寻常的一天。

“数智焦化”寻常的一天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蒙文平 马正俊

10月 28日，在被誉为“大漠新丝路”的格

库铁路 K5+800 至 K6+000 处，绚烂的朝霞洒

向戈壁铁路，青藏集团公司格尔木工务段轨

距精改班组准备给线路做一次“精改手术”。

轨距精改就是对铁路轨距进行精确调

整，从而进一步改善轮轨接触状态，延长设备

使用寿命，提升列车运行整体平顺度。

“‘天窗’命令下来了，大家准备入网作

业。”9 时 30 分，伴随着现场防护员王奔一声

令下，“精改手术”拉开帷幕。

格尔木工务段轨距精改班组的 40 名职

工迅速分成 5个精改小组，各小组紧密协作，

把一套繁琐的作业流程配合得严丝合缝。

仅仅半个小时，在接近 0 摄氏度的气温

下，作业人员的额头上已经布满汗珠。“大家

抓紧时间对歪斜、位置不准、间距不够的枕木

依次进行方正，将缺少、磨损、压溃、失效胶垫

进行更换。”段长芦金新大声嘱咐道。

现场另一侧，信息技术科工程师安玉军

手持电子道尺，正在对精改后的轨距进行细

致全面的测量。

10时 20分，蹲在两股钢轨边的作业人员

专注地对每一个扣板、挡座进行仔细检查和

调整。阳光照在大伙黝黑的脸庞上，电动扳

手的轰鸣声和脚步声交织在一起。

“大家一定注意细节，严把质量关，争取

作业一遍过。”芦金新反复强调。

11 时整，经过 90 分钟的鏖战，轨距精改

专班顺利完成当日的计划任务，有序撤出防

护栅栏，“大漠新丝路”恢复正常通行。

“精改手术”

电茶炉是铁路客车服务旅客的主要设施，过去中国铁路
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车辆段的电茶炉从车上拆卸下来直
接放地上进行检修，既不卫生又不安全。如今14个检修台位
整齐排列，电茶炉全部实现不落地检修，并实行岗位定置管
理，大大提高了检修效率，也为职工提供了安全保障。图为
11月14日，该段检修工在检修电茶炉。 张晋彤 摄

班组之星G

邹明强 单建云

在清河采油厂的各油井，经常能看到一个身影在“巡

诊”。他叫魏建江，今年 43岁，已经在生产一线工作了整整 23
年。他多年和油井打交道，工作经验丰富，心思又细，处理起

各种生产上的“疑难杂症”又快又准，大伙都喜欢叫他“魏大

夫”。

这天，魏建江和班组工友一起巡井。距离正在运转的油

井还有约 200多米的时候，他说：“这口井皮带不行了，需要更

换，这负荷也重了，需要热洗了。”身边的同伴半信半疑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咱们还没到井跟前。”魏建江笑眯眯地说：“不

信咱们到跟前去看看。”

二人来到井场，仔细查看后，果然发现正在运转的皮带已

经出现部分断股，最细的地方就只剩几根细绳牵连着。工友

又测了下电流，最大电流达到了 40 安培以上。他惊讶地说：

“哥，你简直神了，你怎么知道的啊？”魏建江笑了，慢条斯理地

说：“咱们过来的时候，我就隐隐闻到了一阵橡胶味，这是皮带

磨损严重才会有的味道。我还听到上行过程中电机出现了异

响，这就是负荷太重，导致电机大功率过载运行。”

在班站的安全会上，班长特地请魏建江讲讲管理油水井

的窍门。魏建江笑着说：“其实油井就像我们人一样，生病的

时候都会有一些征兆。咱们就得像大夫一样，善于发现这些

征兆并且及时治疗。咱们巡检时通过看、听、摸、闻去发现油

井存在的问题。比如旋转部位有故障时肯定就会有异响、电

机过载运行会有线圈烧糊的味道……通过这些现象咱们就能

快速找出原因，远离隐患事故。”

井场“神医”

李晓波

进入年度最后两个月，川煤集团华荣能

源绿水洞煤矿从班组一线抓起，深入开展以

班前会排查、井口排查、班中巡查、班后检查

为主的“一班四查”活动，确保矿井年度安全

目标顺利实现。

班前会排查职工身体与心理状态。带班

管理人员、跟班队干对所有上岗职工测血压，

同时对职工的精神状态进行排查，杜绝不安

全人上岗。井口排查职工劳动防护用品佩戴

情况，同时排查职工有无携带烟火、有无穿化

纤衣物入井等情况。班中巡查职工岗位操作

行为规范情况，要求部门跟带班人员、连队跟

班队干与班组长、群监网员认真抓好当班现

场的岗位操作行为规范。班后查看职工状态

及隐患整治情况。对当班工作完成情况进行

检查的同时，查看工程质量与现场安全情况，

对现场隐患立即进行处置，处置不了的，上报

连队，并在交接班时给下一班接班人员进行

交接。

一班四查

金保龙 许紫燕

近日，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创新安全管

理模式，打造“亲情助安”短信平台，建立“亲

情共筑安全屏障”的安全工作互动机制，完善

项目、工友及其亲属三者之间信息互通新渠

道，用行动回应关切，化说教为关怀，让“亲

情”助力织密施工安全“防护网”。

“亲情助安”短信平台，由项目在工友进

场作业时同步录入其亲属联系方式并上传至

平台，并定期维护更新。每日专人通过平台

将工友的出勤情况、施工区域安全风险、作业

工序安全交底、违章违规行为、安全行为奖励

等信息第一时间以短信形式发送至工友及其

亲属手机上，让其亲属一起守护安全。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有 28个项目陆续推

广、5204 名工友参与使用“亲情助安”短信平

台，累计发送隐患提醒信息 5886 条、作业人

员违章信息 2806 条、行为安全表彰 1100 余

条，织起一道“亲情防护网”。

“亲情助安”

班组现场G

聚焦·一线有了“智慧脑”G

穿上“保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