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凌雯

冬日午后，河南能源鹤煤热电厂主厂房

机器轰鸣，中央集控室的运行一值职工们正

和往常一样全神贯注地监视、调整着机组运

行工况。值长付江伟却从室外的设备轰鸣声

中分辨出一丝不同，正在运行的 2#给水泵声

音好像比平时少了点劲儿，声音也没有平时

连贯。他立刻从监控屏幕上调取给水系统画

面，只见给水流量如同断崖般急速下降。此

刻，时针指向 13时 05分。

“锅炉王贵林密切关注给水流量、汽包水

位，汽机立刻启动给水泵再循环！”

1分钟后，“报告，给水流量已经从刚才的

80吨/小时降至0！汽包水位目前-7毫米。”

空气中仿佛凝固了一般，每个人都屏息

凝神，目光紧紧锁定在跳动的数据上。付江

伟的头上已经渗出一层薄汗。给水流量如此

下降将引发汽包水位过低，届时 DCS系统将

自行启动保护、打闸灭火，造成非计划停机。

这是一场必须出招快、准、狠的硬仗。

“汽机董龙启动 1#给水泵，锅炉王青云

调整勺管开度、给水流量。”

仅仅 4秒钟，董龙犹如电脑高手般，在汽

机 26个系统界面中迅速穿梭，精准无误地进

入除氧给水系统，一键切换、启动；与此同时，

锅炉王青云也毫不逊色，他如同闪电般在锅

炉 28 个系统界面中快速定位，进入给水系

统，开始精细调整。

“青云，稳住。”付江伟叮嘱道。“好。”王青

云应声。多年的师徒之情与同窗之谊，如同

默契的纽带，无须多言便能深刻体会到眼前

挑战的严峻。

大屏幕上的汽包水位不断下滑，-28 毫

米、41秒后已至-61毫米、53秒后更是降至-
93 毫米……“叮叮”“叮叮”的鼠标点击声在

安静的中央集控室显得分外清晰，它像倒计

时敲在每个人心上，绷得人透不过气，只想让

时间流逝地慢一点，再慢一点。

稳了！汽包水位回升到-27 毫米，给水

流量也从最高峰的 273 吨/小时调减到 173
吨/小时。他们凭借惊人的速度和精准的操

作，仅用时 3分 20秒，便在这日夜不息的中央

集控室“战壕”中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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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卫卫带领 70518钻井队，一年两次突破日进尺两公里

一枚钻头的“中国速度”
本报通讯员 齐永茂 本报记者 毛浓曦

小雪过后，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司

70518 钻井队队长段卫卫从陕西靖边回到西

安的家里。当石油钻井工人 19年来，今年他

觉得“满载而归”。这一年，他带领钻井队两

次突破钻井日进尺两公里，最高达 2221 米，

创出了“中国速度”。

首战失利

70518 钻井队主要承担天然气探井以及

少量常规井和煤岩气井施工任务，最高单日

钻井进尺 1280米，多数不足 1000米。

今年初，顺应近年来中国石油各钻探公

司提速提效的大趋势，项目部要求辖区钻井

队力争实现“二开首日进尺破 1000 米”的目

标。段卫卫就有了想法。

所谓“二开首日”就是在同一口井上进行

第二次开钻的第一天。5 月，新疆塔里木油

田已经有一支钻井队实现了单日进尺 2006
米。“沙漠腹地的地层比鄂尔多斯盆地可钻性

差，人家能破 2000 米，咱凭啥不能！”段卫卫

来劲了。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大家都担心钻头“扛

不住”，设备“受不了”。当时，钻井队正在陕

西榆林补浪河流域靖字号钻井平台施工第 5
口井，井深超 3000 米。从施工情况看，2000
米井段内，需要穿越地下五个层位，这些层

位易卡易漏，再加大排量、钻压、机械转速

等，作业风险骤增。

段卫卫觉得，钻头不行可以改进，作业

风险可以管控，最难的是从测井斜、接立柱

等关键作业上找到突破点，增加纯钻进时

效，压缩非生产时间。

一个电话，钻头制造厂家设计师等被

请到井场，几次商讨后决定：将五刀翼钻头

上的 15 颗“牙齿”全部换成进口齿、加深加

宽排屑槽、调整钻头“水眼”的喷射角度和

位置。

改进后的钻头很快投用，第 6 口井钻速

明显提起来了，可是在关键时刻，钻井泥浆

泵却接连发生故障，结果这天单日进尺仅

1300米。

首战失利，队干部、技术人员一起分析、

讨论和测算，发现虽然泥浆泵故障耽误了一

些时间，但测井斜、接立柱等工序时效还需

要提升。段卫卫和技术员丁永昌还发现了

一个更大的“秘密”：停泵测斜与不停泵测

斜，井斜数据误差很小，于是决定下一口井

采用不停泵测斜方法。

再战胜利

7 月 11 日凌晨，第 7 口井如期开钻。开

钻之前，该队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单日进尺

突破 2000米”总动员，明确了步骤和措施。

这场竞速竞技挑战赛，钻头要从第二次

开钻的那一刻起，24 小时内，在 165.1 毫米井

眼里一口气“跑过”两公里。

子夜时分，灯光照亮了井场，随着钻头转

动，一组组数据从井下传回电脑屏幕。技术

员丁永昌和技术副队长帅力渤盯在工程房里

一夜没合眼，精细控制钻井轨迹，快速处置各

种问题。

在制约生产提速提效的两大关键——测

井斜和接立柱上，钻井队做足了准备。测井斜

的通常做法是，先停泵停钻一分钟，再开启泥

浆泵等待井斜数据传输，这个过程需要 4~6分

钟。按照施工要求，每 50米直井段和稳斜段

分别需测斜一次，造斜段10米到20米一次。

而这次钻井，首次尝试不停泵测斜。最

终，第 7口井第二开次共计 2883米直井、造斜

和稳斜段上，先后测斜 52 次，其中不停泵测

斜 37 次，静态测斜验证动态测斜数据 15 次。

这种方式提速效果明显。

在接立柱方面，通常接一组立柱需要六

七分钟，而这次，该队开创性地为司钻安排一

名搭班“副手”，让司钻腾出手，专心操作顶驱

接立柱钻进。司控房里一拉一接，密切配合，

完成一组接立柱时间缩短至三四分钟。

7 月 15 日，第 7 口井第二开次首日实现

进尺 2020米，刷新了两个月前国内单日进尺

纪录。这次突破，平均每小时实现钻井进尺

114米，平均一分钟接一根钻杆。

再接再厉

9 月 15 日，70518 钻井队今年第 8 口井开

钻。钻井队在这口小井眼天然气定向井上

复制了第 7 口井的提速模式和施工经验，各

道工序衔接更加顺滑，再次突破和刷新了

单日进尺新纪录，实现进尺高达 2221 米，成

为目前国内陆地、海洋钻井工程同类指标

之最。

无独有偶。9 月 19 日，和 70518 钻井队

同破纪录的队伍，还有 CC50113钻井队。

9 月 26 日，川庆钻探公司三支钻井队第

一次同时出现在中油技服公司祝贺突破“两

公里”纪录的贺信里。70518 钻井队、70292
钻井队和 CC50113 钻井队，实现了单日进尺

从“一英里”“一海里”到“两公里”的三级跨

越，并短时间内再次刷新纪录。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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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效率大提升加工效率大提升

夏富青 荚锋

“为充分调动维修班的工作积极性，区里决定每月额外给

你们 3000 元奖励，钱不多，希望你们能够分配好。”安徽铜陵

有色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区长苏青意味深长地对维修班班长

文辉说。

月底，在维修班的班前会上，文辉向大家宣布：“这次工区

给的 3000元奖励，杨锐分得 850元。”

“怎么多那么多，不都是一样干维修吗？”

“是啊，总共就 3000元奖励，凭什么他一人拿那么多？”

面对众人的不解，文辉拿出了维修积分考核本，说：“这是

本月实行维修积分考核制以来，经过我们班委会和生产班共同

打分的结果，每一条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看着考核本上一条条

的维修记录，以及每个人的打分情况，大伙渐渐安静下来。

过去，受制于维修工作的特殊性，该班奖金分配虽有差

距，但是并不大，主要是维修工作涉及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由此带来分配标准难以确定的问题，不能像生产班组那样容

易按多劳多得的标准来分配。

怎样才能更加公平、更起到激励作用？维修班积极探索，

在原有定人定机维修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维修积分考

核制，不仅考虑维修工的工作数量，更重视工作质量。每次维

修后由班委会和生产班共同打分，通过积分考核，维修工们的

工作表现得到了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奖

金分配，从而激发大家技术上比学赶超的热情。

对于这次维修班的奖励分配，苏青大加赞赏：“你们这次

对奖励的分配，没有‘摊大饼’，没有搞‘面面俱到’，严格按照

维修积分制考核，我要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文辉表示：“通过这次维修积分考核制奖励分配，大家明

白了只有多干、干好才能多得，这次我们只是拿出额外奖励进

行考核，从下个月开始，我们正式将基本奖金也纳入积分考核

中，让能干事、多干事的人得到更多的实惠。”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近日，2024年

长春市机械制造业系统班组长赋能培训班在长

春汽车工匠学院举办，来自全系统52个企业的

近300名班组长参加培训。长春市总工会组织

此次活动希望能鼓励优秀班组长充分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带动更多职工学技术、练技能、提素

质，为长春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本次培训特别邀请大国工匠、全国劳动

模范、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李凯军，全国技

术能手、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中国一汽首席

技能大师杨永修为参训学员进行专题辅导。

“两位大师都是优秀的班组长，分享的内容都

是多年来的心得体会，既是工作法也是操作

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未来工作中，我要

以他们为榜样，带领班组成员坚定走好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一位参训班组长说。

专题辅导后，长春市总工会组织全体参

训班组长走进汽车工匠学院的智能工厂、精

益中心、新能源汽车等 5 个实训基地开展现

场教学，详细介绍了新能源汽车车型构造、工

艺标准、基本原理及应用场景，让班组长们切

身感受新时代汽车产业的发展魅力，进一步

激发立足岗位积极创新的内生动力。

3分 20秒的“战斗”

班组长参加赋能培训班

李红霞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际华 3509
公司布机车间有一位出名的“拼命三娘”，她

就是丙班结经组长吴杏荣。

2023 年吴杏荣刚调动到丙班担任结经

组长时，班组除了一名快要退休的老组长，还

有一名技术实力较弱的男工小梁。小梁是出

名的慢性子，工作态度非常好，但是结经技术

一直上不去。吴杏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

要抽得出时间就盯紧小梁“开小灶”。

分绞、搭架子是结经的第一步，也是至关

重要的一步，就像房屋如果根基打不牢，后面

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小梁从事结经工作多

年，却始终不会分绞、搭架子。吴杏荣亲自示

范分绞动作，又拉着小梁一起搭架子。

带着干了几次以后，吴杏荣就要求小梁单

独完成 190CM和 230CM喷气机型分绞、搭架

子工作。潜力往往是逼出来的，有了吴杏荣的

“高压”督促，一次、两次、三次，渐渐的小梁可

以单独完成结经的一整套操作了。

趁热打铁。吴杏荣心中暗下决心，还要

把小梁做事拖拉的习惯改掉。340CM 喷气

织机织物支别较细，纯竹、天丝、高支高密、功

能性产品居多，遇到不好结经的产品，小梁一

台车就要结 3~4 个小时，一个班也结不了几

台车。吴杏荣认真讲解、仔细示范，让小梁了

解怎样才能事半功倍。慢慢地，小梁结经一

台车比以前提前半个多小时了。

今年以来，丙班结经小组已经成功超过

其他班组，结经产品质量名列前茅。

遇到车间大了机，吴杏荣总是抢着干。

虽然忙的时候仅上个班遗留下来的机台就可

以结满分，但吴杏荣一边优先处理上个班的

了机机台，一边又急着查看本班了机情况，总

是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3天后，拥堵的大了

机自然而然就顺利通过了。

布机总教练喻珍由衷地感慨：“真的多亏

吴杏荣，有的班组只要满分就不愿意多干，只

有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正因为她的这股拼

劲，为车间节约了不少用工成本。”

能吃苦、敢担当这句话在吴杏荣身上体现

得淋漓尽致。她凭借一股拼劲，不仅带领班组

成员共同提高，而且牢牢地拧成了一股绳。

能吃苦、敢担当这句话在组长吴杏荣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布机车间有个“拼命三娘”

班组长论坛“藏龙卧虎”
本报讯 袁店一矿近日举行“学铁规 明责任 硬落实

保安全”班组长安全管理论坛，以提升班组长综合素质为

导向，以点带面强化班组建设，从生产单位 30 余名优秀

班组长中遴选出 9 名班组长同台竞技，结合矿井生产实

际和日常班组管理经验相互取经、共同进步。 （梁蒙）

降雪之后开展重点排查
本报讯 11 月 26 日，辽宁抚顺地区迎来今冬第一场

降雪。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工建公司储运运维联合车间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正常巡检路线和标准化检查储

罐、机泵、管线、伴热系统运行情况的基础上，维护班员工

对关键要害部位、易冻堵冻凝设备设施、细小管线等开展

重点排查，清除设备、仪表上的积雪。 （赵钰）

道岔除雪有了新装备
本报讯 近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车

务段将用于冬季道岔除雪的新装备——液化气喷火枪配

发至所辖陇海、焦柳铁路沿线车站一线生产班组，并组织

技术人员就使用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对职工进行了培

训。该装备喷射出的高温火焰可快速融化道岔间的积

雪、积冰，有效提高道岔除雪效率。 （杨金科）

下料口引进清渣机器人
本报讯 为解决底吹炉下料口岗位苦脏累险的难题，

今年 9 月，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50 万元，首

次在直炼厂氧化炉下料口引进清渣机器人。经过调试、

改进，12月初，已进入 24小时生产运行模式。目前，下料

口岗位单班人员每班减少两人，4班共计减少8人。

（屈联西 王云）

闭环管理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临近年末，川煤集团华荣柏林矿业公司通过

强化闭环管理，不断促进班组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管

理。开工前，班组职工对各自岗位进行安全隐患和安全

风险排查；生产过程中，班组长盯细节、抓关键，排查作业

过程中的隐患，制止违章作业；收工前，班组长认真检查

现场安全情况，并制定改进措施。 （何永兴）

安全生产要有“怕”
本报讯 11月26日，华阳股份二矿运输工区大巷队的

每周安全会上，员工进行了一场关于“安全生产要有‘怕’

的心态”的讨论。该矿要求员工在岗位操作上有“怕”的

心态，有能力识别危险源，并认清危险会带来的严重后

果，做安全生产的明白人、规矩人、细心人。 （任锁生）

积分考核让奖金分配更公平

12月 6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煤新集设备维修公司的班组职工在使用智能数控加工中心
的设备批量加工配件。该公司大力推进智能化设备应用，加工效率提升至原来的3倍左右，
加工精度更高，职工劳动强度显著降低。 陈海朗 摄

搜山扫石
为全面掌握管内铁路沿线自然灾害风险，中国铁路南宁

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工务段组织业务骨干深入关键处所，开
展危岩落石隐患排查，全力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图为近日，该
段职工在湘桂线南凭段搜山扫石。 宋彤波 摄

本报讯（通讯员崔洪武 张斌）“我们给

每辆车都安装了 4个视频监控，可以 360度无

死角观察吊车四周工作区。”12 月 3 日，在西

北油田顺中 4-4X 钻机搬迁作业施工现场，

吊车司机李江元一边看着驾驶室的视频监控

一边平稳起吊。

今年 3 月，西北油田工程服务中心运输

工程管理部把提升搬迁现场吊装作业安全管

理水平作为攻克重点，多次深入现场调研，详

细了解搬迁吊装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管理风

险。特别是吊车操作室正前方、吊臂正下方、

绞盘上、吊车尾端这 4 个主要观察方位存在

视觉盲区，给吊车司机操作带来诸多不便。

经过集体研讨，他们最终决定引进定制化的

吊车多路视频监控系统。

通过多路视频监控系统，司机可以看到

监控画面，同时摄像头还会对监控范围内的

行人、车辆等进行移动侦测并预警提示，有效

降低高位吊装和隔物吊装时的“盲吊”风险。

视频监控为吊装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杜娟 王玮 喻柳程）在

福平铁路的关键路段，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有限公司南昌通信段平潭通信工区承担着维

护铁路通信设备正常运行的重任。这里位于

世界三大风口之一，强风、高盐、高湿且地震

多发的自然环境，对铁路通信设备的稳定运

行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管内近 100个分

布于平潭海峡公跨铁大桥和铁塔上的摄像

头，就像轨旁设施的“瞭望哨”，它们发生模

糊、黑屏等问题，都会带来安全隐患。

重达 30多公斤且成本高昂的摄像头，维

修更换极为困难，每次运上 45米高的铁塔都

需要工区全员出动。聪明的“海岛班组”巧妙

自制滑轮来运送摄像头。

工长邱民芳具备登高资质，他背着工具

包攀爬铁塔。塔上风势强劲，每向上一步都要

努力保持身体稳定。到达塔顶平台后，他小心

翼翼地固定好滑轮，随后通过对讲机与塔下人

员沟通。塔下的人齐心协力，绑好摄像头后沿

着绳子全力拉拽。当网管终端重新出现海上

高铁的清晰画面时，疲惫化为了由衷的喜悦。

自制滑轮运送监控摄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