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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武

“安全是我们吊装作业的头等大事。吊装作业前，要设立

吊装作业区域并拉上警戒线，安排专人监护并严格遵守起吊

作业十不吊要求。”9月 5日，在中国能建葛洲坝钟祥水泥公司

安全宣教室，安全员杨兵向即将进行吊装作业的吊装司机和

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技术交底，尽管这些人员都是

老司机老面孔，可杨兵仍一脸严肃地强调。

“事故往往都是由小事引发的。”杨兵说，“虽然你们不是

我的亲人，可我就像对待亲人一样提醒你们，希望你们在作业

时一定要仔细再仔细，认真再认真，负责再负责。”

长期从事安全管理工作让杨兵养成了“黑脸包公”和“婆

婆嘴”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越是“老司机”越要多提醒、多念

叨、多敲警钟。这些人最大的优点是经验丰富、应急处置能力

强，但是如果管理不到位，优点就可能变成自以为是、满不在

乎的缺点。

针对这类人员，杨兵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方法，即

每次培训上岗作业前，他都要举行一场安全宣誓，签订安全承

诺书。同时，写下家人的姓名，并留下主要联系人的电话号

码。看似烦琐的做法，却效果显著。

“每当我写家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时，心里就有一种特别

的感觉，他们仿佛就站在身边看着我，在作业中便时时提醒自

己，为了家人我必须安全作业，平安回家。”地面信号指挥员李

师傅说。

“嘟嘟、嘟嘟……”听到口哨声，大家知道这是安全员杨

兵来了，并且又发现了什么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自我检查

起来。

退役军人杨兵曾带过多年的新兵，对口哨特别“念旧

情”。7月设备大修时，因为作业点多，噪音较大，有的作业点

难以近距离观察，杨兵把口哨挂到脖子上，穿行在他的安全监

管责任区预热器塔上，发现问题便吹响口哨提醒。

高 100多米的预热器塔上有预热器内部的浇筑料更换和

分解炉结皮清理两个检修点，都是受限空间，虽说内部有作业

照明灯，可仍不如室外明亮，并且还是管内高空吊篮作业。为

确保万无一失，在作业前统一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基础上，杨

兵对年龄偏大、体型相对瘦弱的人员在连续作业时间上又提

出特别要求。

“在施工安全防护上，我们实行三道安全保障，即作业人

员落脚的吊篮用钢绳和大绳双重保险，每个作业人员身上另

系一根安全带。”杨兵说，“大家都是跨省、跨市过来的，都是家

里的顶梁柱，万一发生什么事故，影响施工是小事，而对一个

家庭来说，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上班后到生产现场转一圈检查一遍是杨兵多年养成的习

惯。通过巡视观察、沟通交流、查看作业记录等方式，检查现

场有无安全隐患、违章行为、机械异响等状况，并据此完善相

应措施。

“安全工作是个良心活，只要我们把作业人员当作亲人，

工作上自然就会更细心、更负责。”杨兵说。

阅 读 提 示
在梦天实验舱的旅程中，有一些比绿豆还小的声表滤波器在通信系统、交汇对接

系统以及导航系统等地方发挥作用。这些小器件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3所一个成

立了30多年的宇航级器件研制生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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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拍”
工作周报变班组比拼擂台
本报讯“大伙快看，咱工队这月轨检车没

有三级分，班组设备质量排名第一，这月绩效

肯定又增加了。”10月 16日，中国铁路哈尔滨

局集团公司齐齐哈尔工务段齐齐哈尔线路车

间道岔一工队线路工张乔亮和同事围着公示

板上的工作周报高兴地讨论着。

铁路养护班组都是群体作业，没有固定

分工，有奖大家领，罚钱平均摊，职工干多干

少一个样、作业质量优劣一个样。久而久之，

职工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为改善这一现象，车间工作周报应运而

生。通过每月对各班组生产质量进行评定，表

扬和奖励排名靠前的班组，并对违章职工公开

批评，结合奖励分配制度实现职工收入差异

化，逐渐形成了各班组比着保安全、比着搞生

产的良好氛围。“干多干少一个样，谁都没有积

极性。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多赚钱，我肯

定全力以赴！”张乔亮说。 (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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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守护‘弹药库’，是最勇敢班组。”

“我们在大山深处，是最神秘班组。”

“班组员工亲如兄弟，我们是最亲班组。”

“班组这十年，我们最自豪的就是为勘探开发守住了

专用‘弹药’物资。”

10 月 26 日，位于四川盆地的龙泉山深处，中石化经

纬公司西南测控公司危化品中心洪安专用器材库一片欢

声笑语，公司“最班组”摄制组一行来到了大山深处这个

“最有家味道”的班组。

洪安专用器材库存放着用于油气层射孔、爆松等的

射孔弹、导火索等火工品、地球物理测井用的放射源等。

库房掩映在深山里，绿树环抱，鸟鸣婉转，库区大门外果

树郁郁葱葱，菜园里蔬菜生机勃勃，如果不知道这里是个

存放“弹药”的器材库，会感觉这里更像一个山庄，一户人

家。

长期在深山工作，他们对每一个来访的人都像见到

亲人一样热情。看似坚强的外表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

颗向往着亲情温暖的柔软的心。

“辛苦、危险我们不怕，最难耐的是山里通信讯号差，

网络不好，而且库区不能使用手机，想家的感觉是最难受

的。”东北小伙邓文亮有点无奈地拍着脑袋，一脸苦笑地

说。

心安处即为家。要想缓解情绪的焦虑，关爱是最好

的解药。多年来，这个深山里的班组把家文化作为班组

文化的灵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努力营造家的氛围。

摄制组用心地把这些点点滴滴收入镜头。

初秋时节，山里的树叶刚刚泛黄，夕阳西下的时候，

拍完了最后一组镜头。夕阳的余晖映照着山林，房屋、树

叶和人都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荡漾着淡淡的幸福感。

正是袅袅炊烟升起的时候。我们采摘了菜园里的

辣椒、秋葵、豆角，大家有的生火，有的洗菜，有的准备

桌椅餐具，那晚的饭很家常，但很香，用四川话形容：

“巴适得很”。

班长王利平操着四川话风趣地说：“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欢迎你们常来，我们是最热情班组。”

吃过晚饭，员工们要去巡逻，杨宗安拿了一根棍子。

看到我们疑问的目光，他说，这是用来赶蛇的。原来深山

里有竹鸡、蛇、兔子等很多动物，最危险的是潮湿草丛中

的蛇。

一轮纤细的峨眉月在天迹隐隐约约，秋虫呢喃，山影

婆娑，杨宗安和王利平一前一后沿着山坡向库区走去，红

色的工衣像两片鲜艳的红叶，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温暖。

大山深处有我“家”
他们把家文化作为班组文化的灵魂，在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努力营造家的氛围

评出“三最佳”奖励传帮带
本报讯 11月 2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

公司济南西机务段公示栏中贴出了大红的

告示：马超等 86 人获评“最佳师傅”，每人奖

励 1000 元；付斌等 87 人获评“最佳徒弟”，每

人奖励 800元；赵洪勇、徐凯等 62个机班获评

“最佳机班”，每班奖励 1800 元。297 人合计

获奖金 26万余元。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段新老

交替加快，青年火车司机激增，做好传帮带

变得尤其重要。在比学赶帮超热潮中，段工

会开展的“最佳师傅、最佳徒弟、最佳机班”

评选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经过段、车间、班组各级工会组织层层

推荐、民主投票和公示，将业务技术精、传带

作用好、群众威信高的“名师”，勤奋好学、工

作扎实、成绩突出的“高徒”，团结协作好、业

务技能优、牵引贡献大的机班选了出来。

“我们要把典型树起来，把榜样立起来，

让更多的青年职工岗位成才，为班组建设贡

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济南西车辆段工会主

席孙云绪说。 （李峰 郭修山）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利用在“安康海油”APP里开发出的“随手查”功能，让职
工随手将巡检时发现的隐患拍下来，上传到平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线反馈隐患整改结
果，形成隐患上报、整改跟踪、隐患销项的信息化全过程闭环管理。

图为中心三号平台员工正在将巡检时发现的安全隐患拍下来。 张灿 摄

曹俊 刘青山

11 月 4 日，西北油田原油生产又到了完

成全年任务冲刺阶段。被隔离在家快 4个月

的石油技术工程院副研究员肖雯雯，一直惦

记着大漠里的 KZ1、TP1762 两个阀池。年

初，他们刚刚完成了抗渗改造。她是这个项

目的负责人，生产旺季管线负载重，压力大，

是对改造效果最好的检验。

费了好大劲儿，才和在 KZ1 附近的两位

巡井工联系上，她请他们给视频拍摄一下阀

池的情况。画面中，熟悉的阀池内干燥清爽，

刷了防腐涂料，在秋天的阳光下泛起褐色的

光泽。

她心情大好，因隔离产生的烦闷情绪一

扫而去。她想自己可以很有把握地写报告推

广了。今后西北油田的阀池再也不会被水浸

泡了。

参加工作 14年，肖雯雯曾经成功地主持

过投资数千万元的大防腐项目，但这个投资

24 万元的小项目给她带来的喜悦和快乐，是

别人不能体会的。

沙漠戈壁，缺水是常识。但人们的常识

往往不能涵盖大自然的丰富，在植被丰茂的

地方其实地表水十分丰富。在塔河油田管线

穿过的塔里木盆地北缘戈壁上，植被繁茂，农

业发达，地下水丰富，80%的站外阀池被水长

期渗透淹没，因外防腐层失效造成的穿孔泄

露时有发生。

肖雯雯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开始独立

做 项 目 ，就 是 拿 这 个 项 目 阀 池 渗 水 练 手

的。项目做了大半年，沙漠戈壁基础松软，

阀池沉降易造成穿越处的防水层破坏，更

严重的是柔性防渗材料拉伸强度减小，不

能满足需要。

眼看着管线和阀门泡在污水里，一天天

在加速腐蚀而束手无策。也许在别人看来这

是因为材料所限造成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无

奈，可在从事防腐专业的肖雯雯看来，这却是

难以忍受的挫败。

有时候去现场，她甚至有意绕路避开那

些阀池，同事们还以为她爱干净，闻不得阀池

里污水的气味。

阀池渗水，成了肖雯雯一块心病。

直到去年 8 月，她在做另一个项目时发

现 了 一 种 柔 性 防 渗 材 料 ，拉 伸 强 度 大 于

9MPa，与混凝土黏结强度大于 2MPa，抗渗性

大于 W12，可避免管道震动和阀池沉降造成

的阀池防渗失效。

她觉得解决这个困扰自己 10 多年难题

的时机到来了。

项目做完，年初，她立项《阀池防腐抗渗

技术》，重新开始了技术攻关。

尽管在采用高强不分散灌浆材料和柔性

聚脲材料对阀井管道穿越处进行防渗处理中

遇到了几次挫折，反复做了 10 多次试验调

整，最后历时 3个月，还是啃下了最关键的防

渗这块硬骨头。

然后采用柔性环氧封闭材料和玻纤板对

阀井进行防渗施工，在阀井内部形成整体防

渗层。最后引用成熟的复层包覆防腐技术对

阀井内管件进行防腐处理。

3 月 17 日，当戈壁上的春风轻轻摇动红

柳枝条时，肖雯雯和项目组的同事跟着施工

作业队来到现场，她紧抠技术细节，对施工做

出严格要求。

项目做得不错，让肖雯雯疗愈了多年的

一块心病。有人说，地面防腐室是“全国五一

巾帼标兵岗”，室里的每个人都和肖雯雯一

样，把管线防腐当成了使命，所以才让一个小

专业做出了大贡献。

地面防腐室的每个人都把管线防腐当成了使命

小专业做出小专业做出了了大贡献大贡献

把作业人员当亲人

10月26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朱仙庄煤
矿电焊工使用焊烟净化器净化抽排电焊烟
尘。此举不仅能减少有毒气体和粉尘对职工
健康的危害，也能减少环境污染。 王道玉 摄

本报记者 赵剑影

本报通讯员 李航 陈佳佳

北京时间 10 月 31 日 15 时 37 分，搭载

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 B 遥四运载

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

射，约 8 分钟后，梦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

离并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在梦天实验舱的旅程中，有一些比绿豆还

小的声表滤波器在通信系统、交汇对接系统以

及导航系统等地方发挥作用。它们的任务是保

障试验舱通信、导航等关键部位的顺利运行。

这些小器件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3所

一个成立了 30多年的宇航级器件研制生产团

队。这个团队几乎与载人航天工程同龄。秉

持“源于航天，服务航天”的宗旨，30多年来，

三代人接续奋斗，专注创新，不断推出更轻小

型化、更精密的产品。

“我的‘孩子’和星星一起闪耀”

史向龙在这个团队里已经 10 多年了。

“小时候，夜晚能看到很多星星，那时候我就

在想，我也想像星星一样闪耀。”他说，“现

在，我虽没星星那么闪耀，但我的‘孩子’是和

星星一起闪耀的。”

史向龙一参加工作，就与团队共同承担

起嫦娥三号的 5 种声表面波器件设计工作，

其中最小的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重 0.02克，

比黄豆轻得多。“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史

向龙说。

进入航天领域的史向龙每天重复着同一

项工作，12 年研发出 500 多款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滤波器产品。“对于我来说，每天虽然

忙碌但都充满了意义。”

“做科研就要有水滴石穿的毅力！”他说，

当初自己就是因为在技术研究上的“较真和

死脑筋”被一眼相中。

2022 年，他被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

学院聘任为校外导师，指导声表专业学生的

论文和课题工作，年少“追星”时在心底播下

的航天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他希望将这颗

种子播种到更多人的心田。

“养育的是与众不同的‘孩子’”

和史向龙相比，王永安算是前辈了，也见

证着声表技术的不断发展。

2002 年，生性腼腆的王永安怀着对未来

的好奇与憧憬坐在了迎新的礼堂。“那时候我

决定，就把航天当作我一辈子的事业了！”王

永安说，那时候关于宇航用声表面波器件的

可靠性设计、热设计等现成的经验很少，需要

搭建整个的星用声表面波滤波器的设计平

台，都是大家完全没接触过的新鲜事物。

针对型号要求的关键高等级指标要求，

王永安查阅中外相关文献，在借鉴公司成熟

技术基础上，多次进行论证，通过实时监控传

送的数据和图表进行分析，统计过程控制，对

症下药，推动技术设计难点攻关，关键指标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设计研发。

除了参与技术研发，更多的时间王永安

用于编写产品标准。“我们团队养育的是与

众不同的‘孩子’，没有标准可参考，要把总

结的经验记录下来，固化形成标准，分享给

其他人”。

从一个满怀赤诚的小伙子，到声表技术

的指引者，20 年来，王永安已经编制了 60 余

项高等级声表面波滤波器企业标准，并参与

多家单位的宇航用声表面波滤波器通用规范

编制。

“从‘孕育’开始提醒每个任务的重要性”

每天都是等到夜幕降临，这个团队里资

历最长的姚光强才直起腰板，揉揉酸胀的双

眼，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

“宇航级产品的特性是一次定成败，太空

没有返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出厂

前，产品必须要经过内部目检、粒子噪声碰

撞、随机振动等一系列严格的环境试验考核，

并采用自动化设备优化工艺参数，减少人为

影响，提升加工精度和重复精度，将风险降低

为趋近零。”姚光强说。

目检是在高倍显微镜下对产品进行工

艺检查。姚光强的目检水平被大家称为“火

眼金睛，明察秋毫”。5 毫米、3.8 毫米、3 毫

米……每种滤波器的封装大小和内腔尺寸，

包括允许压焊丝的长度和弧度，电极大小和

位置，他烂熟于心。

“老姚检过的产品，没问题。”这是大家

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32 年来，姚光强以高超的检验技术多次

荣获“提高两率”“二院杯”劳动竞赛优秀个人

荣誉称号，荣获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两项，二

等奖一项。

“无论过去多少年，产品升级更新多少

代，想要满足高标准，最核心的一点是责任。

无论是用在天舟、问天舱，还是这次的梦天

舱，品质都要过硬。”姚光强对每一件经手的

产品要求都很高。

在飞行的不同阶段，航天器会遇到各种

干扰信号，这个团队生产的产品提供通信和

电源保障服务。声表滤波器滤除高次谐波、

镜像信息、发射漏泄信号以及各类寄生杂波

干扰等，保障试验舱通信清晰传回地面；磁

性器件抑制因环境变化引起的设备电路电

流突变，提升设备抗电磁干扰能力，保障设

备可靠性。

“公司一般产品流程单是黑白的，但宇

航级产品的流程单是红色的，这是最高产品

等级。从‘孕育’开始，各种告知提醒每一个

工序任务的重要性，原材料、制作工艺等都是

采用最高规格，各种检验、测试等也采用最严

的标准执行。”王永安说，“我们的产品与众

不同。”

宇航级产品的特性是一次定成败，太空没有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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