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安全生产月定为班组长活动月

本报记者 周怿 本报通讯员 庞世乾 李霞

近日，在胜利油田地面工程维修中心孤岛维修服务

部管网维修四站一处施工现场，一根 10 多米长、重达百

斤的钢管随着特制托架来去自如。

记者看到，托架由两个平行的轱辘、一个把手和一

个可以转向的支架组成，几百斤的钢管两头放在托架

上，两名工人可以轻松进行横向或纵向运移。“这样方便

管用的托架可是用罚款换来的，我们不仅花钱买教训，

还买来了好点子。”张鹏说。

张鹏介绍，管网维修四站负责的管线施工大部分是

大口径钢管，直径从 76 毫米到 219 毫米不等。以直径 76
毫米、壁厚 7 毫米的管线为例，一根 12 米长的钢管重达

300多斤，几个人抬起来费力，也不符合安全施工要求。

据了解，在之前的一次管线连接施工中，施工现场

需要对大口径管线进行短距离移位，靠人工无法实现，

再通知调度使用吊装设备又费时费力。为了省事，张鹏

直接让现场的挖掘机进行拖移，而这却不符合安全生产

要求，被突击检查的安全生产负责人罚了 500元。

“这样的施工天天几乎都有，管线在现场短距离运

移，除了吊车,其他方式都不符合安全要求，但吊车留在

现场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况且有的施工现场机械设备

根本进不去。”张鹏表示，要群策群力，想一个三全其美

的办法，既要安全，又要省钱，还要省力。

一次，电焊工王海峰注意到推运灭火器的架子，它

的轱辘小巧耐用，在施工现场利用率较高。“我们又在剩

余的电工料中发现了电工拉板，这样就好办了。”他说。

管线托架制作完成后，两名员工就可完成大口径管线

和多根小口径超长管线的短距离运送。真是个好点子！

邹明强 黄予剑 刘文锦

“过去撬管作业需要一个人抬，一个人拉，现在变成

遥控操作。”6 月 8 日，正在江汉油田广 38 斜-7 井作业的

场地工魏垚镔一边操作手中的遥控器，一边介绍正在使

用的自动化新设备。

修井作业在油田被称作“油井医生”，与油气勘探开

发密切相连。“修井作业一直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作业

工每天和油污、铁疙瘩打交道，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劳动

强度大。”该中心采油气工程专家万明介绍，今年，江汉油

田先后购置自动化修井机 2台、撬管机 20多台，推动了修

井作业模式的变革。

自动化修井机实现井口作业装置、自动液压钳、接扶

管机械手、防溅对扣装置集成，减少修井作业中的人力资

源配置。“过去修井作业，至少需要 1 名司钻控制刹把，2
名作业工在井口提拉油管、抬放吊卡，1名场地工配合。”

试油 133 队队长康锐介绍，使用新设备以后，只需 1 名司

钻和 1名场地工配合完成，人员减少一半。

更让作业工高兴的是，过去修井作业都是露天进行，

自动化修井机对操控系统进行了密封处理，设置专门的

操作间，配备空调。“过去作业工起下油管，一天弯腰数百

次，患腰肌劳损是普遍情况。”康锐说，以后作业工坐在空

调房里操控设备，不用再风吹雨淋，不需要频繁弯腰，不

仅少了职业病，也减少了控制设备长期暴露在野外而“跑

冒滴漏”造成的安全环保风险。

“油井医生”用上了自动化修井设备

真 是 个 好 点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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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工从内心深处不想“三违”、不愿“三违”、不敢“三违”

安全警示教育让职工“看明白、想明白、干明白”

班组现场G

方钢

火工品运输司机是“运输兵”里的“特种

兵”，除了要有高超的驾驶技术，更要有高度

的安全责任意识。成为出色的驾驶员！”从

事火工品运输工作 20年，中国兵器集团江

南公司五分厂机修车间火工品运输班班长

周军山以出色成绩实现了“要干就干到最专

业”的目标。

周军山先后干过军品、民品维修钳工，

2003 年改行当了火工品运输司机。运输

班承担着分厂所有生产物资、各类产品的

内部运输工作，包括物资运输、半产品转

运、成品入库等等，工作范围除了在分厂内

部，还涉及公司各相关单位。他凭着一股

不服输的倔劲，苦练大型货运车倒车等技

术技能，熟悉不同型号车辆的驾驶以及故

障排除方法，虚心请教老师傅，练就了炉火

纯青的技术，并坚守在这份特种工作里，年

年都安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维修钳工出身的他平日里极爱钻研、

琢磨，小创新小发明不断。他常说，改善无

需高大上，但一定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锦

囊”和“良方”。

班组承担着系列产品的转运、运输等工

作，为了提高转运效率，减轻职工劳动强度，

周军山脑海里经常闪现着多种改进方案。针

对各种产品、部件的特点，他画了一张又一张

的图纸，设计出了20多种转运工具和转运小

车。量身定制的车运工具和转运小车，不仅

提高了两倍以上的转运工效，更是极大地提

高了转运的本质安全度。近五年来，周军山

提出合理化建议21条，小改小革达26项。

为了将安全文化、工匠精神等融入班

组，他和同事们一起创作了颇有特色的安全

班歌——《运输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

首集众人智慧，又经反复编写、推敲、修改而

成的班歌，通俗易懂，完整而细致地讲述了

“运输兵”整个工作环节的安全操作流程及

安全注意事项。如“交通法规必须遵守好，

行稳致远才能保平安”，“码放产品紧系绳，

高度不超一米五”，这些精心提炼的话语是

班组成员安全工作经验的结晶，也是该班组

近年来实现安全运输无事故的经验。

日常工作中，周军山将多年来积累摸

索出的如何预判安全隐患、大型货运车倒

车时如何选择参照物等操作方法，毫无保

留地与班组同事分享，共同提高技术技

能。多年来，他和班组成员一道，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圆满完成了多个系列产品的

转运、运输等重任。

本报通讯员 胡咏霖 陆楚悦

本报记者 陈俊宇

一张张试验台，一瓶瓶器皿，无数次的实

验，无数组的数据……由 9 名女职工组成的

生产技术化验班，承担起了国投集团钦州发

电有限公司水、煤、油、环保、脱硫、大宗化学

药品等各项指标的分析监督工作。

以标准为绳，用数据说话。近 10 年来，

化验班先后获得“广西五一巾帼标兵岗”“全

国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今年，班组又获

评“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当班长王爱霞把这

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时，好几个化验员忍不住

落下了眼泪。检验无声，见证着她们的艰辛

付出。

两个100%

2022 年 6 月，公司迎来四年一次的 A 修

工作。在接近 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里，经验

丰富的技术员郭金香带着几名新员工身着密

不透风的连体服，爬进管道里、钻进油箱中、

挤进锅炉内，实地探查有无结垢、腐蚀迹象。

她们一个个闷红了脸颊，豆大的汗珠顺

着安全帽带“啪嗒啪嗒”地往下滴，没有人喊

苦喊累。

检修后的机组工况复杂，在试运行时间

经常接到突发任务。为了照顾家里有小孩的

同事，班组青年员工主动承担起值班任务，深

夜在取样点和化验室间往返，直到凌晨水质

合格才回去休息。

在这个班组中，类似的事还有很多。仅

2022年，化验班就出具汽水质量监督报告 648

份，油质量监督报告 466 份，脱硫监督报告

216份，煤质量监督报告 2215份，合计 3545份

试验报告，正确率 100%，及时分析率 100%。

王爱霞告诉记者，化验班以人才建强班

组为导向，推出全员化轮值班组管理机制，每

月根据综合表现在班组内评选“月度之星”。

此外，每月开展“每人一讲”和“师带徒、老带

新”培训活动，进一步提高人员的操作技能，

把“能熟练掌握操作技能、能及时发现曲线变

化、能处理常见设备异常”的“三能”人员确定

为班组重点培养对象，推进一岗多能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

“斤斤计较”

经验丰富的化验员劳冬梅一边滴定一边

摇晃，左手控制滴定管活塞，右手摇晃锥形

瓶，观察颜色变化，准确到达终点为止。

“微微转动活塞，使溶液悬挂在出口嘴

上，形成半滴，用锥形瓶内壁将其沾落，再用

洗瓶吹洗。”她说，这是滴定操作快接近终点

时的半滴加入方法，但凡多滴入半滴就可使

实验的溶液变色。

“化验结果不仅关系着水、煤、油的质量，

甚至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机组的安全运行和企

业的效益。”王爱霞说，化验员们都养成了“斤

斤计较”的习惯。样品取样、天平校正、贴写

标签、样品处理、称量分析、高温灼烧、结果计

算、填写记录，化验室里每个人都“斤斤计

较”，才确保了化验结果的快、准、精。

据介绍，化验班将全面质量管理工具运

用到提升班组能力建设各项工作中，总结出

《自主化管理思维导图》《化验班作业管理流

程》，制定《班组管理制度》26项，绘制班组定

置定位图 9 项，建立完善整合各类记录台账

和电子台账 130余项，不断提升管理精细化、

流程标准化、操作规范化的工作标准。

近年来，化验班还围绕安全生产、降本增

效、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开展提质增效和实

验研究活动，提高技术攻关质量和力度；积极

开展五小改善，通过修旧利废、节能降耗，认

真测算分析全年各项成本费用等经济指标，

每年为公司节约成本达数万元。

顶起“一片天”

离子色谱仪是水汽查定最重要的仪器之

一。2022 年，班组发现价值百万元的离子色

谱分析仪出现基线水平不稳定，负峰保留时

间波动大的问题。王爱霞立即召集技术骨干

成立 QC 质量管理小组，请教专家，利用鱼骨

图、直方图等工具，寻找要因。最终经过设备

调试，问题得以解决。

“每当遇到技术、检测等方面的难题，我

们都会第一时间召集班组成员参与讨论解

决。”王爱霞说。这个女性员工为主力军的班

组无论在机组检修、防疫保供等急难险重任

务中总能顶起“一片天”。

班组持续规范化验管理方式，优化异常数

据分析、精密仪表调试工作，编写形成了标准化

化验作业指导书，为实验室标准化管理奠定基

础。创建“标杆化验室”以来，她们累积发表论

文十余篇，获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及QC成果。

“如果不是每个人的坚持与付出，班组发

展的脚步不会这么快。”王爱霞感慨地说。

仅 2022年，化验班就合计出具 3545份试验报告，正确率 100%，及时分析率 100%

检验无声，数据“说话”

石启元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不敢相信因

为工作的粗心大意会酿下这么大的安全事

故，真是触目惊心……”这是近日在安徽淮

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车间的班前会上，有

人在收看《班前会安全警示教育 100 例》时

发出的感叹。

进入六月以来，该厂围绕“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通过多

种形式组织车间班组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树

牢“生命至高无上、安全永远第一、责任重于

泰山”理念，确保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后，该厂每天

组织职工收看《班前会安全警示教育 100
例》，做到“班前五分钟、每天一案、每人必

看 ”。 车 间 班 组 对 事 故 案 例 进 行 梳 理 分

析，班前会上值班干部向职工讲解事故防

范措施，确保人人明白怎样才能避免事故

发生、遇到事故如何进行自保互保以及科

学应急处置，全面提高杜绝事故和处理事

故的能力，举一反三，从事故案例中深刻

吸取安全教训，切实让职工“看明白、想明

白、干明白”。

该厂结合生产工作实际和特点，根据

厂区历年来发生过的安全事故，自导自演

拍摄还原事故经过，让警示教育片的内容

更具有针对性。他们制作了系列安全生产

事故警示教育短视频，涵盖了机械、电气、

消防、管理、作业、应急演练、雨季“三防”、

有限空间等方面内容，使警示教育内容更

加贴近实际。

他们还发挥安全警示教育微体验室作

用，组织班组职工体验事故场景。“坐在轮椅

上感觉自己很丢人，感觉别人都用异样的眼

光看着我，还有最难受的是穿衣、脱衣环节，

就感觉自己真真正正成了一个‘废人’。这

个体验太深刻了！”当体验者杨朝阳从轮椅

上下来时，他带着尚未平复的心情说，“工作

中一定要遵章守纪，按章作业！”

在安全微体验室，该厂让日常安全管理

中出现的不安全人员进入进行安全体验。

体验项目分为空中冥想 1分钟、铁球撞击试

验、左手书写承诺书、拄拐步行 20 米、轮椅

体验穿脱衣等。同时，他们让体验者谈亲身

感受，使职工从内心深处不想“三违”、不愿

“三违”、不敢“三违”。

专班保障

金牌班组G

何永兴

“今天，我们来交流探讨班组管理经验教

训，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多提意见和建议……”

6月 9日，川煤集团华荣能源柏林煤矿工会组

织班组长交流时，工会副主席李应全开门见山

地说。

该矿工会将安全生产月定为班组长活

动月，以“人人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组

织观看如何当好班组长、如何强化班组现场

安全管理等视频，开展矿山安全知识、职工

行为规范知识有奖问答，各位班组长从安

全、质量、成本、工效等方面介绍了自己在班

组日常管理中的做法和遇到的问题，总结了

班组管理工作方式方法，并就如何进一步搞

好班组建设工作提出了努力方向和改进措

施，交流了工作经验，畅谈了工作感受，并对

矿、区队安全生产管理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掘进二队一班班长刘文谈起搞班组标

准化建设带来的效果：“我所带的班组通过

强化班组管理、抓好安全管理工作，取得较

好效果，今年以来杜绝了轻伤及以上事故，

多次获得优胜班组奖励，收入水涨船高，其

他班组职工挺羡慕我们呢。”

“现在综采队使用的机器设备越来越

多，电钳工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光靠蛮干、

苦干是做不好工作的，只有深入学习电钳工

技术、不断总结机电维修技能，才能更好地

为综采服务，我建议加强电钳工高技能人才

培养力度。”综采队后勤班班长沈吉荣说。

运输队井机三班班长杨永安谈起班组

职工违章带来的危害时说：“上个月我班一

名职工违章摘飞钩，导致脚背擦伤，下一步

我班要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强化安全风险辨

识，落实好风险管控措施，保证安全运输。”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坦诚交流班组

管理经验和教训，31 名班组长都表示收获

满满。

“要干就干到最专业”
的火工品运输班班长

5月 28日,中国航油华东公司虹桥航空加油站精密
部署、细致安排，积极配合中国东方航空圆满完成 C919
全球首次商业载客飞行航油保障任务。该站精选“双过
硬”的党员和业务骨干组成“国机”C919专班保障小组,保
障好这次备受瞩目的首航任务。 周达申 摄

6月6日，抚顺石化工建公司电工二车间南维护班在巡检中及时发现并处理一起电机出
口线严重过热的隐患。长期以来，该班组将提升安全意识放在首位，扎实开展常态化安全教
育，实施警示教育法、正向励激法、典型引路法，让安全理念深植于心、外化于行。图为班组
职工在巡检中“听诊”和测温。

赵彦 赵钰 摄

吴健

“这次单位搞的活动太给力了，车间干部亲自上灶，为

职工准备这么丰盛的午餐。”6月 7日中午，中国铁路哈尔

滨局集团公司绥化工务段五营线路车间新青维修队线路

工初少林和工友们从现场干完活回来，一进食堂就被餐桌

上摆放的红焖鲤鱼、豆角炖排骨、烧鸡等“硬菜”所吸引。

连日来，汤林线冻害全面回落，季节性防洪防胀工作

已经开始，干部职工起早贪黑在线路上忙碌。为全力服务

职工，激发职工干劲，该段在线桥车间范围内开展“为职工

做一顿饭”活动。他们以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为

着力点，组织车间主任、党总支书记、车间工会主席、段包

保干部分班次、分时间段走进班组，了解职工的饮食喜好。

当天，该段工会副主席杨玉恒来到五营线路车间新

青、红山、汤旺河 3 个维修队食堂，为职工做饭。考虑到

五营线路车间地处偏远，通勤住宿职工较多，他特意为车

间食堂带来一台蒸馒头机、一台削土豆皮机。“开展此次

活动的目的就是传递段对广大职工的慰问和关怀，为大

家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让一线职工吃得满意，缓解疲劳，

提振精气神儿。”杨玉恒说。

“为职工做一顿饭”温暖人心

深植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