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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开行十年来，二连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逐年攀升，调车班组的作业量也不断增加

在“苦累脏险”的岗位上带好队伍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张轩瑞

38 岁的杨仲钧见证了中欧班列开行 10
年来的变化。

作为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连站运转车间乙班值班站长，杨仲钧带领

班组承担着该站货物列车的编组、解体、取送

等任务。自 2013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距国

境线仅 4.8 公里的二连站就从传统的“尽头

站”变为了重要的“节点站”。10 年来，途经

二连站的中欧班列线路从起初的 2条增至 69
条，连接 10多个国家的 60多个地区。

随着二连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逐年攀升，

乙班的作业量也不断增加，杨仲钧深感责任重

大。在调车这个苦累脏险的岗位上如何带好

队伍？他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带班秘诀。

那个雪天刻在了心底

杨仲钧一直记着 2011 年当见习制动员

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 天 下 大 雪 ，“ 一 脚 踩 下 去 看 不 见 钢

轨”。他问师傅：“这样还能干活啊?”
“天上下刀子咱也得干。”师傅轻描淡写

地回答。随后提醒他，雪天干活得格外小心，

尤其是下车梯时要先蹭一蹭鞋底的积雪。

“没事，当兵的时候两米高的障碍我一下

就翻过去了。”杨仲钧没把这提醒放心上，没

想到一下子从车梯上滑了下来，腿磕到钢轨，

痛得“整个人动不了了”。

那个雪天刻在了杨仲钧心底。

有了那次教训，他更加虚心地听从师傅

的教导，严格执行各项作业要点。他切身体

会到，干调车这项工作，深一脚浅一脚是常

态，冒雨冒雪或头顶烈日都是常态，而安全是

天大的事，容不得半点大意。

后来他一步步成长为连结员、调车长、值

班站长，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

取送车时，车列首尾各需一名人员扒在

车辆上随时盯控线路情况，列车行驶速度快，

离地间距高，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人身伤害。

为此，杨仲钧组织班组职工围绕扒乘细节进

行讨论交流，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置能力。

他还在班组采取了一些“加码”的安全举

措，比如去站台取送车要二次检查。“开始大

家都挺有意见，重复检查不是做无用功吗？

直到有一次送车时发生了一起机动车辆侵限

的安全隐患，大家才意识到二次检查的重要

性。”宽轨一调调车长康鹏说。

不抛弃,不放弃

对待班组成员，杨仲钧信奉的理念是“不

抛弃，不放弃”。

2018 年大学毕业进入宽轨一调的高旭

从小被父母加倍呵护，有点娇生惯养，起初

隔三岔五请假，刮风下雨要请假，稍有点头

疼脑热也请假。更大的问题是，他学习连结

员业务上手慢，作业总犯错，连累师傅也频

频被罚。

时任调车长的杨仲钧跟车间申请，临时

调任连结员，去带高旭。“没有教不会的徒弟，

就看你怎么教。咱当过兵的，不抛弃不放弃

任何一个人。”他的话掷地有声。

从最远的线路到到发场完成编组，连结

员要扒车 40 分钟。从小没吃过苦的高旭刚

开始扒不住，喊停车。杨仲钧告诉他：“这是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能老因为你耽误

作业，你自己想办法增强体能。”

摘风管是另一道难题。“应该有600千帕的

压力，他怕，有心理障碍。”杨仲钧说，“我给他示

范，然后让他自己练，要求他什么时候摘开，什

么时候走。”就这样，高旭终于跨过了这道栏。

针对高旭操作不规范的状况，杨仲钧从

头开始教他，陪着他学，直到弄明白为止。“杨

师傅太较真了，非得把我扳过来。”高旭感慨

中有感激。

给高旭当师傅的那一个月，杨仲钧损失

了班组长津贴和奖金等近 1000 元。“那不算

啥。”杨仲钧笑笑说，“高旭要是定职考试过不

了，自己少挣不说，每个月还要扣他师傅的

钱。他是咱班组的一分子，不能掉链子。”

后来，高旭顺利通过了定职考试。今年

8月，他已经开始带徒弟了。

杨仲钧认为，每个人性格各异，“因材施

教”是关键。

2021 年进班组的钟文涛干活不怕苦，但

老违章。师傅对他比较严，要求他背不出规

章就罚抄，他抵触情绪特别大，一度因为不适

应工作想辞职。

杨仲钧找钟文涛谈话，了解到他确实没

好好学规章，而师傅老批评他，令他反感。

随后，杨仲钧对症下药：首先盯着钟文涛

一条一条学规章，然后让他师傅“看到小钟有

一点进步就夸一夸”，再找调车长给小钟派点

活干，“让他有参与感，但师傅得跟着”。杨仲

钧还跟着钟文涛干了 4 个班，把自己的一些

诀窍传授给他。

钟文涛留下了，而且从被动地完成任务，

逐渐变为主动去琢磨怎么做更好，现已成为

同期入路的那批人里的“优秀生”。

“班组的心必须是齐的”

乙班现有 44 人，大部分家在外地，因为

这份工作来到边陲小城二连浩特。

“大家都是独自一人来到这么偏远的地

方，干的又是苦累脏险的活，所以班组首先肯

定要在生活上关心关爱，让他感受到班组的

凝聚力。”杨仲钧说。

逢年过节，他会招呼单身的组员到家里

吃饭。“去杨哥家里次数太多了，他家亲戚我

几乎都认识。”高旭说。

杨仲钧还去过大部分组员家中拜访。“看

看他们的成长环境，见见他们的父母，了解他

们，才能带好他们”。

在呼和浩特的高旭家，杨仲钧了解到他

家经济条件不错，“嫌上班远，家里给他买电

动车，嫌冬天骑车冷，又打算给他买汽车”。

他建议高旭父母只掏汽车的首付，“要是啥都

给孩子包了，他永远也长不大”。

去徒弟冯志平家，则让杨仲钧理解了他为

什么会说“上班这点苦不算啥”。冯志平家在乌

兰察布偏僻的农村，父母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

地养羊。“他家里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所以格

外珍惜这份工作，能吃苦。”杨仲钧说。

班组实行四班倒，白班夜班结束后连休 3
天，第二天可以去加个班，冯志平几乎从来没

有间断过加这个班，甚至“第一天坐火车回家

收土豆，第二天再坐回来上这个班”。这个特

别能吃苦的年轻人 24岁就当上了调车长，师

傅杨仲钧由衷地高兴。

杨仲钧的暖，康鹏牢记着。冬天上夜班，

中间有 20 分钟休息时间可以吃上一口热乎

的加餐，可 7 个人才一口锅。杨仲钧在部队

训练出的雷厉风行派上了用场，他麻利地给

大伙儿煮好面，还让其他人先吃。后来康鹏

当了调车长，也总记着大冷天给兄弟们备上

暖和的衣帽围脖。

“咱这岗位很辛苦，如果感受不到温暖，

干活的时候心肯定就不在这儿。”杨仲钧说，

“班组的心必须是齐的，才能劲往一处使”。

张传武

10月 27日，在距“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作品投
送截止时间倒数第4天时，我终于将作品上传，一直悬着
的心总算放下来。

我所在的中国能建葛洲坝钟祥水泥公司生产部电工
班，在解决生产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上有不少绝活，许多创
新成果为企业高效生产做出了贡献。一看到大赛通知，我
们就觉得以电工班作为拍摄对象。可是，拍摄从哪里入手
呢？为找准切入点，我们深入一线与电工们进一步交流，
无意中听到一个消息，他们的创新成果《无人值守散装发
货通道改造》项目获奖了。灵光一现，拍摄思路清晰了：将
新入职大学生与新获奖项目融到一起，通过大学生的进班
仪式顺带展示班组创新成果，并由这一绝活来激励新员工
早日成才。

没想到，拍摄时却遇到“等人”问题。电工班班长说，
班里总计15人，要负责全厂的电气自动化、电机设备的
维护保养、数字矿山等一系列工作，加之公司1＃线进行
节能技术改造，还要兼顾技改现场的工作，大家都很忙，
建议技改完工后再拍。这一等就是一月有余，我们的心
也一直悬着。到 10月 15日技改结束投料试生产时，没
想到大家更忙了。生产初期正是处理各种问题的高峰
期，比以往更需要人手，原定的主角根本没有时间，无奈
只好换人。

曾有人建议找人代替拍摄，可我认为，选择拍摄电工
班的目的就是借此机会让这个优秀班组的成员露露脸，
宣传和鼓励一下，如果找人代替就失去了拍摄的本意。

正式拍摄从 10月 22日开始，我们先拍了人少且相
对简单的场面。新员工入班仪式安排在人员集中的交接
班时段。这时问题又来了，首先是主角讲话，尽管讲话内
容早已准备好，可他一面对镜头就紧张起来，到嘴边的话
又忘了，其他人员也忍不住大笑，这一笑他更紧张。其次
是放在一旁的对讲机里不时传来生产线上的呼叫声，催
着他们去现场。毕竟生产重于拍摄，只好暂停，也好让主
角下去多练习。后来我们又拍了两次，最终完成已到10
月26日。

事后我进行了反思，有三点教训值得吸取：一是因为
等浪费了时间。从确定思路到动手拍摄，这中间40多天
的时间都浪费了，如果早想办法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完善
作品；二是事先要考虑周全，准备妥当。这次“最班组”拍
摄我们是首次参与，也是首次拍摄有“剧情”的视频，对细
节考虑不周全，重拍次数过多，参拍人员有情绪；三是要
准备好脚本，再简单的台词也要形成文字，打印出来拿到
现场，不能靠临场口头交代。

总的来说，自己对这次的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
是第一次拍摄，用的工具也很简单——手机和一个支
架。能不能获奖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尽力了，把
要传递的东西表达出来了。正如电工班员工所说的，对
生产中遇到的难题，我们尽力了也就没有遗憾。同样，对
于这次拍摄，自己尽力了也没有遗憾。

通过拍摄电工班的绝活来激励新

员工早日成才，这是我们想表达的

尽力了就没有遗憾

班前三个一

小指标激发大活力

新钢集团炼铁事业部在高炉炉前班开
展“四比一看”小指标劳动竞赛，主要内容
是比产量、比质量、比铁口深度合格率、比
全风堵口率、看谁贡献大，激励各班组挖潜
降耗、算账生产。目前，高炉铁口深度合格
率稳定在 90%以上，全风堵口率保持在
100%。图为炉前班员工正在操控开口机。

甘志鸿 万新东 摄

本报记者 裴龙翔

在长三角铁路，有一个班组的工作范围

从不设限，他们每天服务进出上海这座城市

的旅客，月台、候车室、站区广场甚至居民小

区都留有他们的足迹。他们用手中的服务传

递城市的温度，用真诚的微笑迎接五湖四海

宾客。这个班组就是 2023 年“感动上海”年

度人物——铁路上海站“心尚”服务工作室。

该工作室现有 57名成员，他们散布在上

海各大火车站内。每天清晨，各个车站的“心

尚”工作室成员都会分片聚集，核对重点旅客

情况，交流探讨服务注意事项。

“汇集大家的智慧，‘掐’住每项服务细

节，才能最大程度诠释服务。”曾是上海站“心

尚”工作室一员的铁路上海站客运车间总支

副书记汤杰说。他就是“服务明星”出身。

世间事，作于细，成于精。经过对比推

敲，汤杰和成员们把应急备品箱改为了能更

快速服务旅客的应急包；倒推轮椅下坡，用身

体保持轮椅平衡；推出七色服务卡，对重点旅

客进行细分服务；开设综合服务窗口，服务对

象年龄从 2月龄婴儿到过百岁老人。

上海虹桥站 28B检票口背后的车站遗失

物品处，“心尚”工作室成员陶雯晴每天耐心

为每件失物贴上标签，将失物信息录入系

统。同事朱雯晔则坐在电话机前，一个一个

地拨打旅客电话。朱雯晔告诉记者，仅上海

虹桥站，每天就要拨出联系电话近 500个。

为了将服务推向社会，“心尚”工作室成

员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组队走进街道、广场、

社区、学校，他们会向学生发放安全出行宣传

资料、向居民介绍铁路出行常识、为老弱残疾

路人搬运行李。几乎每周末，上海站售票车

间“心尚”工作室领衔人、上海市劳动模范从

上珠都会带着团队成员到社区服务。为了帮

助老年人学会网上购票，从上珠还结合自己

的服务经验，专门找班组里的年轻人制作了

“购票小课堂”视频。

“用心服务，崇尚细节，引领风尚”。今年

以来，“心尚”工作室已服务老幼病残孕等重

点旅客超百万人次，收到旅客赠予锦旗 500
余面，感谢信 10万余封。

金牌班组G

用微笑服务“感动上海”
金多 文泽

中石化湖北荆州油库是新建的成品油销售智慧型油库，

采取大班制运行。为强化岗位练兵，大班组利用班前会的 10
分钟时间，推行以“开展一次技能学习，观看一个事故案例，分

享一个工作心得”为内容的“班前三个一”工作法，不断提升员

工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配送车进入库区前，需要开展哪些安全检查？”“趸船码

头输油作业有哪些注意事项？”每周一，荆州油库班组都会开

展一次操作技能培训，通过提问解答让班组全员参与学习。

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自警惕。周二的班前会，由一名班组

成员组织观看分享一个事故案例，并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随

后，发动大家共同查找日常生产中是否存在类似隐患，并对可能

导致的后果进行推演，再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和应急预案。

班组引导员工“多学习、多取证、多实践”，朝综合性人才

方向发展。在每周开展的工作心得分享会上，鼓励员工上台

授课，对某项工艺或某个设备操作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分享，

并不断规范、丰富、打磨，形成流程规范，最后依托创新工作

室打造成完整的体系。

通过用好班前 10 分钟，荆州油库形成了班组间良性竞

争、共同提高的氛围。截至目前，该油库技能操作岗位中高级

职称占比超过 70%。

石启元

“我们西区选煤车间生产一班找准管理

切入点，突出一个‘实’字；着眼生产关键点，

突出一个‘细’字；采用数字化与传统同步的

方式落实工资分配‘三公开’，真正让职工对

自己的收入心知肚明，消除疑虑。”

10月 27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

厂举办 2023 年班组擂台赛，让安全效果好、

任务完成优、管理效果佳、群众威信高的优秀

班长展示个人及其班组风采，同时为班组对

标管理搭建平台，由此提升班组建设精细化

管理水平，提高班长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夯

实班组安全生产基础。

该厂对此次班组擂台赛进行了精心准

备，分段实施。由基层车间先开展班组月度

评比，排名第一的班组参加预赛，再选出前八

名进入决赛环节。对进入决赛的班组，根据

月度考核情况和日常管理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打分，班组管理按照 70%计入总成绩，班长主

题演讲和答题展示按照 30%计入总成绩。

擂台赛上，进入决赛的 8 个班组的班长

以 PPT 课件展示的形式，分别从班组简介、

班组标准化创建情况、班组安全管理情况、班

组亮点特色工作等四个板块进行主题演讲，

并现场回答班组管理相关问题，最终东区机

电车间机修三班获得第一名。

“班组擂台赛是我们今年实施班组‘3S’
赛马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更是衡量班组管

理能力和水平的标尺，通过搭建擂台挖掘亮

点赛成绩，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班组建

设再上新台阶。”该厂工会负责人说。

班组管理好不好，擂台赛上见分晓

赵华

2008 年大学毕业的许明华来到胜利油

田兴东石油公司，16 年来，由一名采油初级

工逐步成长为高级工、采油计量站站长、高级

工人技师，去年还获得了胜利油田劳模称

号。许明华因为说话多、干活多、点子多，而

他又姓许，被大伙称为“许三多”。

许明华说话多。每天班前会上，他总是

不厌其烦地讲述劳动纪律和安全注意事项，

被大家戏称为“婆婆嘴”。他的苦口婆心，换

来了整个班组安全意识的加强。

许明华干活多。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他

总是身先士卒。2022 年元宵节前遇到 30 年

一遇的暴风雪，导致兴东 1#计量站辖区内供

电系统全部瘫痪，20 多口油水井全部停产停

注。他冒着风雪到井上巡视，并做好油水井

防冻工作，一直忙到半夜。

许明华点子多。许明华深知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他每天巡井雷打不

动，随时掌握油水井设备的生产状况。他对

同伴们说，坐在值班室里听到的只是问题，

而深入现场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深知，只有天天与油井和设备“交朋友”，

才能了解它们的“脾气”，当它们生病时才能

“药到病除”。

许明华针对油水井管理现状，提出了一

种名为“分区块、分井别、分油性”的管理方

法，以及实施“三水工程”（水井、水量、水质）

的方案。他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稠油油藏开

采技术，并建立了一个名为“分析、控制、监

督、预警”的系统管理模式。在人员管理、设

备管理、安全管理和技术培训方面，许明华也

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整合。通过将这些要素结

合在一起，他成功带领注采兴一站实现了崭

新的面貌、标准化的现场和高水平的管理，最

终获得了中石化“金牌采油站”的殊荣。

“只要用心去做，就能悟出道道，就会对

岗位产生感情，做出一番成绩来，享受属于自

己的高光时刻。”许明华的这番话，既是对自

己的鞭策，也是对班组成员的激励。

采油计量站里的“许三多”

早动手
抚顺石化工建公司遵循“早计划、早动手、早安排、

早检查、早落实”的原则，在 9月初就布置各项设备管线
的冬季防护措施，对装置内 1368条水、电、蒸汽伴热管
线逐一拆卸疏通排污。图为 10月 24日，工人在焊接伴
热管线。 赵钰 王文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