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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持续“向上推”，一方面坚持“向下沉”

“人才蓄水池”养出金牌选手

有股钻劲的 613 机班组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甘肃野外项目现场，车辆穿梭，一支队伍

正搬运、组装机器，一派繁忙景象。这支正在

忙碌的队伍就是荣获“山东省工人先锋号”、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班组的山东省地矿局

第六地质大队 613机班组。

他们先后两次刷新小口径岩心钻探全国

孔深记录，成功实施完成青海木里地区可燃

冰试开采项目三井地下对接、国内最深的冻

土天然气水合物调查评价钻孔、西部最深的

页岩气勘探井……甘肃的这个项目是 613机

班组第二次实施井下钻探，将在井下 200 米

处开展工作，预期施工钻孔深度达 2000 米，

倾角 85度，对施工技术要求极高。

“井下施工因为是封闭环境，班组人员既

要应对高原反应，又要克服封闭环境带来的

恐惧心理，还需时刻背着两三公斤的自救器，

负重施工，难度不小。”班组机长吴明明坦言。

早在 2020 年，在甘肃省合作市早子沟金

矿地下 600米深的巷道内，613机班组就曾顺

利完成了“深地资源勘查开发”科研钻探，终

孔孔深 2001.15 米，倾角 82 度，是当时六队承

担的海拔最高、设计最深、施工难度最大的坑

道钻探工程。

“早子沟为我们积累了井下施工的经验，

但这次项目施工条件更为恶劣，井下通风系

统差，粉尘、油烟较多，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问题。”吴明明说。

面对挑战，613 机班组既严肃谨慎又从

容不迫，从选派人员、依条件制定工作时间，

到安全培训、讨论泥浆配比、制定工作预案，

全组始终紧绷“安全弦”，严格施工规范，保持

项目快速推进。

近年来，613 机班组足迹遍布西藏、青海

等地区。高寒、低压、缺氧等恶劣环境与复杂

地层技术难题对他们来说已如家常便饭。班

组成员坚持“一根筋”，敢啃“硬骨头”，铸就了

攻坚克难的必胜基因。

在钻探工作中，最怕遇到复杂地层。孔

内掉块、垮塌，岩芯堵塞，全孔漏失一旦发生，

前期钻孔施工都可能功亏一篑。

如何避免提下钻造成更严重的孔内坍

塌？如何利用复杂深孔护壁技术预防孔内坍

塌？破碎地层取芯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都是

钻探施工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曾任探矿工程处经理、带领 613 机班组

做项目的董泽训连续 18天盯在工地上，急火

攻心，喉咙肿得只能以流食代饭，最终研发出

跟管钻进技术，成功解决厚沙砾覆盖层钻进

技术难题；针对复杂深孔护壁难题及破碎地

层取芯难题，机班组成员连日待在机台上，经

常过于专注，冻僵了身体，忘记了吃饭，沉浸

在泥浆配比实验中。

凭借这股钻劲儿，613 机班组以英雄之

姿走在探索技术前沿。

2014 年，613 机班组承揽青海木里地区

三井地下对接可燃冰试开采项目，这次陆域

可燃冰试开采在世界上尚属首次。机班组

利用既有经验，加大研究，攻克钻探录井同

步进行、缩短取心时间、泥浆比重不易过大

等技术难点，最终完成试开采项目，并创造

出连续点火 23天的佳绩。

2016年，在西藏羌塘海拔 5300米的高原

上，他们应用冻土层施工技术完成国内最深

的冻土天然气水合物调查评价钻孔 QK-7，
深度达到 1011.36米。

2018年，在青海省天峻县海拔 4500米的

高原，机班组克服严寒冰冻、高原反应等困

难，第一次使用井控装置，仅 66天就完成了该

地区最深的页岩气勘探井，终孔深度 1558米。

613 机班组将“不畏难、不服输、为人先”

的精神传承下来，近 3 年获得国家专利十余

项，为六队钻探技术进步作出突出贡献。

张雯琼

“9 年前，如果你说我能拿全国冠军，我

自己都不信。”韩波说。

今年，中国石油首届技术技能大赛、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接连在

天津滨海新区举办，韩波勇夺一银一金。

2014 年，韩波大专毕业后来到中国石

油渤海钻探第一钻井公司。“刚来时，我就发

现，本科生一抓一大把，硕博也有很多，大专

生能有什么出路啊！但我没想到的是，公司

对不同类型的员工都有一套科学完整的培

训体系，大专生也有机会脱颖而出。”

多年来，渤海钻探公司坚持打造人才队

伍建设，实施“1+X”技能人才开发综合政

策，提供“开发政策、认定教程题库、技能人

才接续、培训方式方法和培训内容”的“五项

保障”，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养成体系。

“在钻井队，每天班前班后会上有经验分

享，队上的兼职教师每周都讲课，新员工有导

师手把手教，公司还给我们提供订单式培训和

在线培训，想学什么就能学到什么。”韩波说。

在培训中心集训的那段日子里，韩波不

仅有渤海钻探公司专业教练团队量身定做

的训练计划，还有教练一对一指导。此外，

他还在价值 3000多万元的国内最先进的井

喷模拟井场开展训练，沉浸式体验了井喷现

场，让他对如何更好地完成比赛、如何更好

地提升操作技能有了全新的认识。

“以前觉得比赛只是比赛，赛完就结束

了。可通过这两次比赛，尤其是身临其境感

受了井喷现场后，我意识到扎实的操作能力

和应变能力真的是必不可少的自救本事。”

韩波暗下决心，要将自己从赛场上学到的技

能和经验反哺到一线、分享给工友，将“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的精神带向钻井施工现场。

渤海钻探公司非常重视“高精尖”技能

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持续“向上推”，通过轻

工比武、技能竞赛、淘金创效等平台展示技

能人才实力和风采；另一方面坚持“向下

沉”，通过技能中国行、创新大讲堂、工匠精

神宣讲等活动，组织技术专家、技能专家、淘

金行动获奖者、集团公司“石油名匠”等深入

生产一线“送知识、送服务”。良性循环的培

训模式让公司的“人才蓄水池”始终都有活

水注入。

谈到未来规划，韩波说在带好队伍的同

时，将会担任“兼职教师”这一岗位。“我也想

成为公司培训体系的一环，最好能跟我的教

练团队一样，带出更多的金牌选手。”韩波腼

腆一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冀东油田分布式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项目是大型沿海滩涂“渔光互补”光伏项目，上层空
间用于发电，地面滩涂用于水产养殖，利用“光伏+”模式极大提高了滩涂的开发和利用价
值。该项目选择的养殖品有对虾、鲢鱼等，目前已到了打捞季节，“上可发电、下可养殖”的双
效益模式初显成效。图为员工们在捞虾。 杨军 丁青 摄

出虾了

李定俊 朱春沅

“没想到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拿第一。”谈

起比赛，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

南车辆段动态监测设备车间铁路试验检测

设备维修工谢张斌欢欣雀跃。在刚结束不

久的第十届广西铁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中，

45 岁的高级技师谢张斌获得铁路试验检测

设备维修工项目个人全能第一名。

铁路试验检测设备（下称 5T设备）是通

过安装在铁道线路上的“盒子”对列车通过

时的图像、温度等进行采集、分析，从而判断

列车运行状态，谢张斌所在的车间正是负责

这些设备的维修和保养。

2001年 8月的某一天，刚到动态监测设

备车间没多久的谢张斌，第一次跟着班组外

出维修设备，没想到故障处理不了，得联系

厂家技术人员前来。面对不解的谢张斌，师

傅宾学军说：“技术掌握在人家手里，你就只

能像现在一样干等，只有把技术学好，自个

心里才踏实。”

这句话，谢张斌一直记在心里。

他拿着厂家配发的那本厚厚的说明书仔

细钻研。5T设备检修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不

仅要掌握电路原理、机械结构，还要精通计算

机、数据库等知识，要想全部吃透，十分不易。

为了快速提高检修技术，谢张斌查阅大

量资料，遇到相关的知识他都记下来，光是

笔记就记了 20多本。他很珍惜厂家技术人

员来的机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不停地询问、

记录。

“厂家技术人员一来，我就缠着他们，把

积攒的一堆问题一次性弄清楚。”谢张斌

说。怀着这样的态度，他的业务能力不断提

升，迅速成长为车间的核心技术骨干，更是

解决了 5T设备服务器安装与运用这个突破

性难题，帮助车间提高自主检修能力。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5T 设备更新换

代迅速，对设备维修人员的综合能力要求越

来越高。2016 年，谢张斌成为车间教练员，

负责职工的日常培训和学技练功工作。

为了提高设备维修人员的整体素质，他

全面梳理各种型号设备的检修要点，删繁就

简，累计编写 100 多份培训课件，每年根据

新要求修订完善作业指导 40多份。在不断

总结提炼的过程中，谢张斌的业务技能也在

不断提升，2021 年成功通过高级技师考评，

成为集团公司该工种第一批高级技师。

“老谢的课件简单易懂，看他总结提炼

的要点，自学都能很快上手。”工友潘仕宽对

谢张斌的评价很高。在谢张斌的培训和指

导下，车间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大幅提升，

近 3 年来，先后有 7 人成为技师、3 人成为高

级技师。

谈起获奖，谢张斌说：“现在车间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了，我想给他们打个样。像我这

样的老同志还在不断学习提升，他们也应该

有这样的态度。毕竟，把技术学好，心里才

踏实啊！”

技术不过硬，关键时刻只能干着急

把技术学好，心里才踏实

聚焦·夺冠之路G

吴超

看到2023“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的消息后，我的
脑海里闪现出内制动班组女职工郝同颖蒙着眼睛安装制
动阀的场景。

今年 7月，在安康片区党建工作服务站开展的联创
共建主题活动中，我们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
康车辆段的郝同颖面对8家单位50余人的围观，不慌不
忙带起眼罩，凭借着娴熟操作将制动阀组装完毕，赢得阵
阵掌声。于是我就想把郝同颖这项超高技能展现出来，
让更多人看到铁路女职工心灵手巧的一面。

可是，要怎样才能把视频拍得原汁原味成了最关键
的问题。各种花样的展示方式我都想了一遍，但拍出来
不仅有点“炫技”，还会显得不真实。于是我带着相机来
到了她所在的班组，现场找灵感，探讨用什么方式展示更
加直观，最终我们认为不采取任何运镜手段，用固定机位
来拍摄。拍摄方式确定后我还暗自高兴——后期剪辑基
本没活了，拍摄也简单了不少。

在班组里，郝同颖向我介绍了制动阀检修工作流程
和注意事项。内制动班组主要负责货车厂、段、临修货车
车辆的制动阀检修工作，日检修制动阀 36套，从制动阀
收入、分解、一次清洗、研磨、除尘、二次清洗、配件检测、
组装、试验、支出到最后安装投用，整套流程下来需要 3
个小时。

郝同颖眼疾手快，干活利落，制动阀配件在她手里上
下翻飞，不一会儿就完成了组装工序。我就跟在后面看，
尽可能把她的每一个工作细节都记录下来。

第二天中午，我在午饭前就带着相机、三脚架、补光
灯以及特意带的广角镜头来到班组，想着拍摄很简单，拍
完再去吃饭。可谁能想到平日里爱说爱笑的女孩子，面
对镜头却紧张起来了，3 次拍摄都出现了一些小失误。
于是我打趣地问道：“怎么50多人面前你都不紧张，今天
咋就紧张起来了呢？”“《工人日报》是个大媒体，怕表现不
好给班组丢人嘛！”郝同颖笑着说。我开玩笑说：“怕啥？
你就当我们不存在，反正你蒙着大半个脸，也没人认识。”

最后在说说笑笑中我按下第 4次拍摄键，这次很成
功，但拍完收工已经 13时了。随后，经过 2个小时精雕
细琢，我的参赛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班组“大拿”也会紧张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班组长

综合管理技能竞赛举办
本报讯（记者蒋菡）经过 2天 5个赛项的

激烈角逐，2023 年“中国铜业杯”全国有色金

属行业班组长综合管理技能竞赛于 10 月 28
日在云南曲靖圆满结束。戴贞洧等 21 名选

手获得一等奖，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团体一等奖。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中铝集团、中国铜业

等 36 家单位 41 个代表队的 205 名行业优秀

班组长同台竞技。决赛采用理论知识考试和

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形式展开。本次实际

操作考核由“黑灯工厂”建设、安全环保风险

识别与控制、设备维保业绩考评、精益生产管

理、质量影响因素控制五个赛项组成，每个赛

项考核班前会、领导力、专业能力、班后会和

文案写作五大内容。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范顺

科指出，协会一直十分重视行业技能人才、基

层班组长队伍建设，始终不渝把竞赛作为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载体来抓。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二级

巡视员李晓强表示，多年来，竞赛培育选拔了

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行业班组长领军

人才，为全面提高企业基层班组管理水平，推

动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司之所以非常重视这项比赛，是因为

开采、冶炼、加工的每一条生产线上，都离不

开作为兵头将尾的班组长。”江西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领队董昱伟说。

该竞赛自 2016 年至今共举办了 7 届，共

有来自全国 25个省市自治区的 172家企事业

单位参与，通过竞赛产生了 5个“全国工人先

锋号”优秀集体。

服务 4000多个用户，零差评，零投诉，这是 24岁的
服务工程师张小龙从业4年来交出的一份漂亮成绩单。
空调的安装质量直接影响制冷效果，而高空安装安全至
关重要，张小龙以扎实的安全操作技能成为海尔空调安
装作业的一名服务标兵。 辛兆涛 摄

漂亮的成绩单

云凤玲 朱磊 简旭宇

“当时，我刚刚博士毕业，完全是‘小白’，一切都从零开

始，要学习水电气匹配，琢磨设备布局，考虑设备之间的合理

匹配，研究设备布线，思考设备产热功率与制冷系统合理匹

配……”10 月 30 日，说起当年的起步建设，国联研究院动力

电池性能测试评价班组组长云凤玲感慨良多。

说起电池性能检测评价，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项相对简单

的工作，依照流程、按部就班，对电池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测实

验，依据数据出具报告就行了。而实际上，在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带动动力电池产业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动力电池检验测

试评价需要不断适应新形势、满足新要求，提供全方位的技术

支持和服务。

2016 年，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落户国联研究院，致力

于打造新一代动力电池协同攻关平台、动力电池检验测试评

价平台、行业共性基础工作组织平台、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平

台，为新能源汽车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动力电池性能测试评价班组随即创建。团队每天超过

15 个小时“钉”在实验室，就这样，一期、二期建设完成，具备

电池/模组功能特性、耐久性能、耐环境性能、一致性、热安全

特性的测试验证能力。

8 时 30 分晨会，8 时 45 分客户沟通、技术确认、程序撰写

等，12时 30分午餐，13时继续检测，16时反馈问题进展，19时

30 分出具数据分析报告，22 时夕会，24 时发日报……这是该

班组工程师的日常。

某客户送检样品是新型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由于其材

料热稳定性相对较差，电池性能会受环境温度较大影响，即便

放置于波动度为±0.5℃、均匀度为±2℃以内的标准环境箱

内，不同电池摆放位置仍会引起平行样品间的容量偏差（≦2%
左右）问题。班组高标准严要求，运用热特性基础理论，提出

以换热系数评价不同位置的温度效果差异，随即分别组成测

试小组、计算小组，针对不同类型环境箱，根据风道、风速、风

向采取适宜的绝缘隔热措施，设计调整样品位置，实现了将平

行样品容量差异控制在 1%以内，确保了测试数据的准确性、

一致性。

围绕安全、快充、寿命预测等行业共性技术难点和应用堵

点，该班组积极提供解决方案。近 3年，班组牵头制定行业标

准 2项，企业标准 6项。团队先后获得中国有研“红旗班组”称

号、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创新百强班组”称号。

“钉”在实验室的动力电池性能测试评价班组

“差评会”助推班组进步
本报讯（通讯员缪华 李加耕）“青盐线

夜间异地作业，班组安排中午 12点出发不合

理。行驶途中司机容易犯困，太危险了。”10
月23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

车辆段动态检测设备车间连云港班组的“差评

会”上，检测设备维修工李发军说。

“那你觉得几点走合理？”工长林春友

反问。

“去射阳、滨海作业点巡检是长途，辛苦一

点上午就出发，既防止司机犯困，又便于大家到

达目的地后集中休息，确保工作时精力充沛。”

“我看行。”林春友点点头。

该班组负责连云港地区铁路货车 5T 设

备的维保工作，去年以来，林春友借鉴网购

“差评”管理模式，每季度召开一次“差评会”，

对班组安全生产、作业质量、奖金分配、考勤

等提出批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会后由专人

负责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班组

再逐项进行整改。

“‘差评’逼着咱班往前赶啊！”林春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