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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G、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等新技术的应用，班组生产必须解决好“最后一米”的一系列新课题

智慧车间离不开“智慧工人”
本报记者 康劲 本报通讯员 韦万国 李玉萍

生产现场，悬挂在设备上空的摄像头脏

了、导致机器视觉失灵，这该怎么办？“标准”

答案，自然是要用抹布擦拭。或许在一些人

看来，搬来人字梯或脚手架，登高两米多，抬

手一擦一抹，是一种最正常的操作。

但是，金川集团公司选矿厂一选矿车间

磨浮维护保障班的“凌云”创新小组看来，此

举不妥。

经过该小组一番“梦幻般”的操作，就出现

了这样的场景：一台柜机“移步”到墙边，自动升

起一只刷头稳稳地找到摄像头，经过上下左右

一轮丝滑地有规则运行，很快就完成了自动清

洁，比手工擦拭更干净彻底。

“凌云”创新小组组长褚海鹏说，随着

5G、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大数据分析等新技

术的应用，班组生产必须解决好“最后一米”

的一系列新课题。

车间有了“智能保洁员”

金川集团是国内有色冶金行业的特大型

联合企业，作为主流程单位之一的选矿厂，年

处理矿量近 1000万吨。

近年来，紧跟国家数字化转型和智能矿

山建设的步伐，选矿厂通过“5G+智能实现应

用”，彻底改变了几十年来的传统作业方式。

厂区生产运行由岗位值守、人工操作、分散作

业转变为无人值守、远程控制、集中巡检，每

班操作工由原来 15 到 17 人减少到 3 至 5 人，

生产系统人机物匹配也更加科学高效，作业

环境得到改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然而，随着大量智能化设施和检测监控

设备进入现场，灰尘、粉尘影响着智能监控设

备的平稳运行、检测精度和使用寿命，日常清

洁成为新课题。

“操作工登高爬低增大了安全隐患！”“高

档轿车配置车灯自动清洗功能，摄像头上能

否也安装一个？”“如果还要靠人工清洁监控

设备，就不能算真正的 5G+车间……”

班组里的各种“吐槽”和大家的“奇思妙

想”，最终集中在褚海鹏的案头，他找来相关

材料、书籍，查询国内外文献，很快就有了机

电一体化的新思路。经过大家的反复设计、

几番调整，最终使用伸缩杆、电动马达、自洁

刷头，制作出高空摄像头自动清洁工具。

“这可省事了！‘小家伙’看似平平无奇，

却深受欢迎。”职工王维荣说，通过更换刷头

不仅可以擦拭摄像头和监测设备，还能用来

擦拭高处的灯具、宣传版面和墙面，车间里仿

佛有了“智能保洁员”。

破解“最后一米”难关

许多人认为，智慧车间就是“机器换人”，

但在“凌云”创新小组的眼中，最前沿的 5G技

术和智能科技，最终都要落在现场工人的手

中，智慧车间离不开“智慧工人”。

一选矿车间负责人高泽东说，在智慧车

间的现场，会遇到许多 5G 开发人员想不到、

看不到的问题，成为阻碍生产运行顺畅、高效

的“最后一米”难关，“凌云”创新小组的任务

就是找问题、论证问题、改进问题，直至攻克。

“凌云”创新小组在今年初成立，高空摄

像头自动清洁工具只是小组的 7项创新成果

之一。

在冶金选矿磨浮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添

加各种化学试剂，金川集团使用全国首个

5G+智能“仓储-稀释-输送”系统后，以仓储

为核心，通过智能出入库、机械手自动码垛拆

垛、箱式输送机指定投送、药袋自动分离、药

箱液位自动控制、药剂自动输送等环节，实现

药剂制备过程全部动态智能控制，彻底终结

了使用 60多年的传统人工加药模式，实现药

剂供配无人化。

但是，如此高端的“药剂输送链”却因为

红外传感器易损坏的难题，经常被“卡脖子”。

褚海鹏和同事反复琢磨、试验，为传感器设

计制作了牢固的支架与保护壳，有效降低了传

感器故障率，延长了使用寿命，降低了维护频

次。同时，设计安装了药剂袋自动居中装置，避

免了药剂洒落和自动加药设备被迫停机。

“灵选 1 号”和“灵选 2 号”是一选矿车间

5G+智慧视觉系统中监测浮选区域的两个

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架设于浮选厂房南

墙和北墙上，对浮选机及电机进行测温，并

对皮带脱落、机体摆动超限、防护罩掉落等

故障实时监测、分析、报警。而其运行轨道

较高，分布在距离地面 5 米至 15 米间，跨度

最长的地方 120 米，最短的也有 80 米，清理

十分不易。

褚海鹏带领“凌云”小组自主制作无线遥

控高空轨道清扫装置，确保轨道无杂物、无灰

尘，解决了作业人员对高空设备、摄像头、传

感器等的清扫工作的安全问题。网联化、智

能化、数字化的选矿新生态，也浸透着一线工

人的智慧。

激活全员创新因子

“凌云”，取自凌云之志，意寓远大的志

向。走进工作室，“人人参与创新”“时时都在创

新”“处处体现创新”三行大字异常醒目，也见证

着褚海鹏所在班组不同凡响的“创新履历”。

这个只有 30 多名员工的班组，曾分别

在 2009 年和 2023 年两度荣获全国工人先锋

号的称号。这里先后产生了洪坤、刘新民、

李菊等 3 名金川集团劳动模范，李菊、王春

霞等两名金川集团“三八红旗手”，诞生了边

兴军、孙仁年、马艳萍、褚海鹏等 4 名甘肃省

技术标兵，李菊领衔的“李菊劳模创新工作

室”被授予“甘肃省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称号。

把平凡工作变为不平凡的人生，关键在

于技术创新——这是这个班组的格言。

“凌云”小组时常脑洞大开。近年来，这

个班组以劳模创新工作室为平台，先后解决

各类生产难题 200 余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和实用新型专利 15项，取得各类成果奖项 50
余项，在全国发明展览会屡次获得金、银奖，

累计创效超过千万元。

“成立创新小组，一方面是以‘英雄不问

出处’‘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理念，引导职工积

极参与技术创新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小组成

员根据自己的业务特长，立足于‘小’和‘新’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团队成员学习新知

识、新技能，带头研发推广应用新技术，营造

浓厚的创新氛围。”一选车间党支部书记尚修

娟说。

在这里，不仅有多个创新小组，车间还设

立了“创客孵化基地”和“技术创新中心”，配

套建立创新工作机制和激励奖励机制，为职

工的个人成长和个人价值实现提供更广阔的

舞台。

“小班组也有大智慧。”褚海鹏说，我们的

目标就是瞄准建设国际一流智慧选矿和生态

选矿的样板车间，探索多元化激励和使用机

制，培养更多创新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

码头蝶变

田宏远 邵晓玲 朱创业

走进 500多平方米的设备维修车间拍摄，仿佛走进
了一所战地医院。那些在数千米的地层冲锋陷阵，在高
温高压环境下工作造成各种各样伤病的“钢铁侠”，像从
前线回来的功臣一样，被送进维保“医院”。

维修台上，身穿红工装，戴着白手套，手持各种各样
检测仪器的设备维修“医生”，有的在对仪器进行体检，有
的在例行保养，有的在拆解零部件，有的在对疑难杂症会
诊……

“这些测井仪器是探测油气的‘千里眼’‘顺风耳’，非
常精密灵敏，呵护好这些娇气宝贝，没点绝活可不行。”正
在对一台声波测井仪进行检修的主任技师刘化友诙谐地
说。作为维修团队领军“大夫”，刘化友曾获得中石化石
油工程公司“铁军名匠”称号。

中石化经纬有限公司西南测控维保中心维修组
“110”团队是一支服务测录定专业现场施工的设备应急
维修保障团队。团队 12名成员个个身怀绝技，24小时
待命设备应急维修，年维保测录定专业设备500余台次，
维保一次成功率98%以上。

为了保证送修的每一件设备都能得到最好的养护，
班组提出了“医者仁心”“医者匠心”的班组文化和“人人
有绝活儿”的班组目标。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开始拍摄。拍摄过程中，不断有
从施工现场送来维修的设备，大部分设备都挂了“急诊”
号，需要紧急修复后再上“战场”。我们抓住时机，为每一
位维修“医生”拍下紧张工作的特写。直到晚上，送修的设
备陆续康复后重返“战场”，这群忙了一天的“医生”才有时
间轮流在镜头前留下一句“工作感言”。

当问起团队为什么以“110”命名时，队员们说，
“110”是迅速、担当和责任的象征，他们把每一次设备故
障送修都当作一次“110”警情，做到“反应迅速、分工协
作、服务及时”。

原来如此。
他们是平凡的设备维修员，他们面对的是一件件冰

冷的钢铁设备，但他们却以医者的使命和责任，把这些设
备看作有温度、有生命的功臣，施以最精心的呵护。

“110”，不仅是班组的名片，更是压在每个人肩上的担
当，而承担起这份责任担当的正是他们苦苦练成的一项
项绝活。

“医者仁心”的“110”团队

防冻先行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范琦 许晶

才进 11月，今年刚入职的王晓雨就遇到了她在吉林石化

公司质量检验中心工作后的第一场雪。

伴着雪花的飘落，班组群“好运小分队”送来了老班长曲

有的信息:“下雪了，大家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开车的亲一定要

减速慢行。”

“妈，您看看啊，我师父管得比您都宽！”正打算出门的王

晓雨嘴里“抱怨”着，原本伸向风衣的手却拿起了旁边的冲锋

衣。妈妈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小丫头，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有

师傅惦记多好！”

初雪，雪片大而绵密，落在身上瞬间融化。看着路对面同

龄的小姑娘单薄的衣衫和湿漉漉的头发，王晓雨裹紧身上的

冲锋衣，暖暖的，有师傅管真好！

和往常一样，王晓雨提早到岗，和特级技师曲有一起进行

班前巡检。“雪天降温，仪器设备气路管线、生活用水以及供暖

系统等易发生泄漏或冻堵部位，巡检时一定要细心。”“ 气温

骤降，水分测定仪、气相色谱等精密仪器要及时进行标定校

准。”每一天，曲有都一点点把 30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传授给

她，王晓雨一边听一边记，有师傅教真好！

交接班会上，班组安全员曲有在“第一千零一遍”强调现

场取样和分析操作安全后，开始了班前例行安全知识提问：

“王晓雨，冬季‘八防’的内容是什么？”听到王晓雨一字不差的

答案，曲有满意地点点头。“提前好几个月，师傅就领着我们学

案例、背规章、演练预案，这些知识早就刻在我脑子里了。”王

晓雨心里有着小小的骄傲，有师傅考也挺好！

同事们一波儿忙着取样，另一波儿做着样品分析的准备

工作，趁着样品分析前的空当，曲有带着王晓雨清理化验楼前

的积雪。雪停了，天空的颜色已然变得清透爽利。师傅走在

前面，手中的雪板推出一条笔直的路，通向前方新建的装置

区。王晓雨紧紧跟在后面，把师傅推出的路扩得更宽，有师傅

领路真好！

有师傅领路真好

从煤炭码头到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一场蝶变正在上海港罗泾港区发生。目
前，这里的码头改造一期工程建设已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正
式交付。中交三航局项目团队采取交叉
作业下多点开花的施工组织方式，保证
建设资源精准高效投入。

图为建设高峰期，多条打桩船在现
场同时进行沉桩作业。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王一坤 摄

在冬季来临之际，中铝山东热电厂化学车间水处理
班及早行动，周密安排，对所辖设备与管线防冻状况全面
检查，形成问题清单，逐项整改落实，对防冻缺失与破损
的地方重新敷设保温层，确保供水设施和采暖设施保温
状态完好，保障严寒天气下热电生产平稳运行。

图为水处理班员工正在对采暖系统管道进行保温
处理。 张开亮 杨文靖 摄

班组现场G

2023 年以来，云南省安宁禄脿街道实

施“六个工程”推进“十县百乡千村万户”项

目建设，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

“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为更好推

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街道将民族团

结进步工作纳入党建考核范畴，制定工作

方案，建设内容，以跨区域结对共建，联合

西山区、禄丰市、易门县等 9 家相邻乡镇

（街道）组建民族团结进步“交往交流交融

联盟”，形成“12345”工作模式，推动形成三

地通力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民

族工作新格局。

结合“十百千万”工程项目建设，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街道理论学习中

心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等重要内容，以

“IP+民族团结”打造宣传教育新载体，立足

辖区主要支柱葡萄产业，挖掘提炼“葡葡”

“萄萄”IP形象，将共同体理念转化为生动活

泼的宣传形象，融入线上线下各种场景广泛

宣传进公园、进广场、进社区，在辖区显著位

置设置永久性宣传标语、宣传栏 100 余块，

设置主题景观小品 25 座，打造了民族文化

交流亭、连心桥等场点 16 个，建设“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广场 1 个，通过耳濡

目染的宣传氛围，引导辖区群众“沉浸式”参

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据禄脿街道办事处主任苏晓喆介绍，

街道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不断提升街道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集

镇建设以点带面，服务集镇居民，优化集镇

管理，聚焦设施配套、环境提升、基层治理，

实施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绿化美化主次干

道 600 平方米，平整改造场地 1500 平方米，

建设“小口袋”两个，让居民休闲娱乐有去

处、健身散步有场地，打造宜居乡村环境，

辖区已创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1 个、

省级精品示范村 1 个、省级美丽村 3 个、省

级科普示范社区 1 个。

将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以

“一村一品”为主线，因村施策、因地制宜，

大力支持密马龙村发展“花海经济”，推

广 种 植 万 寿 菊 ，万 寿 菊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了

260 余亩，建设面积约 100 立方米的万寿

菊 发 酵 池 ，实 现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预 计 创

收 70 万元。积极支持“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艾家营村委会发展葡萄产业，实施了

集“保鲜+冷储”为一体的冷库项目，破解

了葡萄保鲜期短、运输难的问题，实现葡

萄长途冷链运输和错季、错峰销售，提升

了销售价格累计葡萄销售额近 400 万元，

带 动 辖 区 农 家 乐 、餐 饮 业 和 土 特 产 品 销

售等营业额近 250 万元，辖区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持续改善，群众幸福感、满意度持

续攀升，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

代化。

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支撑，打造了

“智慧禄脿”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将民族

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建立网格化管理服务、闭环管理机制，在民

族事务、流动人口服务等方面充分发挥作

用，完成街道和 8 个村（社区）综治中心、信

访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网格化服务中

心“四中心”融合建设，及时化解各种问题

隐患。 （安市宣）

优 化 管 理 改 善 民 生
金秋时节，江西省新干县总工会“以学

促干”全县工会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参会者

行走在赣鄱之滨，走访一家家企业，他们为

这里发生的在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的实践所惊喜。

建立产业技能提升培训基地两个，培训

高技能产业工人 1500余人，近 2万名职工通

过劳动技能竞赛提升了技能水平。随着“产

改”工作“集结号”向纵深推进，全县“产改”

工作取得了骄人业绩。

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

成长治之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启动起来，新干县立足产业实际，围绕“产

改”重点任务，从思想引领、成长成才、权益

维护、服务保障等方面精准发力，让产业工

人有能、有为、有位，为新干发展聚智赋能。

让职工群众共享“产改”红利
“公司花了 393万元改善了 14个所站的

办公和生活条件，为职工建设了青年公寓，

还给所有基层班组安装了净水器，让我们喝

上了放心水。”新干县供电公司职工李辉自

豪地说。该公司推动“产改”工作走深走实，

形成了企业关爱职工、职工服务企业、企业

与职工共同发展的“双维双赢”局面。

李辉是众多享受“产改”红利的一员。

在“产改”路上，该县在产业工人最关心的利

益问题上出实招、下狠功，对拥有高级技师

职业资格的企业技能人才，一次性给予

2000 元个人培训补助；对认定国家级、省

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或技师工作站，分

别给予 5万元、2万元、5000元经费补助；分

别给予T类（特需）人才入选者王喜朝、聂志

奎安家费及生活补贴 126.9765 万元、121.411
万元；拨付江西省神源投资有限公司院士站

建设补助资金 30万元……

改革的意义是为了让职工拥有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新干县通过各项举措，让

广大产业工人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

既有了“面子”，更有了“底子”。

为高质量发展蓄积“产改”动能
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产业工

人队伍。为了激活全县产业工人建功立业的

动能，新干县鼓励劳模、工匠、高技能人才结

合自身业务特长，在本企业、本产业内多带

徒、带好徒、出高徒、出名徒，对“拜名师带高

徒”成效显著的名师和高徒给予奖励。新干

已成立的 4家“劳模创新工作室”，为各类企业

培育了 600多名骨干技术人员，“职工创新工

作室”带动 2000余名职工投入创新队伍中。

此外，新干县还加强对优秀产业工人的培

养和产业技能的传承，组织县重点企业与江西

服装学院、江西工业技术学院等签订政企校合

作协议。联合县人社局举办电子商务等各类

技能培训班103期，培训学员2422人。联合县

工业园区组织一线职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资格证培训，培训169名企业职工。

“通过改革，全县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

大、综合素质明显提高，我们会继续把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把广

大产业工人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新干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邓震宇说。

（唐利群）

聚焦经济建设 提升职工技能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