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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高分答卷”就是一个推动矿井发展的“动力源”

“揭榜挂帅”攻克生产拦路虎
一份“高分答卷”就是一个推动矿井发展的“动力源”

“揭榜挂帅”攻克生产拦路虎

在这里还能找到部队的感觉在这里还能找到部队的感觉

本报讯（记者田国垒 通讯员尹丽君）
“矸石落地再装运销售，既费时费力又存在环
保风险，如何实现矸石不落地，从根本上解决
环保难题？”

“尾煤泥等副产品产生的煤泥水，无利用
价值，如排到地面会带来环境污染，怎样才能
解决这一让人头疼的问题？”

在煤矿生产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卡脖
子”技术难题，这几个“怎么办”便是山东能源
枣矿集团付村煤业公司根据生产实际给出的

“命题作文”。今年以来，该公司有效调动班
组积极性，集中攻克这些制约矿井发展的拦
路虎，已出了32道这样的“命题作文”。

“我们创新实施‘揭榜挂帅’工作机制，在

全公司广发‘英雄帖’，诚觅‘千里马’，深挖蕴
藏在广大干部职工中的创新智慧，寻求解题
的最佳思路和最优方案。”该公司总工程师马
敬龙介绍，“揭榜挂帅”不设门槛、不问出身，
不管是高学历的技术团队，还是技艺精湛的

“土专家”，谁有能力谁揭榜，谁有本事谁挂
帅，拓宽创新创效平台。

作为矿井最小的细胞和最坚强的战斗堡
垒，所有“揭榜挂帅”项目都要在班组落地，在
班组见成效，一些有创新激情、又有丰富经验
的班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竞相揭榜。

“要实现‘矸石不落地’，为什么我们不能
通过对矸石运输系统进行集中控制，使洗煤
厂矸石仓直接对接货车的车斗呢？”机电运转

工区大型设备维修电工班班长周庆永的想法
得到了班组其他成员的赞成，于是周庆永带
领团队信心满满地揭了榜。

在兼顾矿井日常工作的同时，他们利用
业余时间看现场、画图纸、定方案，并紧锣密
鼓投入施工，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成功实
现了矸石皮带运输系统的集中控制，减掉了
落地、装车这些冗余环节，使矸石从皮带直接
落到货车车斗内，整个过程仅用时4分钟。

毫无疑问，他们交出的是一份“高分答
卷”，改写了矸石落地再装车的历史，破解
了露天铲车装矸石易造成环保风险的难
题，每年还可为公司节约各类费用 180余万
元。该项目经“揭榜挂帅”活动评审小组现

场验收，赢得该公司科技创新一等奖，获得
2万元嘉奖。

同样站上领奖台的还有智能化工作面电
液控模拟操作平台的项目组负责人陈永强。

作为一名 90 后智能化装备工程师，他
深刻体会到人才短缺对智能化矿山建设的
制约，当“智能化工作面电液控模拟操作平
台”这一项目刚刚张榜时，他就毫不犹豫带
领智能化工作专班揭了榜。

一份“高分答卷”就是一个推动矿井发
展的“动力源”。付村煤业公司建立了“揭榜
挂帅”活动长效机制，采煤、掘进、机电运输
等专业长期征集难题，有力促进了企业创新
创效。

近日，龙源电力云南公司为各班组配备了无人机，检修工不用登塔就可完成叶片检查工
作,大大提高了风机叶片巡检效率。据统计，在无人机加入巡检工作后，风机叶片巡检缺陷
发现率提高了2倍，叶片隐患处理效率较以往提高50%。图为11月17日，该公司滇东维保
中心职工正在使用无人机检查风机叶片运行情况。 涂启志 摄

班组“新成员”

夏忠

我们中能建建筑集团钳工班工间休息时，大伙喝茶聊
天，新工小王、小张则忙着整理检修笔记；午休时，他俩进
操作间练习锯、锉、錾、削等基本功。而20多天前，他俩觉
得钳工修修补补，没啥出息，想申请转岗。两个小伙子180
度的“急转弯”，得益于参加“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

他俩是9月中旬进钳工班的，当时班组正在整修从
海外竣工项目运回来的龙门吊、塔吊等机械，新开工项目
急等着用。班组决定先让他俩熟悉环境，干些递递工具
之类的小活，等这批机械整修好再指定传授技能的师
傅。起初二人重活累活抢着干，有说有笑，过了半个月，
班长发现他俩话少了，还愁眉苦脸的。一了解，原来他俩
觉得钳工修修补补，含金量低，想转岗学点“真本事”。

在转岗申请上报给厂部等待批复的那几天，班长让
他俩协助班里拍摄“最班组”短视频。没想到拍摄的第一
天，他俩就被震撼了。

拍摄的主题是班组里的绝活。“导演”陈师傅让他俩
去仓库把损坏还没来得及修复的液压泵抬过来，拍摄班
组大拿李春的修复绝活。话刚落音，兄弟单位运来1台
柱塞泵，说这泵是进口吊车的，买总成要三四个月才能到
货，工地等不起，只好来找李春帮忙。

李春去准备修复工具，让他俩先把泵解体。打开外
壳，两人惊呆了，柱塞全部断裂。他们在学校听老师说
过，柱塞是泵的“心脏”，出现划痕无法修复，只能更换新
柱塞，何况柱塞已断成两截了。可李春看了一会，说：“损
坏严重，试试看。”

李春取出牙签大小的工具清理柱塞断裂处的毛刺，
然后用绣花针大小的钻头打孔，对杆进行加工，再将二者
镶嵌连接，成功修复了断裂的柱塞，并使用注胶填充的办
法修复划痕。

李春还有“盲装”液压泵的绝活。在他要进行组装
时，小王和小张提出想见识一下。李春用口罩遮挡双眼，
不到5分钟便安装好。到泵上实验台测试成功，赢得掌
声一片。

在拍摄间隙，他俩问李春，想跟他学绝活，不知道能
不能学会。李春说，只要他们想学，他倾囊相授，不过先
要练好锯锉錾削等基本功。

两人商量决定，继续干钳工，于是跟班长收回了转岗
申请。这也算是参加“最班组”大赛的额外收获。

绝活留人

张凌云

“今天，我们项目队施工经验交流会不再
采用分享经验模式，我们通过现场‘把脉’，事
后‘会诊’相结合，只允许挑出其他项目队缺
点，并建言献策想办法解决。”11月4日，在每
月一次的项目队施工经验交流会开始之前，
中国化学十六化建第二安装分公司经理朱道
强提出了新要求。

在以往的项目经验交流会上，大家要么
自查缺点，要么分享经验。“只允许挑缺点”，
还是头一回。

上午，在朱道强的带领下，各项目队长、
技术员一行 15 人参观了湖北片区的 5 个项
目。刚开始，队长们只参观，不发言，或者几
人窃窃私语。

朱道强带头“挑刺”：“井队长，从你这
个项目的施工进度看，暂时用不了 50 个人
啊？”施工经验丰富的项目队长李鑫也忍不
住了，说：“井队长，你这个施工顺序最好调
整一下，把吊装计划提前，这样施工顺序才
更科学。”

一时间，被参观项目的队长井立远面
红耳赤，不停地解释自己上人和吊装滞后
的原因。

在下午的“会诊”中，每个项目被质疑的
地方一条条销项解决。大家集思广益，优选
出最好的解决办法。

“当所有人相互挑刺时，就能激发每个人
不服输的劲头。”朱道强说。

只许挑缺点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荣友河 张强

日前，在天津举行的中海油田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首届“安驾杯”的舞台上，蒋师文凭
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实操技能，最终
斩获冠军。当同事问他夺冠秘诀，他谦逊地
笑着说：“我亦无他，惟手熟尔。”

比赛刚刚结束，他便接到了新任务——
去首都国际机场接人，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个

“百万公里”安全行驶目标。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从火车站到机场，从

高速公路到泥泞小路，11年间，100万公里已
然将蒋师文的足迹地图织得密密麻麻。

当得知公司要举办首届“安驾杯”驾驶员
比赛，蒋师文十分激动。在公司大力弘扬工
匠精神，如火如荼开展红旗班组和劳动竞赛
的时候，虽然他已经不再需要借参赛来证明
自己的能力，但他需要一场高规格的比赛来
检验自己的技能水平。

对于在每年班组及车队举办的比赛中
都拿到好成绩的蒋师文来说，这次比赛的项
目并不陌生，但对于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来
说，仅仅是“熟悉”和“了解”还远远不够。报
名参加比赛后，他将为数不多陪家人的时间
挤出来进行一次次练习。最终，蒋师文在理
论和实操比赛中双双取得满分。

惟手熟尔

广 告

“镇上的供销合作社开业后，缺什么了，首先想到的就是
供销合作社，这里生活用品、烟花爆竹、烟酒茶等应有尽有，方
便又实惠。”前来购物的村民陈雨说。

遵义市汇川区毛石镇以党建引领、支部推动、群众参与、
让利于民为总体目标，打造“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中心”，按照
区级投资占股、镇级经营管理、村级产销对接、群众分享实惠
的创新模式，将年终决算所得的经营利润盈余部分的 15%提
取为法定公积金用于自身发展，15%提取为公益金用于社会
公益事业，70%提取为分红资金用于占股社员分红。截至目
前，毛石镇供销合作社经营性收入约240万元，分红资金11.5
万元，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增收7万余元。

毛石镇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供销合作社为平台和载
体，围绕菜籽油、青脆李、马桑菌等农特产品，探索“农社对接”

“农超对接”等销售模式，解决农产品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
难题，实现从“种得好”到“卖得好”的转变。 （袁能佳）

供销合作社拓宽群众致富路
11月20日，国网安平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河北程杰汽

车转向机制造有限公司，对企业电力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
随着气温骤降，客户用电需求持续上升，为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持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国网安平县供电公司电管家
运维人员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对配电箱、漏电保护器、供电线
路等电力设备进行隐患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做好详细记
录和精确分析，做到有隐患及时排查，有缺陷及时消缺，保障
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并且该公司人员还详细了解了生产
车间用电负荷和用电需求，结合企业生产用电特点为其提供
技术支持，帮其量身定制节电增效方案，指导企业优化用电，
减少电费支出，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该公司还通过向企业负责人和员工发放宣传资料、
讲解安全用电知识等方式，全面增强客户安全用电意识和风
险防范能力，确保生产过程中安全可靠用电，为企业营造安
全、可靠的供电环境。 （张莲 耿贺毅）

靠前服务 助企安全生产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狮溪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投资

1.3亿元，在全镇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 33099.27亩、新建机耕
道 46550米、生产便道 48704米，新建和改建沟渠 74249米、清
淤灌溉沟渠12886米、高效节水铺设水管8390米。

该项目建设难度大，覆盖面广，项目施工方单方面难以按
时完成，为了让群众更好受益，狮溪镇党委号召各村专业合作
社全力配合施工队伍，领建剩余项目，涉及到的村党支部带领
党员、小组长等，组织在家剩余劳动力，全力攻坚，大战30天，
通过以工代赈，既解决了400余人就业，就业增收360余万元，
又通过破界倒坎，将原来边界不清，但面积确定的土地破除边
界、化零为整，平整为便于机械化耕作的地块。

最终桐梓县狮溪镇以项目为抓手、产业为保障、支部为支
撑、农民为基础，有效增强基层组织力、产业竞争力，有效推动
狮溪镇农业产业向现代化迈进。

（程渊 周洪霞）

联动推进高标准项目建设
贵州省桐梓县大河镇七二社区探索“三抓”促“三变”矛盾

纠纷化解工作法，利用“党支部+网格组”工作模式，致力矛盾
排查化解，推动社区治理取得新成效。

抓全覆盖监测预警，变“事后治”为“事先防”。建立“盯
门、盯人、盯事”机制，做到矛盾早发现、早化解，建账管理，实
现源头化解。

抓精准性教育引导，变“面上改”为“根子治”。打造“家门
口”普法阵地。建立民主法治示范村陈列室，组织群众参观学
习，提升法治意识。制定“家门口”家风家训，传承孝老爱亲美
德。推行“家门口”志愿服务。组建服务队带动群众参与治
理，形成良好风尚。

抓多元化增收致富，变“发路财”为“发财路”。通过“支
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方竹、中药材、生猪增收。利用独特的
生态气候发展乡村旅游增收。建立运输车队开发就业岗位增
收，实现“发路财”到“发财路”的蜕变。 （王容容 李荣康）

矛盾巧化解 治理显成效

本报记者 蒋菡

“参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经历和机会，让我从一个什么都
不会的‘小白’变成了‘十项全能’。”11月 12日，杜思源对《工
人日报》记者说。在刚结束的第十届全国水利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水文勘测工大赛暨第七届全国水文勘测技能大赛决赛
中，25岁的女孩杜思源一举夺冠。本届大赛参赛选手多为90
后的水文新生力量。80名选手中，女选手共5名。

杜思源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上游局万州分局水
文勘测助理工程师。2020年 7月毕业的她，因为疫情原因推
迟到8月下旬入职。上班第一天，正好遇到洪峰要到了，上午
报到，下午就上船测洪。“那年洪水比较严重，我和同事们一连
在船上忙了好几天，切身感受到这个岗位的艰苦，很受触动。”

接下来“萌新”遇到了技能大赛。长江委有鼓励新员工参
加技能大赛的传统和机制，让他们在比赛中学习技能，经受历
练。2021年以来，杜思源先后参加了上游局、长江委以及这
次的全国大赛。从理论到实操，从内业倒外业，她在一场场集
训、一次次比赛中加速成长。

此次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比如流速仪安装这一项，
杜思源在限时 15分钟内没能全部完成。“桨叶紧，螺丝也紧，
拧不开，男生也要用很大的劲才能拧开，我用了好长时间。”好
在她迅速调整心态，“满脑子想的就是不漏项、不错项，把下一
个项目完成”。这也恰恰是师傅们评价的她的优势：稳。

今年的全国水文勘测技能大赛进行了创新，项目设置更加
体现考察水文监测的现代化技能，遥控船、ADCP（声学多普勒
流速剖面仪）、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测量等国产现代化监
测设备在大赛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还新增了无人机测量项目，这
都体现了新时代水文工作对技术技能人才素质的更高要求。

杜思源告诉记者，集训中在一些传统项目上遇到问题可
以请教老师傅，而在一些新设备、新技术的使用中一旦出现问
题，往往需要跟厂家沟通解决，所以更要平时多练，知道比赛
时一旦出现软件卡住等突发问题该如何应对。

参赛路上的每一个考验都是通往冠军之路的台阶。杜思
源的切身感受是：“以前觉得女孩子干水文基本就是在室内做
整编，现在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

大赛落下帷幕，水文人才培养永不止步。正如水利部水
文司副司长刘志雨所说：“培养一批适应现代水文监测技术发
展、掌握先进水文仪器设备应用的高素质人才，有利于加快构
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推动水文现代化建设。”

当“萌新”遇到技能大赛

班组之星G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景飞飞 戴佩芸

11月 12日 17时 26分，在国铁南宁局所
辖的米山站，值班员张雄杰端坐在行车值班
室的控制台前，这位退伍 8年现在铁路工作
的小伙，依然带着军人的气质和作风。“67922
次接近，3道接车。”他眼看、手指、口呼，认真
执行作业标准。

随着当天最后一列货物列车67922次安全
通过米山站，小站的安全天数再加一天，达到
14522天，车站将近40年安全无事故是张雄杰
和同事们共同努力而来。他们大部分曾是军
人，他们的工作目标理念是“扎根小站、艰苦朴
素、吃苦耐劳、确保安全”，也称为“铁兵”精神。

2+9，“铁兵”开荒家建成

米山站位于广东茂名化州市良光镇米山
村，是河茂铁路上一个四等站，这里远离城
镇，人烟稀少。过去米山站的环境比较差，门
窗破旧、道路泥泞。

翻天覆地的改变从 2012 年开始。这一
年，国铁南宁局深入推进车站标准化建设。当
时车站共有11人，除了站长刘戈、副站长彭港
英之外，其余9人都是转业铁道兵。2+9的“开
荒”组合成立，站长、副站长提出改造思路方

案，9个转业的铁道兵发挥曾经在部队修桥、修
路的一技之长，开始了改造建设新家的工程。

万事开头难，米山站改造建家工程也是
如此。但是“铁兵”们不怕苦，他们一直记得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铁道兵精神。砌墙
没有砖，他们就用废弃的砖块水泥枕木替代；
种植没有土，他们用小斗车从一公里外的村
庄一车一车地往回拉；他们无私奉献，从家
里、市场带来菜苗、果苗、鸡苗、鱼苗……

经过 11年的时间，小站改造初显效果，
菜园如花园，宿舍、食堂窗明几净。车站的环
境好了，职工的心情愉悦，凝聚力更强了。

4+6，“铁兵”精神有接续

岁月更迭，老兵们逐一退休，新职工陆续
加入这个大家庭。2015年起，李俊毅、杨宙、黄
勇、张雄杰等4名退伍军人先后来到米山站，他
们与其他6名职工组建了新的团队，4+6的传
承组合，目标是接续传承“铁兵”精神。

“我喜欢米山站，不仅是因为车站的环境
温馨，在这还能找到部队的感觉。”助理值班
员李俊毅说。

如何能拥有部队一般的优良作风？这得
从一场仪式说起。

敬礼、正步走、站军姿……每一个新到车
站的职工都要接受一次特训，体验当“铁兵”

的感受。
授予编号是新职工入站的重要一环。参

照部队新兵入连，米山站向每一位入站新职
工授予一个专属编号。在车站的学习活动
室，一本封面泛黄老旧但不破损的小册子上
记载着一个个专属编号，这是坚守米山站的
印记。目前最新的编号是804谢汶霖。

1+N，“铁兵”精神传万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年，米山站
的“铁兵”有不少因为工作表现优秀转岗去到
其他地方工作，他们虽然离开了米山站，但是

“铁兵”的精神却没有忘却，他们将“铁兵”精
神带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在延绵万里的铁道
线上发扬光大。

尤荣就是其中的一员。2013年，他退伍
转业来到米山站。他从小在这里长大，父亲
曾是米山站的副站长，过去的“老破小、黄沙
路”站场深埋在他的记忆中。回来后，他与大
伙一起埋头苦干，改变小站面貌。后来，表现
优异的他成为飞凤坡站的副站长。

曾在米山站工作了 14 年的刘戈现任陆
川站站长，他十分感慨：“无论我走到哪儿，身
上都带着‘铁兵’的影子。这种精神激励着我
把一个个站区改造成美丽家园，以守护家园
的方式守护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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