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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满满

以“新人要专、老人要宽、能人要全”作为人才培养思路，通过制定“一人一策”清单靶向发力

“经典班组”是这样炼成的

班组现场G

TH12536罐区是西北油田采油二厂在戈壁上最偏远的一个井站，2月2日，腊月二十三，
站长卢开辉和同事丁国彬、张文军挂灯笼、贴春联，把小站装扮得喜气洋洋，年味满满。今年
是他们3人搭班在井站过的第6个春节。该罐区管理着7口“宝贝”井，产出的都是凝析油，
用来掺稀助稠油开采。 丁玉萍 胡强 摄

巡查队伍每日奔走在南水北调工程沿线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张强 陈振华

“保护铠甲磨损后，高压气管的使用寿命

会大幅下降，一旦在测线上气管漏了，会影响

作业效率。”长期的阵列维保工作，让中海油

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油服）震源工

侯姣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在海洋石油 751 船 300 多平方米的震源

甲板上，侯姣拿着手电筒从前到后，绕着阵

列护管左看看右瞧瞧。熟悉他的人都明白，

这是发现问题了。原来在护管内的高压气

管橡胶保护铠甲出现了较大的磨损，若不是

他用手电筒对护管内部仔细查看，还真不容

易发现。

凭着这双“火眼金睛”，侯姣排除了不少

安全隐患。在一次日常检修作业中，炮缆绞

车滑环处的高压气管接头出现了一道浅浅的

裂痕，位置位于炮缆绞车检修孔的内侧，十分

不起眼。可一旦裂痕扩大，就会影响整个阵

列的高压空气供应，甚至造成安全事故。侯

姣不是震源工科班出身，却敏锐地发现这处

安全隐患。从此以后，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

“其实就是多看一眼，多检查一次。”侯姣

所说的诀窍，其实没那么简单。设备维保工

作是提供优质震源的基础，长时间、高频次、

大容量、高震动的水下响炮作业对设备的完

好程度有较高的要求。如果基本功不扎实，

维保工作中出现纰漏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

安全生产事故。他总说：“肯定得精益求精，

安全第一。”

2009 年 7 月，侯姣进入中海油服物探事

业部船队震源组工作。这对于学习电气自动

化专业的他来说，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刚入行，他就天天跟在师父后面，看老师

傅是怎么工作的。闲下来的时候，他就抱着

设备操作规程“啃”。但最难的，还是亲自上

手去干。比如最基础的组装相干枪拧螺丝来

说，就跟平日里的拧螺丝很不一样。他说：

“拧螺母前需要上红油，拧完之后，需要打扭

力，还要复核检查。”

干了十多年的震源工，如今侯姣已经成

长为震源组的班组长。如何让班组每个成

员都拥有“火眼金睛”？他要求组员永远把安

全放在第一位，并在班组立下铁律：每个人都

要熟悉震源作业的全流程，掌握事故应急预

案的具体内容，每周开展一次警示案例的反

思工作，每月对安全技能和维保技巧进行考

核，连续 3次考核不合格就得下船离岗培训。

闲暇时间，侯姣还承担起班组内部的培

训工作，针对班组员工不同的技能水平对症

下药，耐心传授专业技能和操作要领，努力将

个人技能优势转化为团队整体实力，从而有

效提高了整个班组的综合技能。

“火眼金睛”修炼记

本报记者 赖志凯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张奕群劳模创新

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的新人第三次双月

汇报正在进行。从展示台上走下来的小王长

长地舒了口气。

入职后经过半年学习，由他搭建的稳定

控制系统动态仿真模型大功告成。如果说前

期设计上的收获让他增长底气的话，那么在

本次双月汇报时不再紧张口吃的表现让他收

获满满的自信。

这是工作室围绕学习型、创新型、能力型

工作室建设目标开展双月汇报的一个剪影，

也是工作室紧密围绕科研生产中心任务，在

导航、制导与控制领域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引

领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工作室以‘系统、持续、精准、先进’作为

人才培养总目标，以‘新人要专、老人要宽、能

人要全’作为人才培养思路，通过制定‘一人

一策’清单靶向发力。”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工

会负责人告诉记者。

她说，对于航天新人，工作室从基础理

论、工程技能、实践实操、阶段能力四方面提

出培养目标，采用室级培训、教材学习、流动

小讲堂的“大锅饭”集中学和导师带徒、一帮

一的“开小灶”个人学双循环模式，帮助新人

充分汲取知识营养。

对于成熟设计师，工作室通过跨领域、跨

项目、跨专业的“三跨”模式，倒逼设计师释放

潜力存量、激活成长能量、提升人力增量，促进

设计师从“T”型向一专多能的“π”型人才转

变。对于牵头人才，工作室将讲一堂党课、做

一次讲座或办一堂公开课作为年度“既定动

作”，将组织策划能力、专业建设能力、质量管

控能力、人才培养能力作为年终述职的“必答

题”，强化人才引领和榜样带头作用。

他们不仅着力建设一流“学习型”工作

室，也在建设一流“创新型”工作室。

“6 年前，为下好无人机先进技术开拓这

步先手棋，张奕群劳模创新工作室组建‘空天

神剑’创新青年突击队。作为精确化、智能

化、无人化领域的急先锋，团队成员平均年龄

不足 28 岁，大家干事创业热情十足，但也经

历了技术创新上摸着石头过河，成果转化上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回首过去 6年，

工作室“空天神剑”团队现任负责人小卢的记

忆像开闸的洪水涌上心头。

小卢记得时任负责人勋师傅请来大学同

窗授课，给大家恶补专业知识的场景；记得负

责识别定位算法的小朱为了快速上手，毛遂

自荐、跨室拜师学艺的拼劲；记得由于没有专

业试验室，勋师傅常在空旷的山野调试，晒得

黝黑干瘦，家中幼娃愣是认不出的趣事；记得

为了模拟比赛科目，大家用建筑边角料搭建

试验场景，一遍遍试飞的艰辛。

6年后，6个国家级大赛冠军的荣誉为这

支王牌战队晋级加冕。他们的智能化集群控

制仿真平台实现了对无人机集群飞行的数字

模拟和性能测试。“如今无人机领域技术成果

已成功转化到高速公路巡检产业方向，今年

高速公路桥梁智能巡检和高速公路路段日常

巡检的原理样机完成试验验证，亮相第 29届

智能交通世界大会，市场反响热烈。”小卢兴

奋地告诉记者。

他们还努力建设一流“能力型”工作室。

完成一天的测试工作后，伺服系统设计

师小陈一回到办公室就打开产品成功数据包

络平台导入通用伺服舵机样机的测试数据，

迫不及待想了解产品性能。很快屏幕上出现

了产品关键参数的平均值、标准差、产品超差

统计结果。他又打开其他产品测试结果横向

比较，一条条测试数据形成密密麻麻的包络。

这是工作室设计师日常工作的写照。控

制系统被誉为“导弹的大脑”，结构复杂，集成

度高，早期控制系统设计以人为主，设计过程

主要依赖手动调试，数据确认依赖人工判读，

设计效果主要取决于设计师经验和能力。

工作室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了从方案

论证、参数设计、仿真验证到报告生成“一站

式”、全生命周期设计。“最终构建从产品选择

型谱化、模型设计通用化到数据管理信息化、

测试验证数字化的全过程智能化的研发新生

态。”小陈自豪地说。

截至目前，工作室累计获得 10余项国家

级奖励、40余项省部级奖励，2019年荣获“新

中国 70 年十大经典班组”称号，2020 年成为

北京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留守礼物
1月31日，吴水花穿上新买的大红衣服坐上了开往宁波

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宁钢码头的专车。
她丈夫陈必生是该码头装卸工，这天公司举办“留港守岁，定格
幸福”活动，为春节留守的职工拍摄全家福。蒋晓东 宋子琦 摄

最终目标是“上医治未病”
胡国林 徐云龙

“这个机车干燥塔排污阀的排风声音有点不对劲，听上

去较正常声音略微大了一点，可能有问题。”2月3日下午，一

台和谐型电力机车经全面整备作业后到交验环节时，敏锐

的甘清平觉察出一丝异样，随即向机车交验工长反馈他的

预判。经过对该干燥塔反复检查，发现确实存在故障。

春运期间，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塘机务

段质检员甘清平每天对小辅修机车进行质检把关，听声

音、查仪表、测温度、找隐患，一天下来，他弯腰百余次，攀

爬机车 40多趟，走行 3万步以上。

一辆机车由数以万计的零部件组成，任何一个零部件

发生故障,都可能对机车运行安全带来风险。为确保机车

检查无死角，甘清平“十八般武艺”齐上阵，眼看、手摸、耳

听、鼻嗅，对机车每处“器官”全面检查。有些部件由于位

置隐蔽，他经常需要躺着、趴着、蹲着……不管检查空间有

多局促，甘清平总能有办法应对。

甘清平每日揣在口袋里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满了

机车检修信息。“这就像是机车的病历簿，我的最终目标

就是做到上医治未病。”甘清平说。

一根接力棒，五座黄河桥
本报记者 徐新星 本报通讯员 陈伟

2024 年春运开始前夕，时任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东高铁基础设施段高

铁桥梁车间工长的赵艺涛在济郑高铁郑州万

滩黄河公铁大桥上和徒弟们进行了工作交

接，同时也把守护黄河铁路桥的接力棒传给

了徒弟王浩源。因为工作需要，工作经验丰

富的赵艺涛被选调到菏泽至兰考高速铁路专

线负责前期介入配合及验收工作。

今年 52岁的赵艺涛 1991年参加工作，被

分配到原郑州铁路局黄河桥工段，从此和黄

河铁路桥结下了不解之缘。

刚上班的时候，赵艺涛就跟着工长按照养

护周期去对原平汉铁路郑州黄河铁路大桥进

行保养维护。后来，表现优秀的他从老工长的

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带领工友们先后守护过嘉

应观黄河铁路大桥、郑新黄河铁路大桥、郑焦

城际铁路黄河大桥、万滩黄河公铁大桥。

“这么多年来，我不仅是五座黄河桥的守

护者，更见证了河南米字形高铁从最初设想

到落笔成形。”在赵艺涛的心中，这些经历是

一辈子的荣耀和财富。

自从担任工长以来，赵艺涛一心就想干好

两件事，一件是确保每一座黄河铁路桥的绝对

安全，另一件就是把接力棒继续传递下去。

在黄河桥的日常检修中，大桥的墩顶检

查十分“惊险刺激”，初来乍到的青工们面对着

心理和体能的双重考验。万滩黄河公铁大桥

从地面到墩顶的检查爬梯垂直高度近 40米，

相当于 15层楼高。他们需要沿着近 90度、宽

40 厘米的检查梯爬到墩顶。到了冬天，地面

三级的风到了墩顶就变成了七八级，风大的

时候人都站不稳。他们每向上攀登一步，就

有一股旋风劈头盖脸地呼啸而来，再加上桥

下就是奔腾而过的黄河水，让人双腿发抖。

“别往下看，越看越害怕，手抓稳、脚踩

牢，安全带打好，放心大胆地往上爬，别给突击

队丢人呀！”赵艺涛一边教方法，一边鼓士气。

在赵艺涛的“特殊照顾”下，王浩源等 6
名青工在业务上突飞猛进，很快成为业务骨

干。守护黄河大桥的接力棒稳稳地传递。

本报讯（记者蒋菡 通讯员余璐）2 月 1
日，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降雪达到 5 厘

米。一大早，中线穿黄管理处巡查员王素娟

清点好装备，开始查看工程沿线安全情况和

围网防护情况，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

“近期我们要把工程沿线围网全部排查

一遍，信息机电设备和消防设施也要全部检

查一遍。”她说，过去巡查全靠人工监管，如

今，通过手机上的中线工程巡查维护实时监

管 APP 系统，发现问题后拍照上传，做到巡

检有计划、过程有监督、事后有分析、处理可

追踪，实现了管理的信息化。

近日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河北段出现影

响范围甚广的强降雪天气，中国南水北调集

团闸站、中心开关站、调度室等全面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专人值班值守制度，43 支巡查队

伍在工程沿线每日巡查。

春节将至，南水北调工程正值冰期输水关

键期。该集团坚持预字当先、实字托底，坚决

守牢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融冰、扰冰、拦冰、排冰设备正常运行是

冰期输水的重要保障。在南水北调中线保定

管理处岗头隧洞进口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

热水融冰作业应急抢险演练，忙得热火朝天，

他们通过操作工业级高压热水机为 2号闸门

门槽进行热水浇融。

在北拒马河节制闸，中线惠南庄管理处

工程科刘宏东正指挥冰塞事故应急演练，演

练主要模拟节制闸前有大量冰块，拦污栅前

形成冰塞，通过长臂挖掘机、电动液压多瓣抓

斗、清污机等设备协调配合，将冰块疏导至排

冰闸排除，迅速消除冰塞险情。

一个个奔波的身影，一次次紧张严密的

演练，是这个寒冷的深冬里，南水北调集团全

力做好春节期间供水保障的缩影。

连日来，为做好春节期间供水保障，该集

团密切关注气象条件、渠道水位变化，加强监

测和预警预报，及时开展冰期会商，针对重点

部位落实专项应急保障措施。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已布

设 104 道拦冰索、132 套中热管融冰设备、48
套热缆融冰设备、105 套射流扰冰设备、6 套

气泡扰冰设备，投入 4支应急抢险保障队伍，

设置 3 个冰期驻守点，43 支巡查队伍在工程

沿线每日巡查巡视。

本报记者 黄榆 本报通讯员 李林先

“2023 年全年我们上报‘金点子、银点

子、好点子’38 项，新取证 6 人，职称提升 2
人，还有 2 人提升了职业等级资格。”昆钢能

源动力厂自动控制专业班班长张华说。

据悉，该班组从最初的“一星班组”逐渐

升级成了“五星班组”。在升星建设过程中，他

们着力于安全“1000”目标的实现，加强班组职

工安全教育、强化职工安全意识、提高职工安

全技能、完善安全操作规程，确保实现安全第

一、事故为零、违章为零、隐患为零的目标。

据张华介绍，“五星班组”是一步一个脚

印走过来的。先是申报安全标准化星，安全

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离开安全谈生产都

是空谈。接着申报了现场文明星、模范小家

星、指标最优星和创新创效星，从整体上改善

班组面貌。

“班组建设是提高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的重要手段之一。”自动控制专业班作业长汤

文松对记者说，通过班组建设，可以提升职工

技能与协作能力，激发创新潜力和提高工作效

率，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针对修旧利废指标，该班组将指标细化

到个人，平均每个职工完成修旧利废指标为

1.548 万元/年。经过大家共同努力 ，截至

2023 年底，该班组实现安全事故为零，仪控

系 统 检 修 执 行 率 达 100% ，修 旧 利 废 实 现

58.438万元，超额完成任务。

金牌班组G

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五星班组”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陈国欣

“师傅，检修注意安全啊！天冷，先喝碗鸡汤暖暖身

子!”女工协管员对将要下井检修的工人说。

山东能源集团将女工协管安全作为女职工工作重头

戏，各基层煤矿工会组织女工协管员采取灵活多样、寓教

于乐的形式，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在鲁西矿业唐口煤业，女工协管员身穿红马甲，不论

酷暑寒冬，频繁穿梭于井口等候室、基层工区，积极开展

安全宣讲、爱心缝补、安全帮教，用细心、真心、热心、爱心

为职工和企业筑起安全防线。

为进一步发挥女职工及矿工家属在安全生产中的作

用，柴里煤矿创新女工协管方式，开展“帮教+VR+亲情”

协管活动。女工协管员们走进班组、宿舍、家庭，了解需

要帮教人员“三违”原因、工作状况、家庭情况，开展亲情

谈话、安全帮教，让职工放下包袱、敞开心扉。

在枣矿付村煤业公司，女工协管员把安全宣讲送进

了区队，设置了安全生产知识有奖抢答环节，吸引了众多

职工参与。一系列“花样”宣讲，将安全生产的种子撒播。

“协管之花”活跃在矿井一线

全力守护“超级大脑”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杜宜霏

1月 22日晚上 7点，零下 5摄氏度的检修库内几列机

车整齐地排放，凛冽的北风穿堂而过。历经 8 个小时的

紧张作业，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电务段青

岛车载设备车间肖云龙工作室的成员们即将结束车载检

修工作，进行最后的复核与校验。

33岁的肖云龙今晚带队检修的车载设备被称为“超

级大脑”，能通过复杂而精密的计算下达最优指令，列车

怎么跑、跑多快、在哪停都要听从它的指挥。“正值春运，

客货流十分旺盛，列车开行密度明显增加，‘超级大脑’也

近乎满负荷运转。”肖云龙说。

攀车顶、钻地沟、进车厢，每次作业他们都要在车里

爬上爬下，有时候连续几个小时顾不得喝上一口水。猫

腰、侧身、探头，是作业的“常规动作”；狭小、潮湿、油污，

是作业的“常规环境”。

今年春运前，他们被选派担任新型 ATP 软件版本升

级试验任务。“这在全国铁路范围内还是首次。”青岛电务

段车载技术科科长周杰向记者介绍道，虽然占用了大量

精力，但 ATP运用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福”到工地
1月31日，中建二局西安华润国际文化商业中心项目联

合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举办“迎新春、写福字、送祝福”活动，赓
续传统文化，营造工地上的浓浓年味。 饶昕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