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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龙年

装备操作一体化班组提出，从海上作业平台下来后，操作手必须回到后勤服务基地维修设备，以修代练

“一盘沙”化作“一股绳”

班组现场G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邓丽娟

“一二一……立定！”1月 29日，在新疆乌

什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一执勤点门前，一

群姑娘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寒风从空旷的戈

壁吹来，割在脸上生疼。

“步调要一致，内务要整齐，不是兵，但要

以兵的标准要求自己。”阿孜古丽·热依木坚

定地说。作为阿克苏边境管理支队牙满苏边

境派出所女子护边员分队小队长，28 岁的她

带着队员们常年驻守在中吉边境一线的百里

“无人区”。

“每天我们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小时的

队列训练，这是我们女子护边员分队 5 年来

的传统，就算是雨雪天气也不会停止。”阿孜

古丽·热依木说。

1 月 23 日凌晨，乌什县发生 7.1 级地震。

当时阿孜古丽·热依木正在执行巡逻任务。

接到可以分批回家查看的通知后，虽然她家

所在的阿依丁村离震中最近，她还是把自己

排在了最后一个。

不只是阿孜古丽·热依木，每一个护边员

都把岗位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今年是古丽布韦·伊斯热依力在护边员岗

位上工作的第 7年，10月将满 30岁的她坦言：

“7年间，我也出现过放弃的念头，但每次一回

到边境线，什么想法都没了，就想着要守好它。”

2021 年，别迭里河突发洪水，8号执勤房

前后的围墙、牲畜棚圈和蔬菜大棚都被冲

毁。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洪水，一些护边员忍

不住哭了起来。古丽布韦·伊斯热依力也害

怕，但作为“老”护边员，她深知在这个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群女人的眼泪无疑是

另一场“洪灾”。

“来吧，姐妹们，我们一起建个防洪坝。”

古丽布韦·伊斯热依力鼓励大家，“执勤房还

在，咱们还有住的地方，羊没了咱们再养，菜

没了咱们再种，没啥大不了的。”

于是，8 号执勤房不远处多了一道长 25
米、高 1.5 米的防洪坝，洪水留下的大坑也被

她们改成了一条 200米长的泄洪渠。

7 年时间，青春在戈壁上闪光。古丽布

韦·伊斯热依力说：“我来的时候，这里光秃秃

的，现在它有了家的样子。”

坚守百里“无人区”的护边员

班组之星G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黄杰

“走，到基地练技能去！”常年在海上作业

平台干活的固井操作手们，多了个操练技能

的好去处——惠州作业支持基地。

过去，中海油服油田化学事业部深圳作业

公司的固井操作手们工作、生活几乎是两点一

线——海上平台、宿舍，宛如一盘散沙，难管

理。该公司装备操作一体化班组创新提出，从

海上作业平台下来后，操作手必须回到后勤服

务基地维修设备，以修代练，不仅提升了工人

技能，还将他们拧成一股绳，成为标杆班组。

改变“放养式”粗放管理模式，以正向激励

为主；统一建立全员积分档案，实时动态跟踪

员工技能水平；对落后班组进行一对一帮扶指

导……近年来，深圳作业公司扎实推进基层班

组建设，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工人日

报》记者走进该公司惠州作业支持基地，探寻

班组建设如何将“一盘沙”化作“一股绳”。

从“吊车尾”到“大满贯”

1 月 19 日，在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

区的惠州作业支持基地，从海上作业平台下

来的固井操作手三五成群，在装备操作一体

化班组堆场保养、维修设备。

装备操作一体化班组班组长李成胜直言，

过去，设备与操作是分开管理的，容易扯皮。

设备损坏后，设备管理员认为固井操作手操作

不当，而操作手则认为是管理员维保有问题。

为此，该班组创新提出实行装备操作一

体化管理模式。出海回来，一线作业工人必

须回到基地库房，进行设备维保培训。

在该班组，培训几乎不计成本。考虑到海

上作业平台不具备培训条件，该班组为回到基

地的作业人员提供大量设备操练技能培训，甚

至允许他们将全新设备用于解体研究。

“过去年年垫底，如今一二三等奖全包。”

谈起近年来的技能竞赛成绩，李成胜笑着说

道。参加技能竞赛从“吊车尾”到“大满贯”，

离不开该班组的正向激励举措。工人技改创

新、比武获奖、参与重难点作业等，均能获得

绩效奖励、职位晋升等额外奖励。

从井队泥浆小工到钻工，再到井架工、副

司钻，31 岁的李连杰仅花了两年。2022 年 5
月到装备操作一体化班组后，他更是实现“二

连跳”——成为中级固井工半年后，又获得中

国海油第 12届固井工技能大赛亚军，被破格

评为高级固井工。他的工资也从 350 元/日
涨到 500多元/日。

“有了激励，大伙更有盼头啊！”李成胜

说，一线作业工人有了归属感，才更有利于班

组建设。

以修代练，提技又降本

装备操作一体化班组成立 7 年来，未发

生一起因设备故障而耽误生产的事故，这是

如何实现的呢？

“一体化，顾名思义，就是将 160 多人、

300 台套设备的全生命周期共同管理。”李成

胜介绍，设备由班组的操作手、工程师共同管

理，以修代练，而非有问题找承包商，最大好

处就是提升了操作队伍技能、作业战斗力，节

约了维修成本。

班组建设，不仅要管好人，也要管好设

备。对于海上油田生产作业，设备出现故障，

不仅影响作业时效，造成损失，还可能导致一

口井直接报废。为此，该班组以信息化管理

模式实现设备使用数据、维保负责人可追溯，

对人与设备实行精细化管理。

他们还积极开展修旧利废活动。去年 7
月，利用空当，该班组对设备 600泵进行了一

次大检修。翻阅资料、改装工具、分析研判、

在线支持，维修人员 4人一组轮番上阵，最终

为期 12 天的大修顺利完成。此次大修变废

为宝——一套液力端 20多万元，一套变速箱

50万元，节约了 70万元。

“相比过去找承包商修理或是更换设备，

如今靠操作手、工程师维修，除去奖励等费

用，平均每年能节省超 300 万元维修费用。”

李成胜说。

小班组，“大家庭”

惠 州 作 业 支 持 基 地 是 一 个 集 设 备 检

修、物资出入库、技能培训、钻井液配制、

化验技术支持等于一体的后勤服务基地，

主要为南海东部地区油田勘探、开发中的

钻井液、固井、EPS 业务板块提供后勤支持

服务。

“作业支持基地下分 6个小班组，基地作

为后勤保障部门，就是为各个班组做好服务

工作，解决难题。”深圳作业公司作业支持基

地班组长邱梦觉说。

以泥浆站班组为例，由于今年南海东部

作业平台增多，作业量增大，该班组作业调整

为两班倒。“太饿了，熬不到早上，只能半夜自

己泡泡面吃。”该班组不少员工反映，晚班作

业从下午五点半到早上八点，十多个小时的

高强度作业，撑不到去食堂吃早餐。

“为了让该班组晚班的 6 名员工吃上宵

夜，我们专门找食堂沟通，提前预定，晚上 11
点半供餐。”在邱梦觉看来，每一位员工的合

理需求都应该得到重视。

有意思的是，为了让各小班组融合成“大

家庭”，作业支持基地经常利用员工技能开展

特色小活动。在海上平台作业的时候，理发

是一件难事。因此，在老家学过理发的青工

桑景浩主动请缨当理发师，解决大家的“头”

等大事。

“互帮互助更有利于提升整个班组的凝

聚力。遇到困难，如需要修车、修电脑、家电

安装等，大家都会直接在班组群里求助。”邱

梦觉说。

刘笃仁 焦楠

“以前不知道亚伟工作这么辛苦。平时

他好不容易回家歇两天，我还总挑他毛病。

以后他再回家，我得尽量让他多歇歇。”2 月

17日，正月初八，在工区住了 12天的秦玉兵，

就要返回河南新乡的家，动身之前环顾这个

紧邻铁路、火车一过就地动山摇的院落，她非

常感慨。

秦玉兵的丈夫李亚伟是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新乡供电段阳城接触网工区的

工长。结婚 6年，李亚伟的 6个春节都是在工

区度过。一家三口在家中过年，这再平常不

过的人间烟火，对于他们竟成了奢望。今年

春节，秦玉兵带着 5 岁的儿子乐乐到工区陪

丈夫在岗位上过年。

阳城接触网工区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

县境内，是晋煤外运亿吨通道——侯月线上

一个普通班组，负责嘉峰至磨滩间接触网的

日常维护和抢修任务。20名职工，19个是外

地人。工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虽说现在条

件好了，职工可以选择开私家车上下班，但遇

到恶劣天气，还是只能指望那趟每两天开行

一次的通勤火车。

来之前，秦玉兵以为阳城地处山区，能去

山里转转，看看附近的古迹啥的。现在看来，

是自己“想多了”。“他挺忙的，早出晚归。即

使在工区，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近距离的接

触，让秦玉兵对丈夫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

值班不允许外出，得随时准备去打冰、抢

修。秦玉兵来的第一天，腊月二十七晚上，工

区打算吃饺子。一群人正说说笑笑地包着饺

子，视频监控显示，多个隧道结冰严重，必须

马上组织除冰，否则会造成接触网跳闸，中断

行车。除冰队伍随即出发，将近 22时才返回

工区。那一刻，秦玉兵感觉丈夫和工友们都

太不容易了。她心里五味杂陈，给大家煮了

饺子，看着他们吃。之前独自照顾家里的种

种委屈，此刻都变得不值一提。

“他对工作这么上心，我感到骄傲。对工

作负责，也是对家庭的另一种负责。”秦玉兵

眼含泪光，说着说着又笑了。

一天到晚待在工区院子里，单调枯燥，开

始秦玉兵很担心乐乐会吵着要回家。但是没

有，毕竟这里每天都能见到爸爸。

“爸爸，明年我还来。”临走时，乐乐对爸

爸说。

反向过年亦幸福

王惠武

“报告调度中心，我队零点班割煤 7 刀，超额完成调度任

务，设备运行正常，职工思想稳定，做到安全操作。”2月 15日 8
点班，随着采煤机司机按下停止键，中能煤田公司袁大滩煤矿

11205 综采煤工作面没有了设备的咆哮声，瞬间安静了下来，

跟班队长贺正拿起防爆手机，向调度指挥中心汇报情况。

家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的贺正，是公司的首届金牌班

组长，相继获得国赛和行业技能比武的多项奖励。因工作成

绩突出，他从检修班长的岗位被调整到副队长的岗位。今年

是他第 5个年头没有回家过年，被职工们戏称为矿区的大禹，

在榆林过年却不入家门。他说，今年采面要检修的设备较多，

留下来踏实。

理解他的妻子早早便安顿好双方父母，带着 5岁的儿子来

到矿区陪贺正一起值守过年。在春节期间，队上组织的“五天

乐”现场总有他们一家人的身影，在自娱自乐中过了个开心年。

今年春节是中能煤田公司实现 800万吨产能核增后的第

一个春节。为了保供，公司在安排好相关安全生产工作的同

时，鼓励职工家属到矿区团聚。40多名井下留守职工的家人

从各地赶来过了个团圆年。

在矿上过团圆年

赖雨冰 张磊

2月 9日，窗外璀璨的灯火将节日的喜庆气氛烘托得更加

浓烈，不远处的车站传来列车安全准点到站的风笛声。中国

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通信段职工杨青 20 时才吃上

他的“年夜饭”，这是一份同事傍晚打包送来的饭菜。因为放

置时间太长已变得冰冷，但饿了的杨青还是吃得很香。

中午他就没来得及吃午饭。从早上到下午，他一整个白

天都在忙碌。一趟趟陆续到库的临时旅客列车要及时把广播

机拆卸下来、巡视车站对讲设备、检查机房的消防设施、监测

票务系统、分析机车无线设备运行状态，还要处理突发的设备

故障……他的行走轨迹由这些设备组成了直线距离为 3公里

的等边三角形，伴随着冬日汗水的挥洒，他的双腿已经酸痛无

比。也是，平时工区 6个人分担的工作，现在他一肩挑着。

这是他第 12次在岗位上过春节。从工作到现在，他没有

休过一个春节假期。他喜欢春运时列车往复穿梭的热闹景

象，他觉得旅客安全抵达的欢笑声就是辛苦工作的意义。

饭吃到一半，又来了一份作业计划，原来又一趟临时旅客

列车到站。杨青匆匆扒完他的“年夜饭”，带上工具，往客整所

赶去。广播机拆跟装一样麻烦，如果图省事，也可以把广播主

机一拆了之，但多年积淀的职业素养告诉他，如果没有确认好

每个车厢的喇叭线路，会给后来装机的工作人员“埋雷”。安

装广播机的列车赶着出发，再额外处理故障无疑会延误列车

出发时间。所以他习惯先绕着车厢转一圈，确认车厢部分正

常使用后，才放心把广播机拆下来。

40分钟后，他扛着广播机走在回工区的路上。街上有小

孩燃起了绚烂的烟花，看到小巷里家家户户明亮的灯光，杨青

提醒自己，回到工区后，一定要抽空打电话给母亲，说什么也

不能像往年一样，忙起来连问候的电话都不记得打。

第12次在岗过年

廖炳达

“请测酒，测酒正常……”2月 14日 4时 30分，中国铁路南

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车辆段南宁动车乘务车间派班室内，

随车机械师郑豪正在进行出乘前的准备工作。

春运期间，为尽可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动车组应上就

上，但当天，郑豪值乘的是一趟没有上线载客，却全天保持供

电状态，还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换车次的动车组。

原来，郑豪值乘的是热备动车组，热备车比照上线标准配

备了随车机械师。如果线上动车组遇到恶劣天气或发生故障

无法继续运行等紧急情况，郑豪要随着热备动车组一同出动，

完成后续的值乘任务。

来到存车场，郑豪背起工具包，手持摄像手电，仔细检查

车体两侧裙板及转向架。紧接着检查整修车内座椅、电茶炉、

卫生间等设施，确保动车组运行状态良好。

“大家戏称热备动车组随车机械师为备胎机械师。”郑豪

打趣道，“这是我第 11 次守护‘备胎’了。虽然从来没有遇到

需要出动的情况，但我可一点儿都不敢大意。”

虽然列车没有上线，郑豪仍然严格按标准巡视检查。“这

和正常运行没什么不一样，甚至要求更高。只有做好充分准

备，才能在需要的时候迅速接棒出征。”郑豪话语刚落，便背起

工具包，继续巡检车厢。

热备动车组的随车工作看似轻松，实则压力不小。“旅客

反馈 07车蹲厕堵塞无法使用，随车机械师过来处理一下。”热

备期间，郑豪从不闲着，为了能够从容面对各种紧急情况，他

和工友们反复演练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

“今天最后一组动车组安全到达。”23 时，郑豪接到最后

一组动车组安全到达的通知，终于松了一口气。

第11次守护“备胎”

张雯琼

“我们现在施工的这个储气库平台一共

要打 4 口井，总进尺预计是 13000 多米。”2 月

8 日 7 时，伴着缓缓升起的朝阳，安阳带着笔

者在井场边巡检边介绍。

刚刚 30出头的他，去年拿下了第二届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的冠军，成了中国石油渤海

钻探第一钻井公司 50118 钻井队的“金字招

牌”。从钻工学徒开始，安阳一步步努力，用

6年时间成长为钻井队第二队长。

“小伙不错，踏实肯干，稳扎稳打，什么事

交给他，肯定没问题。”队长王红岩对安阳非

常认可，在他眼里，这小伙靠谱。

靠谱小伙今年在队上过春节。“钻机一

响、钻头一动，甭管多深的井，都得结结实实

一口气打完，保障安全生产才是我们的头等

大事，其他都得靠边站。”安阳说。

早春的风吹过安阳身上的红工衣，在尚

未消退的寒冷中带着新年的喜悦，打着旋儿

在巍巍钻塔尖盘旋而上。安阳所在的 50118
钻井队是大港油田储气库建设的先锋队。过

年期间，这支队伍正在施工的板中北储气库

扩容达产工程项目，已完成库 3 平台井三口

井的二开作业。现场正在积极组织保养、检

修设备，确保平移到第四口井，顺利实施下一

步施工任务。

“板中北储气库是大港油田现役储气库

中规模最大的储气库，打好这个储气库建设

项目，关乎天然气产量的扩大，也关乎京津冀

地区天然气的平稳供应。”安阳说。

自去年底升任第二队长以来，安阳更关

注自己参与的项目，也更关注提升自己的管

理能力。他跟在老队长王红岩身边，努力学

习如何带好一支队伍。他仿佛又变回了一个

小学徒，努力在新的领域掌握新的本领。

安阳把“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

工”作为班组培训的主题，将井控安全知识、

每个岗位的操作技能规程全部纳入员工应知

应会的范围，并采取班后留题、班前提问的形

式，对学习的效果进行检验。“这两年，随着大

港储气库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钻完井施工难

度也越来越高。我现在每天都在班前会上结

合当班‘要干什么’给大家讲解操作要领和注

意事项，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和突发情况的

应急处理能力。”

当问到是否会让家人来队上过年时，安

阳摇了摇头，说：“妻子有自己的工作要忙，我

的父母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春节各自安好

就行，相聚不在这一时。”

守在“冬供”最前线
的靠谱小伙

近距离的接触，让家人对铁路人的辛劳有了更多的理解

春节期间，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埕岛中
心三号平台的班组职工坚守生产一线，全
力保障节日期间海上油气生产安全平稳运
行。图为除夕，埕岛中心三号平台的职工
给大家拜年。 张灿 摄

龙年的钟声敲响之际，一群人依然活跃在原料检验、产
品把关的岗位上——中国宝武新钢集团技术中心质检班组
职工恪守“公正 准确 优质 超越”的质量方针，严格把好质
量关，为生产保驾护航。图为化验工在专注地观察炼钢快
分系统生产状况。 张俊 摄

严格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