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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小燕

9 月 16 日 10 时，在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

聚源西路的爱慕时尚工厂生产车间内，轻快

的音乐响起，忙碌了两个多小时的张现梅停

下手中的活，和同事们一起做起健身操。

爱慕时尚工厂是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在北

京的智能制造工厂，而张现梅所在的生产运

营部八组是厂里的“明星班组”，在 2021年被

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他们努力

提升专业技能，积极参与改革试点，在共同努

力和彼此关爱中收获成长的喜悦，感受团队

的温暖。

从缝纫“老手”到新学员

不到 8时，张现梅就已经打卡进入车间，

她习惯了每天早到几十分钟，为当天的生产

任务做好准备。温热烫台、给机器设备喷保

养硅油、数好缝制裁片数量……忙完这些，其

他同事也都到岗了，车间变得热闹起来。

各类纺织机器的声音此起彼伏，智能运

输车沿着规定路线传递物料。八组当日的任

务是生产一款热销的花边文胸，涉及固定杯

面花边、底围明暗线、绱碗、穿钢托、打结子等

56道工序。

按照任务分配，八组 10名到岗员工负责

不同的工序，“你追我赶”地接力生产。缝纫

机的机针在眼前不停地起落，张现梅盯着手

中的裁片，手指推着布料精准缝合，不敢有丝

毫懈怠。

张现梅以前在老家河北邯郸的一个小服

装厂干过，但来到这个“大厂子”，缝纫“老手”

切换成了求知若渴的新学员。今年 4 月，张

现梅在副班长陈银芬的建议下报名参加了公

司与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共同开办的企业新

型学徒制项目中级课程的学习。

在《工匠精神》这门课上，她认真学习了

工序配合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也明白了团队

精神的重要性。此外，她还热情地向记者展

示了《法律常识》《安全生产》《职业素养》等课

本，以及法绣课的手工作业成果。已经 40岁

的张现梅说：“厂里给补贴、出材料，我就感觉

梯子都给你搭好了，不学都对不起自己。”

每个人的不断成长，支撑起班组的“水涨

船高”。

艺高人胆大，敢揽“瓷器活”

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八组班组长代海利

带领班组成员完成了“模块生产线”改革试

点。

2020 年底，代海利接到生产运营部新的

改革任务，为提高服装生产效率和智能化程

度，八组要作为“模块化”生产模式改革试点，

为车间推广模块化生产方式打好前站。

据代海利介绍，改革初期，模块之间的衔

接、组员之间的进度都需要磨合，会影响到班

组的生产效率。然而，向来“艺高人胆大”的

八组毅然接下了这项任务。

当时，作为企业精益生产线工人的王丽

红被派到八组学习，和伙伴们共同经历了这

段难忘的攻坚期。刚开始，王丽红在绱碗时，

左右两边文胸的缝线总是对不齐，严重影响

到后续成型和缝制。了解到情况后，代海利

亲自给她演示如何找准点位，并指导她上手

练习，逐渐找到感觉。

经过 3 个月的生产，班组效率同比提高

20%，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八组的试点成

果不仅顺利通过工厂验收，还为该工作的顺

利开展起到了推进作用，“模块生产线”在车

间内成功落地推广。

2021 年第三季度，工厂引入“黏合类产

品”生产新工艺用于无痕缝制。为了吃透这

门工艺，代海利在工作之余精研理论，又跟随

技术部门赶赴苏州工厂取经，回来后利用废

材料加紧训练、向组员开展培训教学，保证了

黏合新工艺订单在八组顺利完成生产。

彼此分担相互关爱

“有经验的组长，执行力强的班组。”八

组所在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工厂当初

选中由八组承担改革试点的重要原因。而

在王丽红看来，班组里的员工更能切身感受

到的，是班组长的高超技能以及班组团结友

爱的氛围。

干活麻利、分配任务有魄力、平时还有点

严厉……刚进组锻炼时，王丽红对代海利有

些“怵”，也总认为自己不是八组的员工，而是

去学习的“外人”。到了年底考核，八组被评

为先进班组，每位组员都能获得几百元的奖

励，临时进组的王丽红并不在奖励之列。

令王丽红意外的是，代海利在先进班组

合照时主动找到她说：“丫头，没事儿，我的奖

励就给你了。”这件事让王丽红深受触动，也

感受到了这位班组长的细腻和大度。

平日里，遇到绷缝机跳针、机修调试等情

况，部分工序受到影响而堆积，大家就会在班

组长的指导下互帮互助，一起追赶生产进度。

机器会发生故障，人也难免需要调整。

2021 年，张现梅感觉身体不适，代海利催促

她赶紧去医院检查，千万不能耽误。“班组长

和工友们都让我安心看病，不要担心生产任

务，大家一块儿帮我分担”。来自伙伴们的关

心让张现梅感到特别暖心。

2021 年 2 月，学习锻炼结束的王丽红正

式调入生产运营部五组任班组长。面对日常

生产和沟通管理上的难题，她也经常向老组

长代海利请教。“可以说是传承了八组的精神

吧！”王丽红说。

生产运营部八组的成员们努力提升专业技能，积极参与改革试点

心手相连织就心手相连织就““明星班组明星班组””

黄河上的“最美班组职工”揭晓
本报讯（记者蒋菡 通讯员任韶斐）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

会黄河委员会（以下简称黄河工会）首届“最美班组职工”评

选结果日前揭晓，来自齐河黄河河务局官庄管理段段长路玉

恒、濮阳第一黄河河务局尹庄控导工程班班长白德朝等 31
名职工当选。

今年 5月，黄河工会启动“最美班组职工”评选工作，旨在

激发带动黄河系统基层单位的创新创造活力和一线职工扎根

基层守初心、爱岗敬业讲奉献的劳动热情，引领广大治黄职工

主动融入新阶段黄河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争做幸福河的建

设者、奋斗者。

此次评选出的“最美班组职工”路玉恒 2009 年大学毕业

后来到齐河黄河河务局,现任官庄管理段段长，从事水利工

程管理、防汛抢险等工作。“8 号得知获奖的消息，我很激动，

这也是对我们基层工作者的一种肯定。”他在电话里对记者

表示。

“我们段小院门口就是黄河。”路玉恒介绍，他是 2019 年

来到官庄管理段的，目前段上共 8 人，管辖临黄堤 10.505km，

河道整治工程 4 处，人员少、巡查任务重。3 年多来，他印象

最深的是去年秋汛，“上班 10 来年第一次赶上编号洪水，没

想到这么大洪水，从 9 月底到 11 月初那 30 多天，我基本都是

在段上度过的。中间回去了一两次，还挺想孩子的”。

2019 年 7 月至 9 月，路玉恒还前往西藏阿里地区水利局

进行援助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刚开始因为高反很难

受，20多天后习惯了就好多了。我和淮北去的防汛专家跟当

地同事一起边学习边探讨，自己也在交流中学到不少东西”。

路玉恒主动报名援藏是“想出去看看，上班以后还没出

去交流过”。在阿里，他确确实实看到并体会到当地工作的

艰苦以及水资源的珍贵。“临走时，我去了趟拉萨那边的纳木

错，沿途风景跟阿里很不一样，那里的年平均降水量有 400
多毫米，山上绿油油的，阿里的山上都黄乎乎的，年平均降水

量只有 75～164毫米，水利工作真的很重要”。

另一位最美班组职工白德朝是位退役军人，他把冲锋在

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带到了班组。2021年，面对 36
年来最严重的秋汛，从洪水预警的那一刻起，白德朝就没回过

家，冲锋陷阵在防汛最前沿，带头做好巡坝查险。有时晚上进

行根石探测，遇到雷雨天气，他也毫不犹豫穿好救生衣，拿好探

摸杆、安全绳，坚持冒雨探测。向险而行，逆水而战，他荣获河

南河务局 2021年防御秋汛洪水先进个人嘉奖。

他山之石G

本报讯 拉直床位旁边的滑道隔断，轻拍

床头的感应台灯，一个相对私密的休息空间

瞬间溢满温馨的灯光……9 月 15 日晚，笔者

来到抚顺石化石油二厂焦化车间改造后的倒

班员工休息室，亲身体验这里家一般温馨的

休息环境。

抚顺石化是一家拥有 94 年历史的老企

业，一线员工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老旧情况比较

普遍。现场调研中，企业负责人了解到一线员

工对改善工作环境、休息条件尤其是倒班员工

夜间休息条件的热切期盼，随即出台《公司“职

工之家”实体化建设推进时间工作方案》，决定

用一年半时间，对全公司范围内所有生产一线

岗位员工工作和休息环境进行集中整治。

今年 9 月至 12 月是抚顺石化“职工之

家”建设的初始阶段。锚定实用、耐用、干

净、温馨 8字改造原则，集中整治改善工作率

先在公司所属 30个“现状最差、难度最大”的

生产一线岗位展开。石油二厂焦化车间和

热电厂锅炉汽机车间是第一批试点单位，经

过 40天改造，这两个单位的一线员工成为首

批受益者。 （张运泓）

抚顺石化情系一线暖心聚力

本报记者 赖志凯 通讯员 李溢春

9 月 30 日 6 时，杨存信起床，穿好工作

服。“这衣服再脱了，我就退休了”。

洗漱完毕，他来到火车站院子里，3 位同

事已经列队等候。“今天天气还不错，咱们现

在最主要的还是抓好疫情防控。”杨存信说，

“今天是我在职的最后一班岗，咱们相处了几

十年，真是有点舍不得大家……”他的声音有

点哽咽。

由詹天佑亲自设计的青龙桥火车站位于

京张铁路“之”字形线路的中段。这座北京延

庆八达岭长城脚下的百年车站，基本保留着

100年前的原貌。

为解决关沟段坡度大、机车牵引力不足

的问题，詹天佑创造性地采用了两台机车掉

头相互推挽的办法，使列车进青龙桥东沟后

回头，依山腰作“人”字形，再倒向后折返穿越

八达岭隧道，青龙桥站因此而闻名天下。

1951 年，杨存信的父亲杨宝华来到青龙

桥车站任扳道员，11 年后杨存信就出生在车

站对面铁路宿舍的石头房子内。20 岁那年，

他接过父亲手中的信号旗，正式成为青龙桥

车站一员。从扳道员到助理值班员，从车站

值班员到小站站长，这一干就是 41年。

随后，杨存信来到值班室检查职工的工作

状态。“越临近退休，越不能有一点闪失。行车

安全方面，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

杨存信从 3 月 28 日到车站上班以来，一

口气盯了 4个多月。“为什么没回去？就是因

为安全问题，越到最后越不放心。车轱辘一

直在转，在我这里，它不能出现问题，我要保

证这个。”杨存信告诉记者。

站上有一组手扳道岔，杨存信一天最少

要去一次。看道岔锁有没有松动，锁闭是不

是良好，最后看一下信号灯有没有问题。

“视公事为家事”这是父亲当年对自己的

嘱托，可是如何做、怎么干，一向严肃的父亲

并没有更多交代。杨存信经常站在詹天佑墓

地前跟同事说：“咱们的工作都是在詹先生的

注视之下，没有理由不把这份工作干好。”

“我常想，我这一生当中也许做不成一件

大事，但会满怀热情做好每一件小事，作为一

个普通人来讲，这就足够了。”杨存信说。

41 年来，杨存信先后荣获中国铁路北京

局集团有限公司优秀共产党员、最美京铁人、

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我这一生当中也许做不成一件大事，但会满怀热情做好每一件小事”

守护百年老站的最后一班岗

考核细则激发班组活力
本报讯“综合得分 90.7分，被评为 A级优

秀班组！”10月 11日，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青

岛地铁 5号线一标段 05工区项目部举行 9月

份优秀班组表彰。桩基钢筋笼加工班组班组

长黄付全没想到自己也能走上领奖台,他说：

“这都得益于班组实施了考核细则。”

未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扣一分、钢筋笼

加工合格加一分……一个多月前，桩基钢筋笼

加工班组讨论商定了他们自己的考核细则。

“可别小看这些细则，它们是在遵守国家

法律规定、行业及地方规范以及各级规章制

度的前提下由我们自己讨论产生的，大家遵

守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像钢筋笼加工完成

后，班组人员都会主动自检，确保获得加分。”

黄付全介绍，班组长负责奖金“二次分配”，与

考核细则配套实施。

“9 月份已完成考核，我拿到了 357 元的

班组奖励，比最低的多 126 元哩！”班组成员

魏广忠高兴地说。

据了解，下一步，项目部还将根据施工

现场实际系统规划班组作业带、生活带、文

化带，通过建强班组，从根本上推动项目管

理升级。 （何赟 陈正超）

喜 丰 收
近日，一场年度技术比武在中铁电气化局运管公司上海

维管处徐州维管段举行。赛后，获得团体技术比武第一名的
职工兴高采烈地在班组的果园里合影。 廖娜 摄

本报记者 刘静 通讯员 赵明朗

近日，一面由江苏省盐城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颁发的

“匠心玫瑰”班组巾帼文明岗流动红旗挂在了阜溧高速公路建

湖至兴化段 JHX-YC6标“风火轮”巾帼示范班组的光荣墙上。

中铁十五局阜溧高速“风火轮”巾帼示范班组由清一色女

职工组成。说起“风火轮”的由来，还得从 2021 年 4 月说起。

在一次项目分析会上，说起占项目职工总数 36%的 19名女职

工，合同部部长黄静自告奋勇担任巾帼示范班组组长，把这些

女职工们组织起来，在施工一线这个“男儿的赛场”上更好地

展现“半边天”的作用。“女职工在家肩担重任，在项目不让须

眉，风风火火，我们的班组就叫‘风火轮’吧！”黄静的提议获得

一致赞同。

班组女职工分属安全、物资、质检、试验、合同、财务、办公

室等各个部门。挽起秀发戴上安全帽，天刚刚露出鱼肚白，质

检员张彦已爬上高速公路桥梁施工平台，俯身测量一排排钢筋

的间距和长度。随后，她又来到桥下的斜坡前，用铁锤轻轻敲

击用于斜坡防护的六角块。不远处的架桥机隆隆作响，她只能

凑近耳朵仔细听，以确保六角块下方无空隙，不留质量隐患。

33 岁的试验员赵竞从事建材实验检测工作已有 9 个年

头，由于经验丰富、业务娴熟，每天的检测任务有近一半是她

完成的。钢筋拉伸 、路基压实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谨慎，每

一次检测都做到精准无误。几十公斤的试件自己搬，一袋袋

的砂石、水泥自己运，特别是钢筋材料检测时，在万能材料试

验机上拉着一根根粗大坚韧的钢筋，钢筋在断裂时发出“震耳

欲聋”的声音，仿佛地基都在抖动。这份工作，许多男同事都

望而却步，赵竞却干得有声有色。

安全是企业之根。初见王茗，你很难将这样一个秀发齐

肩、长相白净的温婉女子与高速公路项目的安全员印象重

叠，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工作起来，我自己都不像自己”。

阜溧项目位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项目上跨横字河、S125
省道、与新 S125 省道交叉处设置大纵湖互通立交，安全管理

工作错综繁杂。王茗结合项目实际，制订了详细的安全管理

制度和安全检查计划，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落实情况、施

工现场安全用电情况、工人的安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等进行

监督管理。她每天在工地来回四趟，一天下来至少要走上十

来公里。

风风火火的
“风火轮”巾帼班组

金牌班组G
在二十大代表中，有一位来自煤炭行业的班组职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桃园煤矿保

运区新副井车房班主提升机司机刘婉春。她扎根煤海22年，以一颗匠心创下了安全操作提
升机百万次“零差错”的记录。她的精神也激励着班组每一名职工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再立
新功。图为刘婉春和班组同事一起进行提升机液压站检修维护。 陈敏奎 摄

班组走出党代表

一线资讯G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马文 杨琴）

进入 9 月下旬的青藏高原寒气袭人，早晚温

差已达到 15摄氏度。“最近季节交替温差大，

大 伙 儿 要 多 注 意 检 查 信 号 设 备 的 运 行 状

态”。9 月 21 日 7 时许，在青藏铁路西宁东货

场的驼峰编组场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西宁

电务段驼峰信号工区工长张金玉正和工友召

开班前会。

“驼峰减速器是确保每节货车精准停靠股

道的关键设备，这个编组场上共有 33台减速

器、33台尾部停车器，就像钢琴上的琴键一样在

11条股道上一字排开”。张金玉带领工友们每

天守护着这一排排“钢轨琴键”，工区90后职工

都戏称自己是“钢轨调音师”。

“和人一样，这些‘钢琴’也会感冒，如果太

冷或太干燥，声音就会嘶哑，遇上雨雪天气湿度

大，‘钢琴’发出的声音也会变化。”56岁的工长

张金玉形象地介绍说。

因为驼峰信号工区的工友们每天都用检查

锤敲击螺栓、防爬器、油缸等关键部位判断故

障，日积月累张金玉和工友们练就了“听音辨

伤”的绝活，一旦听到异响，就能初步判断故障

问题的类型。

“大家注意听，刚刚货车经过减速器时声音

有点发闷，在正常情况下，摩擦的声音应该非常

刺耳。”张金玉边说边蹲下身，拿起检查锤，一寸

一寸敲击，不一会便找到了症结——J207减速

器制动轨开裂需要更换。

一根制动轨长 9.8米、重 600多公斤，更换

起来并非易事。在张金玉有条不紊地调度指挥

下，工友们齐刷刷站到 J207减速器旁各就各位，

有的抡起撬棍，有的拿起扳手，从制动轨的两头

将撬棍插入制动轨底下一起发力。600多公斤

的制动轨被慢慢地拨离开基本轨，紧接着大家

又将新的制动轨进行组装。

新的制动轨组装完成后，张金玉和工友们

守候在驼峰编组场里，静等货物列车通过减速

器。直到列车安全通过，刹车声达标，减速制动

正常，大家才松口气。

青藏高原上的“钢轨调音师”

班组之星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