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向架班来了“新同事”

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南京东车辆段南京东检修车
间，枕簧自动选配、转向架心盘分解、轮对转运等一大批自动
化设备近年来陆续添置，成了班组职工的“新同事”。

以铁路货车转向架枕簧自动测量选配设备为例，在转向
架班，以前测量、选配、转运等工序最少需要4人配合才能完
成，且由于枕簧一组约 20 斤重，大量搬运枕簧劳动强度较
大。如今只需一台机器人即可，省力又精准。 宋扬 摄

3分钟测完一间房

立正、蹲下、奔跑，在中建二局河海大学常州新校区项目
建设现场，机器人承包了测量员的许多工作。机器人自带的
三维激光扫描仪对幕墙承重结构进行透视扫描，相关数据同
步到云平台，用户借助手机和电脑便能快速查收实测结果。

机器人3分钟即可完成一个房间的全系列实测数据采集
和计算。每间房的数据采集点超过100万个，每面墙的模拟
靠尺数超过1万尺，多种指标一次性给出。 马德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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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包装工，我的工作就是往我们那条流水线

上的每一双鞋子里塞纸团，这样会让鞋子送到每位顾客

手里时更有型。

我曾给自己鼓劲说，我是鞋子的美容师。

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为了更好更快地做好

这项工作，也为了在枯燥平凡的工作里增加点乐趣，我在

工作中摸索总结出了对我自己非常管用的123工作法。

每次塞纸团时我都会在心里默念 1、2、3，手随心动，

抓纸，揉纸，塞纸，随着读秒结束，我的最后一个动作也戛

然而止。然后循环往复。这个方法让我的动作不枝不

蔓，像行云流水一样。

刚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暗自庆幸，觉得这活太简

单了，眼睛闭起来都能做。可是现实打了我的脸，刚开始

揉纸的时候，我把纸团揉过来揉过去的，后面的人着急，

我心里更急。

怎样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呢？我想起了进厂时师傅对

我说的话：干活前要先想一想怎样才能干得又快又到位。

于是我就动脑筋想办法，有时候回家躺在床上头脑

里都像放电影一样在回放自己的操作。一天，我突然来

了灵感，就像剪辑师一样，在头脑里为自己的操作增加了

画外音，剪掉多余动作，制定了一个更高效的生产流程。

在这个流程中，揉纸是最费时的。浅口鞋一般用的

是圆纸团，而高帮鞋很多用的是长纸团，揉圆纸团时从两

头抓纸，揉长纸团时则要从中间抓纸，这样纸成团的速度

最快，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方法想到以后，关键还要靠练。我上班时练，下班没

事也在那儿练，熟能生巧，渐渐练成了能在 3秒之内完成

这一系列动作。

回想自己在淮安华顶鞋业有限公司的成长历程，多

亏了进厂时师傅对我的传帮带。

2007年，19岁的我经人介绍到华顶来上班。这是我

的第一份工作，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以后不干了，那

肯定是待遇不好，而不是我不行，我做事一定要让人家说

不出不是来。

我刚开始干过一段刷胶。因为我们这儿是流水线，

所以一定要能跟得上人家的速度。我刚开始没有经验，整

个人的状态就是在那儿拼命地赶，可有时候还是赶不上。

当时我们班组的品管是赵梅，她是 1994年就进厂的

老师傅。她说，不要急，慢慢刷，我帮你一起刷。她还告

诉我，干活要灵活一点，刷胶前要先想一想怎样刷才能又

快又到位，要多练习，在练习中才能找到诀窍。

当时我心里感觉热乎乎的。可能对她而言，这只是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她让我

扔掉了新人难免会有的那种孤独感和自卑感。

直到今天，我在新做一个产品的时候都会想起赵师

傅的话，我会换着花样去尝试一下，哪种办法更能节省时

间，哪个办法更能提高产量？多试多练习，不死板，心活

了才能找到做事的技巧。

现在我在公司也算是一个老工人了，每当车间来新

工人，看到他们忙不过来，我有时间就会去帮一把。我会

告诉她，做事都是有技巧的，要多练……我想把赵梅师傅

的经验传下去。

多年后我就成了你
多试多练习，不死板，心活了才

能找到做事的技巧

多年后我就成了你
多试多练习，不死板，心活了才

能找到做事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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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世光 实习生 李柏岐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哈尔

滨电机厂”）线圈分厂水电定子绝缘班 16名成

员中，14人比杨萌年龄大，但 25岁的杨萌是这

个班的班长。

班组里，年龄大的员工已过半百，可他们

都非常喜欢也很支持这个小姑娘当班长。

“我们单位基层的班长是大家投票选出来

的，如果不能服众，在投票这一关都过不去。”

水电定子生产区负责人施利伟说。

在以男性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女班长怎样

“服众”，并把班组里的人都团结在一起？这个

班有传统，而小杨班长还有她的秘诀。

保护电机“心”

成立于 1951年的哈尔滨电机厂在共和国

工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该厂出品的电机产品

先后应用在三峡、白鹤滩等大型水电站中。

杨萌所在的线圈分厂生产的线圈被誉为

电机的心脏。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线圈进

行绝缘包扎，相当于为每颗心脏提供最后一层

保护。

“线圈外缠绕的绝缘带，厚了影响导电，薄

了容易被击穿，往往成败就在几毫米之间。”线

圈分厂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矫建伟指着绝缘

班入口处的卷帘门告诉记者，这个班组工作的

地方不同于其他车间，要全封闭、恒温。

“夏天我们这个车间是要吹空调的，不过

主要是为了保护设备的安全。”矫建伟笑着说。

如此细致的“呵护”，就是为了保证线圈最

后缠绕绝缘层时万无一失。

然而，要想实现万无一失，除了精密的设

备外，还需要操作者有精细的心。

记者在绝缘班看到，操作者拿着 25毫米

宽的类似于透明胶带卷的绝缘层，绕着线圈棒

快速旋转。

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有着极高的要求：

从第二圈缠绕开始，后一圈的绝缘层必须压在

前面一圈绝缘层宽度一半的位置上。每一根

线圈最终必须被均匀、无缝隙地缠绕——专业

术语叫完美的“叠包率”。

“或许在别的班组，产品合格率达到 99%
都已经很高了，但是在这里，0.01%的差错都不

能有。”矫建伟告诉记者，“一旦有漏点，线圈就

会被击穿。而且，这种漏点很难被发现，所以

非常考验操作者的细心程度。”

多年来的高质量工作为班组带来了诸多

荣誉，包括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团结众人心

2017年杨萌从黑龙江省职业技术学院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毕业后成了绝缘班的一

员。

能够以班组最年轻成员的身份成为班长，

杨萌说她的成长过程中离不开上一任班长徐

鑫的言传身教。

巧的是，徐鑫也是女班长。

“刚到班里的时候，我缠绕线圈开头的部

分总是弄不好，徐鑫姐就手把手地教我，一遍

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直到会了为

止。”

徐鑫关心的不仅仅是生产质量，还有班组

里每张脸背后的心情。“我在班里每次开早会

的时候，一边布置工作，一边会观察大家的脸，

如果发现谁的神情有问题，散会后我会找他单

独唠唠。”

一次早会上，徐鑫发现一位原本性格开朗

的同事变得非常沉默。散会后一了解才知道，

他家里老人生病了，医院和单位两头跑让他疲

惫不堪。徐鑫随即给他调了班。

在徐鑫看来，团结一个班组，不仅仅要做

好人，有些时候还要做“坏人”。

“我们班组也不总是‘一团和气’的。”徐鑫

说，她自己是个比较较真的人，比如缠绕绝缘

材料时，外包装纸必须第一时间被扔到指定区

域。但有的同事认为，这样做太耽误时间，于

是就攒到一起，下班的时候再处理。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徐鑫都会第一时间纠

正，但这样也会带来个别人的不理解，双方争

执的声调也会越来越高。

“作为班长，过后我会主动找到这位同事

再唠唠。”徐鑫笑着说，找到对方的时候，多半

大家已经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但是，该说的话我要说，他的不理解我也

要听。”徐鑫说，良好的班组氛围不是大家不争

吵，而是能够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沟通好，

才能更好地团结在一起”。

激发上进心

2021年年末，徐鑫转岗，杨萌接替她成为

新一任班长。

“当了这个班长才知道，太累了！”杨萌说，

过去只是身体累，现在是“身心俱累”，“过去，

我只要按照班长的要求完成生产任务就好，现

在我不仅要完成好自己的生产任务，还要管好

排产、安全、记录、质量等很多事情。”

每天下班后、开工前检查“风水电气、跑冒

滴漏”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七种型号的产品

同时推进，这其中的沟通协调也是她必须做好

的。

“过去看我们班长特别羡慕，希望成为她

这样的人。等真正到了她的岗位才知道，这个

工作没有那么容易。”杨萌说。

虽然班组里的人都比她大，但大家都很支

持她的工作。

“我虽然工龄不短了，但刚刚来到这个车

间，对绝缘包扎技术也是一步步从头学起的，

班组长对我十分照顾，我干得很舒心。”参加工

作近30年的郝松涛说。

在继续保持老班长留下的团结、勤奋的班

组氛围基础上，杨萌当班长 10个月来也做了

一些自己的尝试。

线圈分厂水电定子生产区一共有 5个班

组，杨萌他们班是其中的一个。过去，大家常规

的做法是，如果别的班组有需要，他们会按照要

求去支援。现在杨萌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主

动去别的班组看看有没有需要支持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在完成自己工作

的基础上多多支援。”杨萌坦言，这一方面会

提高收入，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可以

通过走出去，多学学，多练练，提高技能，成

为多面手”。

绝缘班的宣传板上画着一群蚂蚁。“每一

只小蚂蚁力量都有限，但是团结在一起努力

时，就能够发挥出无限的力量。”杨萌说。

在以男性为主的装备制造业，一个 25岁的女班长怎样“服众”，并把班组里的人都团结在一起？

绝缘班的宣传板上绝缘班的宣传板上画着画着一群蚂蚁一群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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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线圈分厂水电定子绝缘班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线圈进行

绝缘包扎，相当于为电机的心脏提供最后一层保护。在这里，0.01%的差错都不能有。

在25岁的班长杨萌带领下，这个追求高质量的班组拧成了一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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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井大包”好处多
本报讯 近日，中石化经纬公司胜利测井

公司勘探测井工程部陆地 10班完成的陈 167
井，以“单井大包”模式高效完成该井裸眼测

井、井壁取心、固井测井等施工任务，缩短建

井周期 10小时。

今年以来，陆地 10 班以井筒工程为重

点，以提升生产管理水平和测井时效为目的，

探索实施各测井小队“单井大包”模式。班组

接受单井施工任务后，将施工设计、生产准备

等全部 7 项环节纳入“大包”范畴，并将工作

质量、作业时效等纳入每月的绩效考核，班组

自行对成本、收入、利润等经济指标统筹优

化，全面覆盖，奖优罚劣，从而实现对单井施

工的全过程控制、全流程服务、全周期考核。

该模式改变了以往“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的弊端，班组自主施工、自己算账的积极性明

显提升。首先，生产介入更超前，对井况了解

更细致，生产准备更充分，关键节点控制更到

位；其次，班组主动熟悉上井路线、现场环境，

作业现场风险防范和管控措施也更加高效；

此外，一支队伍全流程服务，便于单井绩效考

核和成本核算，各岗位之间职责更加分明，比

学赶超更有目标和动力。

据统计，陆地 10 班实施“单井大包”模式

以来，设备完好率、正点到达率、资料质量合

格率均为 100%，测井一次成功率 98%以上，

测井时效同比提高 16%，利润增长 12%，单井

成本下降 4%。 （赵春国 丁静 张保伟）

党代表进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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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代表、“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王振强（右三）在中国铁路北京
局集团公司丰台机务段进行首场二十大精神宣讲，并与大家畅谈参会感受。宣讲会结束后，
同班组的列车司机对选票夹产生了好奇，王振强又耐心进行了介绍。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本报讯(本报记者 毛浓曦 通讯员宋昱辉)
“这下好了，以后在工地吹完冷风回来再也不

用碰凉水了，这热水一出来像是直接暖到了

人的心窝里一样。”10 月 19 日，秦岭深处，中

铁七局三公司西康高铁项目测量员李峰回到

驻地，打开刚刚安装的电热水龙头，热水洗去

了尘土，心里生起了暖流。

进入 10 月以来，北方多地气温骤降，秦

岭甚至下起了雪。项目多数职工要在深山的

秋寒中整日室外工作。“在工地冻了一天回

来，再用冷水洗漱，真不好过。”“洗个碗筷，手

冻得都要失去知觉了。”

职工冷暖，“娘家人”先知。中铁七局三

公司工会及时推出“暖手工程”，为该公司北

方片区项目配备了电热水龙头和热水器。此

外，各基层工会还发放了电热毯、保温杯、防

寒服等御寒物资，力争在严冬来临之前给一

线劳动者送去“涓涓暖流”。

“公司工会一直在践行家文化理念，坚持

用心、用情做好职工关爱工作，聚焦职工‘急

难愁盼’，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不断增

强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三公司

工会主席李社利说。

“暖手工程”暖人心

本报记者 赖志凯

两年多前，一群 80后积极响应提质增效

的号召，离开自己工作了多年的岗位汇聚到

首钢京唐公司能环部燃电作业区。

他们都是 80 后，几乎都是半路出家，他

们从零开始，经历了艰难的“二次创业”。

“新过来的职工，没有几个是有发电专业

基础的，有的也是要么只懂锅炉，要么只懂汽

轮机，对于燃机的学习基本都得从头开始。”

首席作业长助理王涛说。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们边干活边学

习。施工图纸反复翻看，现场设备仔细研

究。“一定要抓住设备安装期间的便利条件，

好好地把这些发电设备都弄得清晰明白。”刚

从鼓风机岗位转过来的孟学民说。

锅炉内部模块安装期间，每一个模块吊

装之前，他们都会拍照片、数管路、研究原理，

直到整体模块安装完毕，他们手绘的水路图

纸也“新鲜出炉”了，为以后的生产运行提供

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在项目建设之余，区域作业长梁占林还

组织大家进行参观学习、默画系统图、仿真操

作，扎扎实实地学，真刀真枪地练，最后通过

培训考试查漏补缺，形成了高效学习的闭环，

锻造了过硬的本领。短短数月时间，全体职

工都具备了上岗操作能力。

“不逼自己一次，怎么能知道自己行不行！”

集控岗位职工王平如今已经成了发电系统业务

技能骨干，也是外国专家眼里的“百事通”。

2020 年，CCPP 投运首年实现了投产即

达产达效，到第 14 个月才进行大修，发电量

超计划完成。2021年完成计划的 103%。

“敢闯、敢坚持、敢于苦干硬干，敢担当、

敢创新、敢为天下先”的首钢精神，也是燃电

班组刻入骨子里的班组文化。

2021 年 3 月，他们迎来了机组的首次年

修，每个人都把这次检修当成一场战斗。

为了一切服从于检修，他们按照“早七晚

八、节假无休、24 小时随时待命”的原则自发

调整了作息时间，而且根据工作关联组团拼

车，上下班途中大家继续对当天的检修进行

复盘，安排次日的检修计划。

“检修一定要有责任心。”负责锅炉检修

的机械点检员郭建新说。为了确保锅炉检修

进度，他提前把检修项目整理清楚，严格把控

每一道程序。每个检修项目开始前，他总是

把需要沟通协调的事项提前做好，需要的工

具、人员的配备等等一应俱全。

每当有重要检修项目，郭建新总是主

动加班，紧盯现场。换热器堵漏是本次检

修的一个重要项目，焊接时他寸步不离现

场。每次堵漏完毕打压实验后，他还钻进

锅炉爬上脚手架，脸贴到管壁上，仔细地观

察堵漏情况。

经过不懈努力，他们高质量完成首次年

修，检修质量 100%达标，机组一次成功启动，

比计划提前93小时并网发电，创效512万元。

“创新是我们这个作业区最显著的特

征。”作业区成员姚海峰骄傲地说。

燃气集控工牛东栋团队在区域作业长王

刚的带领下，解决了一直困扰职工的柜内密

封油倒运作业的难题，研发的新工具投用后，

仅一名工人即可完成全部作业，有效避免了

频繁启停抽油泵，大大缩短了密封油倒运时

间，同时也降低了工人触电风险，具有较高的

推广应用价值。

王刚还带队推进提升转炉煤气系统平衡

能力攻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果，转炉煤气限收

率同比降低 1.65 个百分点，回收量同比提高

1.5立方米/吨钢，年创效 500多万元。

从零开始，他们“二次创业”
锻造硬实力，锤炼战斗力，激发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