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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帅

看到“最班组”大赛通知后，我立刻召集

班组人员开会，讨论参赛事宜。

今年“最班组”短视频大赛的主题为“班

组这十年”，至于具体拍什么，通知中举了三

个例子，分别是十年中班组最具有价值的创

新、最难以忘怀的闯关和最引以为豪的荣

誉。讨论会上，有人建议挑其中一个拍就行

了，这样比较容易，并且可以拍得更深入更

具有故事感。但是大部分员工都觉得参加

一次比赛不容易，有可能以后没机会没精力

去创作同类型的作品了，所以建议把上述三

个内容都在视频中体现出来，让我们班组在

全国的舞台上好好“亮个相”。

我们班组的名字是“苏11-2集气站”，隶

属于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班组成立于2009年3月，现有正式员工9人，

平均年龄 43岁。选择哪些内容来体现上述

“三个最”？通过讨论，大家达成了一致。

班组每年都有创新成果，十年间最具有

价值的创新当属 2018年的轻烃分离流程优

化了。流程革新后，破乳剂的使用效率提高

了，轻烃分离效果更好了，全年累计增产轻

烃 100吨，创造效益 30余万元。

我们选择了副站长樊庆阳和技术员

高立勇来出演这部分内容。樊庆阳有个

响亮的外号叫“沙漠一抹红”，因为他曾在

分公司技能比武中获第二名，而且是个创

新能手，经常做各种实验。高立勇的技能

水平在班组成员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拍

摄过程比较顺利，可以说他们都是本色出

演，一镜到底。

班组十年间最难以忘怀的闯关则是因

新冠疫情停止倒班的经历。2020 年初，由

于疫情的暴发，倒班回家休假的员工无法按

时返岗，导致班组人员不足。在岗值班人员

克服重重困难，努力保证生产运行。

这段内容由巡检工刑党辉出演，他的外

号是“常务副站长”，平时班组的很多杂活都

是他来做的，疫情期间也承担了很多分内分

外的工作，所以也算本色出演。

班组十年间最引以为豪的荣誉就属“大

漠堡垒站”称号了，这是公司颁发给班组的

荣誉，也是对驻守在内蒙古毛乌素沙漠深处

的采气人最好的鼓励。

让我们班组好好让我们班组好好““亮个相亮个相””

班组现场G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杜世中

大雪节气过后，京城的天气一天比一天

寒冷。5时 30分，寒意袭人，李萌出门。

不论春秋冬夏还是风霜雨雪，李萌总是

会在 6时 30分前准时出现在北京市东城区环

卫中心时传祥所。

做好健康监测，简单吃点早饭，换上工作

服，安排好一天的工作，她和同事们 7时准时

出发，前往准备清理的粪井点位。

作业前，李萌在粪井点位旁摆上“环卫作

业”警示牌。在打开粪井井盖前，她仔细地喷

洒消毒液对井盖及其周边进行消杀。她说：

“最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我们不能马虎。”

“咣当”一声，三四十斤重的粪井井盖被

李萌熟练地用铁钩钩到一旁。她动作麻利地

将粪管放入粪井，用绳子拽着，缓慢移动，轻

轻“打漂”……大约 3 分钟后，井内的粪便已

经抽取干净。完成后，她将吸粪管收好，再次

拿起消毒液，对吸粪管、车轮、井盖及其周边

地面进行消杀。

“平房区房屋密、住户多，院里大多没有独

立卫生间，公厕清运及不及时，直接关系到居民

的生活环境质量。”李萌告诉记者，为了不影响居

民早上出行，她和同事们会先到街道粪井完成

清运，然后再开着车到胡同公厕进行清运。

李萌担任班长的“三八女子抽粪班”现有

7 名女职工，加上“时传祥青年班”和其他班

组的工作人员，总共 42 人，负责东城区南片

594 座公厕粪井的粪便抽运工作。每人负责

20 到 23 个“井子”，每人每天要抽三趟车，完

成 9吨的抽粪任务。

2009年 12月退伍后，21岁的李萌毅然放

弃了其他的工作机会，选择了北京市东城区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环卫时传祥所的“掏粪”工

作。这里不仅是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生前工

作的单位，还涌现出了张孝敬、李学玲等一大

批先进人物，李萌也希望在这里建功立业，继

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作出一番成绩。

短短几年时间，李萌从一名党的好战士

成长为一名环卫战线上的好职工。2012 年

被评为“北京榜样”，2018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今年 10月，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在她负责的 20多座粪井中，很多都散布

在纵横交错的狭窄胡同中，有的胡同抽粪车

进不去，就要抱着粪管子徒步走到粪井边。

有时碰到有私家车压住粪井，还要四处找人

帮忙挪车。为了弄清粪井溢满规律，每天干

完活，李萌就主动骑车巡查。她说：“干上这

行，咱就得用心干好！”

以心换心。如今，辖区内的居民几乎都认

得她，压车了会有人主动帮她找车主，酷暑下

有人会主动端水给她喝。有一次突降大雨，李

萌淋着雨干活，一位老奶奶还主动为她打伞。

“用心干好这一行”的抽粪班班长

要敲到位
夏富青 荚锋

在安徽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负 850 米 62 至 18
号采场巷道，采矿班班长吴魁对刚入职不久的青工徐诚说：

“这些天我一直带你做‘敲帮问顶’的检查工作，今天考验你一

下，看你学得怎么样，你来检查，我来辅助。”“好的，班长。”小

伙子跃跃欲试。

徐诚手拿撬棍在采场巷道仔细地检查着，吴魁跟在身

后。在一处顶板下，徐诚停了下来，他盯着那处岩石对吴魁

说：“班长，我觉得那里好像有一条断裂线，仔细看又不像，大

概没问题。”

吴魁严肃地说：“小徐，在安全检查上一定要杜绝‘大概、

也许、差不多’等模糊思想。你既然有了怀疑，就一定要去求

证，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隐患，做到万无一失。”

徐诚羞愧地低下头，说:“班长，我懂了。”随后，他站到安

全位置，用撬棍在那处岩石上敲击几下，落下几颗浮石，断裂

线不见了。

“班长，问题处理好了。”

“小徐，检查断裂线不能只从一个角度来看，要从不同角

度来观察，你再换个方向仔细看看。”

“从这边看，果然有一条断裂线，班长还是你厉害！”徐诚

沿着断裂线用力敲击了几下，一片岩石瞬间落了下来。

“‘敲帮问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和细致入微的检查，要做到敲全面、敲到位，千万不可点到为

止,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吴魁语重心长地说，“小徐，在

井下上班，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从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安

全习惯，一定要多看、多听、多问、多学。”

“班长，您以后多考考我，这样我才能进步得更快！”徐诚

诚恳地说。

李定俊

一个又高又瘦、皮肤黝黑的人朝着车辆检修工位走来。

外制动作业人员正在检修车辆制动系统，一见这人，不禁打趣

道：“老蒋又来找茬了。”

“老蒋”大名蒋俊轩，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

宁南车辆段南宁质检组的一名质检员，主要负责铁路货车车

辆检修的质量检查。而南宁南检修车间架落班外制动作业人

员负责车辆制动系统的检修，关系到列车能否正常刹车，是车

辆检修中的核心岗位，因此受到蒋俊轩的“重点关照”。

早在 2009年，蒋俊轩开始担任质检员，如今已经是车辆钳

工高级技师，在车辆检修方面可以称得上“半个专家”。而 17
名外制动作业人员全部都是 35 岁以下，用蒋俊轩的话来说：

“他们就像我的小孩一样，我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外制动检修岗位技术要求高、作业强度大，培养出一名技

艺娴熟的人员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刚入职的许静轩成了

蒋俊轩“关照”的重中之重。

早在学校便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许静轩来到外制动岗

位，跟着师傅学习三个多月后，经考试合格开始独立上岗。没

想到独立上岗的第一天，蒋俊轩就来了，说要对许静轩进行全

过程的作业盯控。

蒋俊轩是出了名的严，每一个细小的问题都不放过。这

下许静轩的脸变成了“苦瓜”，近两个半小时的作业过程，他每

一步都非常小心，脸上不停地冒汗，但还是有几处小失误挨了

批评。作业结束后，蒋俊轩说：“小伙子，还得多练练啊，制动

系统检修可马虎不得。”没等许静轩缓一口气，蒋俊轩又说：

“下午继续，这几天我都盯着你。”

一连三天，许静轩挨了不少批评，实在受不了了，忍不住

吐槽：“蒋师傅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我，你去找找别人吧，你在这

儿，我慌得很。”蒋俊轩说：“这就不行了？你去问问别人，外

制动哪个不是我看着过来的，哪个不挨我批评？你们检修质

量不行的话，让我们怎么能放心？”

许静轩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看到他不知所措的样子，蒋

俊轩语重心长地说：“行车无小事，我们检修人员对质量要有

敬畏之心。车辆的检修质量不能全靠我们质检员，你们的检

修质量提高了，列车运行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许静轩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他不再抵触“盯控”。半个

月后，看着许静轩流畅地完成检修工作，蒋俊轩一脸满意地离

开了。许静轩长舒一口气，说：“这下我应该算是合格了吧！”

“重点关照”

黄强

9 月份，我们矿接到 2022 年全国“最班

组”短视频大赛的通知，众多摄像爱好者纷纷

摩拳擦掌。据不完全统计，凡口矿共有各类

班组近 50 个，如何选出一个能一下“抓住眼

球”的班组呢？

最终成为主角的是采矿车间机械化采矿

工区台车爆破班。该班组现有职工 12人，作

业台车 21台，十年间完成井下爆破 2万次，爆

破量近千万吨，产生效益数十亿元——如此

“多金”的班组太不应该被“埋没”了！

十年来，在这个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班

组里，一个个毛头小伙成长为技能娴熟的爆

破高手。他们每天搭着罐笼上下井，背着雷

管走巷道，一到井下作业现场，凿岩、装药、放

炮等一连串动作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钻

头对位要准，开口打眼要稳，钻臂变位要快，

打眼顺序要活，“准、稳、快、活”的四字操作法

印刻在他们心中。

从 SOLO05 大台车变为 K41 小台车，

使得最初设计孔深 4杆变为现如今的最深

可达 20杆。尤其是利用小台车 360度悬臂

和自动接杆技术，实现了打钻零死角，产量

安全双保障。这是令人欣喜的变化。

撬毛台车处理松石取代人工处理，台

车装药取代人工背药，锚网台车取代人工

锚网，液压台车取代人工打钻，工效成百倍

地提高，一步步助推矿山实现机械化、自动

化目标。这是令人骄傲的变化。

从点多面广分散爆破到如今安全可控集

中爆破，单次爆破量从20Ｋg增至7000Ｋg，雷

管起爆方式从火雷管、电雷管、导爆管雷管再

到数码电子雷管。这是充满能量的变化 。

十年，台车变多了，线路变长了，效率

提高了，不变的是台车人不断进取的初心。

最“多变”的台车爆破班

刘承运

收到“最班组”短视频大赛通知后，我们

这个由钻头合金事业部的年轻人组成的“钻

头视角”摄制组就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从班

组的选定，到如何呈现班组十年来的变化，

各抒己见，最终作为导演的我决定用质朴自

然的语言来讲述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

司钻头合金事业部合金一厂压制班这十年

的故事。

压制班是事业部人数最多的大家庭，同

时也是温暖友爱的大家庭，他们携手走过一

个又一个十年，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被评

为中国五矿“百强班组”。通过这次拍摄，入

职时间不长的我们对这个优秀班组有了更

多的了解。

这是一个时刻绷紧安全弦的班组。安全

责任重于泰山，要做好安全工作，关键在日常，

需要从点点滴滴做起。该班制定了详细的安

全班规，比如身体状态不好的员工必须换班、

不能一人开机等。有些员工刚开始不理解，觉

得自己为了赶产量才这么做，应该鼓励才对。

后来他们慢慢理解了，身体不好坚持上岗和一

个人操作不仅不安全，效率也不高。

为了在班组树立“我要安全”的意识，该

班班长鼓励班组员工提安全合理化建议，并

不定期收集，配合事业部进行整改。近两年

来，该班每年收集合理化建议近 40条，并及

时改进。如安装安全防护栅栏的建议，就杜

绝了相关的安全隐患。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为了提高压制

工的质量意识与自检能力，该班制定了一

份详细的流程：每班两个人轮流进行为期

两个月的自检，质检人员只在两个时间段

进行抽查，其间遇到有疑问的产品可以向

质检人员或工艺人员请教，或自己进行试

烧。周期结束，压制工的质量判断能力大

大提高。

该班加强设备管理，严格按“设备日检表”

维保内容执行，采取“包机人”制度，按照“定

点、定量、定人、定岗”对设备进行维护点检，有

效降低了设备故障率，确保生产顺利进行。

他们建立了班组绩效考核办法等十项

班组管理制度，形成了项项有标准、月月有

考核、季季有评估的机制，制定了以质量、产

量为主的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用考核的杠

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压制班的员工们说，已记不清班组的压

制大师喻峰为大家进行了多少次培训，但他

们感觉喻峰的课常听常新，收获不小。喻锋

则给我们讲述了一些十年前的故事，十年

前，压制班还没有普及机械手，不仅产能不

足，员工操作也辛苦，自从引进了自动化设

备，产量翻了几番，一个人可以看多台设

备。说起这些，他满是骄傲与自豪。

在拍摄中，我们深刻感受到这个班组有

一种向上的力量。向知识型、技能型、管理

型先进班组迈进，这是支撑着压制班所有员

工不断进取的信念，也是他们不断奋斗的

目标。

向知识型、技能型、管理型先进班组迈进

这个班组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张志喜 王月

自 9月 28日首钢水钢铁焦事业部高炉作业区喷煤班班长

刘璐对高炉一期制粉系统磨煤机出口温度测温电偶进行改造

以来，人们欣喜地看到，以前频繁更换的测温电偶再也没有更

换过，在降低职工劳动强度的同时，也节约了成本。

测温电偶是实时“掌控”高炉一期制粉系统磨煤机出口温

度的关键设备，现场生产过程中，测温电偶因磨损严重导致更

换频繁。一个电偶单价 300 元，每周需要更换 2~3 个，每月累

计需更换 8~10 个。不算人工成本，仅每月更换电偶就需要

2400~3000元，一年下来需要近 4万元。此外，有时电偶坏了，

为保生产，要通知电气班的电工来更换，整个更换过程需要近

3个小时，影响到正常的煤粉制备。

“一个测温小电偶为何易造成制粉系统频繁启停？”这个

问题让刘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决定对测温电偶进行改

造。通过从网上查询和多方打听，他发现市场上有一种耐磨

高温套管，可在现场使用后发现它测量的温度要比实际温度

低 3~4度，影响判断，不能很好地满足生产要求。

怎么办？刘璐没有气馁，他在网上联系到一个做耐磨管

的厂家，对方称可以做成套管。加工制作后，拿到现场使用时

发现管子与电偶之间仍存在缝隙，不能很好地固定。

刘璐没有放弃，有一天他在逛家居市场时，偶然得知有一

种胶水可以粘住金属与陶瓷。他购买这种胶水回来试验后，

问题得到了解决。

经过改造，测温电偶再也没有出现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

试用基本上没有磨损。“从测温电偶的现场使用情况看，估计使

用半年以上没有问题。我在改造测温电偶过程中仅花了 75元，

没想到这项小改造让成本实实在在降了下来。”刘璐高兴地说。

改造成功
在中煤华利和翔公司别斯库都克露

天煤矿机电维修队，有一支青年突击队，
不仅技术过硬，而且责任心强。为保障
生产稳定运行，他们每天要对坑下管路
和排水系统专用变压站进行巡检和维
护。眼下，露天坑内白雪皑皑，雪地上留
下了他们深深的脚印。

图为青年突击队队员正对管网进行
加固焊接。 李磊 摄

雪地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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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班组·拍摄手记⑨G
凡口矿采矿车间机械化采矿工区台车爆破班正在矿井中拍摄凡口矿采矿车间机械化采矿工区台车爆破班正在矿井中拍摄““最班组最班组””作品作品。。 肖锋肖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