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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9日18时，夜色开始笼罩大

地。虽然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但兰州石化化

工储运中心铁路运输车间货运内勤班女工王

文妍依然在细心地核对产品包装数量，一件

件清点确认无误后，装车发运。

“都是急需的医用化工原料，是宝贵的抗

疫物资，必须100%完好，容不得半点马虎。”王

文妍说。

这里是兰州石化公司化工储运中心铁路

运输车间。兰州石化公司是我国西部地区最

大的炼油化工企业，近年来，企业通过自主创

新的高压聚乙烯医用料，打破了国外垄断，成

为替代进口的一张化工“新名片”，助力疫情

防控，受到国产药剂企业的青睐。

王文妍所在的铁路运输车间货运内勤

班有 8 名员工，主要负责化工原料和产品的

计划对接和货运工作，是公司唯一的女子

倒班作业班组。因为常年工作在石油化工

城里的铁路线上，大家亲切地称之为“铁路

玫瑰”。

100%安全纪录

“医用料运输环节必须零污染，外包装首

先就要零破损，发运环节更要零失误……”若

干个“零”，成为货运内勤班的工作信条，

也促成了“铁路玫瑰”保持完美的运输完

好纪录。

为生产高压聚乙烯医用料，兰州石化建

成投用了无菌洁净包装厂房，严格依据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对原辅材料进行清洁化、

密闭输送、洁净化包装，精细把控医用料全流

程生产。

医用料在生产、包装、储存环节确保了无

菌洁净，在铁路运输环节也要消除可能出现

的污染。医用料包装袋在装卸、搬运、运输等

环节容易被尖锐物刺破，造成破损。为此，在

班组员工建议下，使用窗户和车身一体成型、

内部平整的“一体车”运输。

然而，“一体车”车源较少，且编组较为零

散，每次都要从多条铁路线路上挑选调车，增

加了调度员的工作量。班组员工要一边精准

对接生产计划，一边与石岗车站及时沟通协

调，第一时间掌握“一体车”到达数量、厂内停

放线路等信息，协助车间调度员精准下达调

车计划。

“医用料产品的发运必须做到实时对

接，优先将车辆发运凭证上传车站，千万不

能马虎。”这句叮嘱，几乎成了班长吴莉萍的

口头禅。

2022 年以来，医用料吨包产品市场需求

量不断增加，“一体车”外排和起票格外频

繁。班组每天都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中，

整理核对厂内“一体车”的数量、车号、车况等

信息，迅速与车间调度对接调车、排车。

紧张高效的工作衔接不仅使货运内勤班

的工作得到客户一致好评，更使得产品运输

完好率始终保持在100%。

点点滴滴降本增效

铁路延时费用是铁路部门对超过规定时

间标准额外占用铁路货车所增加成本的补

偿，车辆在厂内的停留时间直接影响延时费

用的高低。该项费用管控也是化工储运中心

提质增效的一项重要工作。

班组员工每日精准核算车辆厂内停时，

每月分析影响车辆停时的主要原因，控制车

辆延时费用发生。女工们每天与石岗车站

货运员认真核对延时费结算信息，多次纠正

多开、错开的车辆信息，有效避免多余费用

的产生。

一次，吴莉萍在统计分析当月铁路延时

费时发现，有 10辆棚车信息有误。她一个班

次一个班次地核对记录，一辆车一辆车地核

对信息，忙了一整天，终于找到原因，避免了

2000多元的延时费。

为了确保化工区原料到达、产品发运的

工作准确无误，班组员工积极建言献策，他们

提出的“货运运单电子化传输”合理化建议，

替代了原有人工传送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缩短了货物运单传输时间，将车辆厂内停留

时间由 28.4小时/车降至 26.8小时/车。同时

电子化传输方式代替了面对面交接，在疫情

防控期间避免了人员接触的风险。

与此同时，班组员工提出的“优化煤车对

位管理，减少煤车停时费用”等多项合理化建

议付诸实施后，缩短了货物运单传输时间，提

升了铁路货运效率，有效降低铁路延时费用。

安全货运10年

“原始记录要可靠、统计分析才有效；客

户反馈勤分析、品质改善有保障”——这是货

运内勤班践行的工作理念。在工作中“多问

一声，多看一眼，多走一步”，准确掌握化工计

划、产品库存、车辆等情况，方能确保货运安

全。正是凭借对细节的注重，货运内勤班保

持了连续10年无货运事故的纪录。

每天核对发运票车号和实际发运车号是

一项琐碎且细致的工作，对不上车号的情况

时有发生，需要班组员工与石岗站、调度等多

方核对，以实际发运车号为准。

2022 年 6 月 28 日，准备交班的班组员工

贾佳玲在核对发运车辆信息时发现有一辆棚

车与实际信息对不上。虽然忙了一个夜班很

疲惫，但她明白有疑问就要去核实，不能将

“错误”延续到下个班。她赶紧跑到 302调车

场的34号线上核实信息，并及时更正，保证车

辆登录准确无误。

2022年，疫情反反复复，面对生产装置持

续高负荷生产，班组员工主动了解化工产品

排产动态、到达车型和销售计划，杜绝因装卸

车计划错误、车型不匹配等造成重复作业，严

把安全关键点，严格执行作业流程，努力保持

着货运无事故的纪录。

正是凭借着零失误、零事故的作业纪录，

这朵石油化工城里的“铁路玫瑰”喜获2022年

度“甘肃省五一巾帼奖”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医用料运输环节必须零污染，外包装首先就要零破损，发运环节更要零失误……”

若干个若干个““零零””，，成为货运内勤班的信条成为货运内勤班的信条

我在班组G

李学莉

2022年 12月 19日 3时 20分，李莉将一个

热乎乎的鸡蛋揣进厚厚的棉衣口袋，走出了家

门。气温已经到了 0摄氏度以下，一阵寒风刮

来，她赶紧把帽子紧了紧。

李莉是胜利油田矿区物业服务中心人力

资源服务中心市政管理项目部垃圾清运班的

驾驶员。她所在的班组，共有 43人和 40台垃

圾清运车，承担着 179个小区和 160多个办公

区域的垃圾清运工作，日清垃圾约310吨。

来到垃圾清运车停车点，绕车检查一圈，

发动车辆，一切正常。“天一冷，就怕车子出问

题。”李莉说，她负责 5个小区和 6个厂区总计

190桶垃圾的清运工作。装车完毕，要运到105
公里外的垃圾处理厂。

干这项工作 26年，李莉的手机一直设着 3
时的闹钟，怕自己睡过头。

“现在车上有暖风、空调、自动化倒桶，比

起以前来已经很享福了！”项目部经理刘永军

也是有着20多年工作经验的垃圾清运驾驶员，

他说，刚刚参加工作时，夏天，垃圾桶内餐厨垃

圾发酵后散发恶臭，每次搬运难免会溅到身

上，和着汗水，刺鼻的气味弥漫在整个驾驶

室。冬天，四处透风的驾驶室和室外一个温

度，厚厚棉衣套着，还是半天暖和不过来。

20年历练让刘永军练就了一身绝活：垃圾

车出现故障，他通过声音就可以判定故障点，手

到病除。哪辆车进院，他听声音也能分辨出来。

为了错开上班、上学高峰期，必须赶在7时

30分前完成装车。一年 365天，只有大年初一

大家才会轮休一天，前提是除夕那天要清运两

趟，确保大年初一桶内干净清爽。

52岁的驾驶员张书培说，临近春节除旧迎

新，垃圾量是平日的几倍。“除夕的晚上装运完

最后一车，一般要到晚上7时多了，来回路上跑

的大部分都是垃圾车”。

耳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眼前蹿起的五彩

烟花，也会有瞬间的“委屈”让人鼻头一酸，但看

到万家灯火的温馨，见到家人等候在年夜饭的

桌前，那种感觉又被幸福替代。“自从干上垃圾

清运这活儿，大年初二就没陪媳妇一起回过娘

家。”张书培说。

一段时间以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居家工作

学习的人多，垃圾量倍增。李莉会把大袋的垃

圾捡到车上，余下的通知物业人员清理。原本

一个垃圾点需要干20分钟，现在需要50分钟。

刘永军连日来都住在办公室。每天凌晨

就怕电话响起，传来某个驾驶员因病不能正常

出车的消息。

12时20分，李莉才从垃圾场返回。“以前可

以在路上吃个早饭，现在不敢摘掉口罩吃东

西，只有完成一趟后，返回值班室，早饭午饭一

起吃了”。

人手不够，每人都必须加跑一趟。中午太

阳一晒是最容易犯困的，刘永军说，必须休息

30分钟，才能出第二趟车。

李莉直到 19时才返回，以为是最晚的，没

想到半个小时后张培书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

来。忙碌一天，防护服脏了，“大白”变成了“大

黑”。“好几个垃圾点的装运人员都不能到岗，只

能自己装车，所以回来晚了。”张培书说。当刘

永军端着热好的饭菜进来时，张培书已经斜靠

在沙发上睡着了。

李莉替张培书把驾驶室、车身消了毒。26
年的垃圾清运工作，从开始的不适应，到习惯，

再到慢慢变成一种责任。爱干净的她，不管多

晚完成任务，总会把驾驶室内擦得干干净净。

只有大年初一大家才会轮休一天，前提是除夕那天要清运两趟

闹钟设在三时的垃圾清运员

技能提升路上处处是“华山”

00后的春运首秀

兰州石化公司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炼油化工企业，铁路运输车间货运内勤班有

8 名员工，主要负责化工原料及产品的计划对接和货运工作，是该公司唯一的女子倒班

作业班组。

阅 读 提 示

班组现场G

技术人员当班长
本报讯 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中原建工沙特

项目部推行技术人员担任班组长的管理模

式，技术人员直接管理施工人员。

在沙特达曼穆塔布项目预制U梁安装施

工过程中，工程地形复杂，吊装作业难，吊装

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武明明担任施工班组

长，带领大家展开技术攻关。

由于 U 梁安装的精度要求高，传统的吊

机安装方法显然不能满足。武明明带领组员

研究安装工艺、研制专用工具，短时间内确定

了便捷的施工工艺流程。起初安装U梁的速

度是2小时/片，通过不断调整，最后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施工效率达到45分钟/片。

据悉，中原建工以创建创新型班组为依

托，在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提升的同时，形成了

自主管理与创新引领相辅相成的项目部班组

管理模式。 （黄俭 杨伟）

一线资讯G

坐着“中巴”去采煤
本报讯“这就到站了，比坐‘猴车’快多

了，稳当还暖和。”近日，山东能源鲁西矿业郭

屯煤矿井下通勤车启用，从副井口车场到二

采区二联巷停车场，3000多米的路程仅用 15

分钟，让职工赞叹不已。

“原来从副井口到最远采区距离达 6100

多米，如果步行，单程耗时接近 90分钟，即使

安装了架空乘人装置，单程也得 70分钟。”该

矿总工程师赵仁宝说。

2022 年，郭屯煤矿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提出科学合理的辅助运输系统改造方案，采

用“单轨吊＋无轨胶轮车”运输模式，分三期

工程逐步实施，解决物料和人员运输效率低

下问题。2022 年 12 月 31 日，无轨胶轮车一

期工程正式全线通车。

“从轨道运人车到架空乘人装置、再到无

轨胶轮车，每次转变背后既是矿井高质量发

展的需要，又是提升职工幸福指数的迫切要

求。”该矿矿长申世豹说。 （王凤斌 范腾）

范琦

我们吉林石化公司质检中心西二质检班有个传统，
班组聚餐吃什么，要由班组技能赛“华山论剑”的冠军来
决定。

质检班是有着几十年优良传统的金牌班组，各路分
析高手云集，人人都有几手真功夫。质检中心成立后，同
事们更是响应中心“一岗精、两岗能、三岗会、全岗通”的
号召，互帮、互学、互比，在日常工作中同练功、共进步，力
争站上分析技术的“华山之巅”。

高手比拼要比快。将样品送入色谱仪，谱图对不对，
数据平不平，考量的是调色谱针的手法高不高、进样速度
快不快的真功夫。

高手比拼要比稳。滴定分析终点变色常常就是在那
四分之一滴，靠壁、平摇、变色，屏息凝神，控制滴定管的
手似动未动间，管间凝结的那肉眼难见的水滴已经让溶
液从性质到颜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色彩转换
间考量的是手稳不稳、控管能力强不强的真本领。

高手比拼要比准。精确到万分之一克的天平是见证
手上功夫的试金石，瓶盖轻磕瓶身，药粉散落。毫厘不差
中，考量的是手上的准头和对样品性质的了解，没有一万
次的苦练哪来这万分之一克的精准。

在一次次比快、比稳、比准中，“新人小白”练成了“行
家里手”。苦练分析技能，敢与强的比、敢和快的争、敢向
高的攀，技能提升的路上你我皆高手、处处是华山！

郭修山

1 月 7 日，春运首日，山东省气象台发布强降温消息。此

时，在徐锋的巡检记录本上，近几天的气温变化已做了备注。

32 岁的徐锋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工务

段源迁线路工区的一名线路工，他常年坚守在深山里的辛泰

线上，用脚步丈量大山中的钢轨长度。

“今年我正好入职 10 年，这也是我的第 10 个春运。”徐锋

喝了口热水，挎上工具包，和同事刘帅踏上了巡检之路。

当天，他们要对辛泰线 K41公里 500米至 K51公里 500米

线路进行巡检，重点巡检口头隧道——管内最长的一条隧道，

全长 1223 米。口头隧道距离工区 18 公里，那里地形险要，人

烟稀少，其中 70度以上的陡坡有两处。在通往作业点的主干

道两旁，大红灯笼已经高高挂起。

13 时 30 分，驻站联络员下达点外作业上线命令，他们要

爬上 70度的陡坡，再经过一条长 150米的铁路桥梁，才能到达

口头隧道。徐锋用检查锤敲击钢轨和站栓，一米一米向前移

动，同时，仔细观察线路设备是否完整、周围有无危及线路安

全的各类风险……尽管山中温度低，但他早已浑身冒汗。“衣

服里面过夏天，外面过冬天。”他一边擦汗一边说。

进入隧道后，眼前漆黑一片，只能靠着头灯微弱的灯光踩

着轨枕前行。“天气越冷，我们越要打起精神，任何细节都不能

放过。”徐锋转过头向刘帅嘱咐道。

隧道里除了脚步声，就是清脆的石砟碰撞声。徐锋借助

头灯的光亮，三步一弯腰，十步一伏地，给铁道线进行全面“体

检”。他不时地用道尺测量线路数据，通过数据变化来判别病

害的轻重缓急。

“隧道内气温低，隧道壁上极易形成冰溜子，像利剑一样

悬在一侧，掉在线路上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影响列车运行。”说

话间，徐锋踩着碎冰向隧道深处进发。黑暗、悠长的隧道中，

“嚓、嚓”的脚步声在回荡。

列车通过口头隧道需要 90秒。徐锋深知，为了这 90秒的

安全，一点都马虎不得。

1月 6日，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车辆段动车组运用所的两名00后地勤机械师
乔小波（左）和李茹对将于春运首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司机室进行制动实验和数据采集作
业。今年春运，该段有27名00后独立顶岗作业。 张炯 张晋彤 摄

王梅 马锐超 文/摄

1月 5日 15时 22分，K1540次列车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管辖的滁州北站出发，380名藏族务工人员在客运志

愿者引导下，带着在外打拼的收获和即将与亲人团聚的喜悦

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23 岁的拉毛扎西 2018 年与妻子、父亲一同来安徽务工。

工作勤恳、善于学习的拉毛扎西目前在一家电子产品制造企

业担任副班长，他的父亲和妻子是操作工。“刚来时，语言交流

有困难，饮食也不习惯，现在都适应了，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我

们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拉毛扎西开心地说，“我们 3年没

回家了，今年终于能回家过年，特别高兴！”

380 名藏族务工人员包了 4 节车厢。“考虑到藏族旅客携

带的行李较多，我们提前与列车调度指挥中心联系协调，将

K1540 次列车调整到 1 站台停车，方便他们上车，还增加了服

务人员。”滁州北站党总支书记安二顺说。

据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镇就业帮扶基地劳务工作站

工作人员拉毛草介绍，自2022年工作站成立以来，他们和蚌埠站

开展春风行动，“点对点”输送在皖藏族务工人员回家过年。

温暖返乡路

新年先上安全课
本报讯“2018 年 1 月的一天，我队职工

夏某某在采区煤仓开溜子时，由于刮板运输

机上的破碎机安全防护装置不可靠，导致破

碎机飞出一块矸石将右小腿砸伤。这是由于

伤者本人自主保安意识不到位，加之对破碎

机飞矸伤人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力造成的，

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川煤集团华荣能

源柏林煤矿综采队职工文某在 1 月 3 日早班

班前会上向工友们敲响了安全警钟。

新年伊始，该矿围绕百日安全活动目标，

制定了强化安全宣教、风险管控、隐患治理、

标准化动态达标等为主体的安全工作方案，

按照全员、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的工作要

求，将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为了进一步强化安全警示教育，该矿各

区队充分利用职工学习会、班前会，组织剖析

各类典型事故案例，观看警示教育片，引导职

工落实好安全措施。 （何永兴）

守护“90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