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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俊

一大早，钟超明就来到油漆房，调和配置今天要用的

油漆。他昨晚看了工作计划，今天检修的车比平日多一

些，他要早点调好，保证效率。“每一桶原漆的黏稠度都可

能不一样，调制时要把握好，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这样

打出来的标记才是最清晰的。”钟超明说。

钟超明今年 59岁，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南车辆段南宁南检修车间的一名油漆工，他主要负

责给铁路货车车体涂打油漆标记。

标记就像车辆的身份证一样，包括车型车号、载重、车

辆长度以及一些安全标识等。运行时间久了，车辆标记会

变得模糊不清，入库检修时，就需要油漆工们给车辆换上

新的“身份信息”，重新开启新的运输任务。

在很多人看来，涂打油漆标记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没

有技术含量，也不那么重要。但在钟超明看来，这是关乎

铁路形象的大事：“铁路货车在全国到处跑，谁都可能看

到，人家看到车的时候，最显眼的肯定是我们涂打的油漆

标记，如果涂打得不好，会影响铁路形象。”

油漆工不仅要忍受难闻的油漆气味，涂打标记时

还容易把油漆弄到身上各处，所以他们的工作服总是

油迹斑斑。这对新人很不“友好”。每一个进入油漆组

的新人都跟着钟超明学习，他总能抚平新人刚从事这

项工作时产生的负面情绪。

他时常和组里的人说：“当你把涂打油漆标记当成是

在制作一幅艺术品，那你就会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

钟超明家在铁路边上的小区，有时候看着那些疾驰

而过的货物列车，钟超明会想到自己制作的“艺术品”在

全国各地开着“展览会”，他顿时感觉心里美滋滋，自豪感

十足。

油漆工的“艺术品”

车站里的“最强大脑”

班组现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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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何时抵达、啥时候出发、停在几号站台，这些指令

都是从哪里发出的？在江苏常州火车站一号站台边，坐落

着一栋很不起眼的白色小楼，车站值班员孙云焕和助理值

班员袁佳玮在行车室内紧张地忙碌着。在不足10平方米

的房间内，两张长桌，3部数字智能操作台，9台液晶屏幕，

构成了他们工作的小天地。开闭信号、确认进路，呼唤应

答、联控列车，这里是整个车站的“CPU（中央处理器）”，每

天有超过140趟列车在他们的指令下安全运行。

0时 19分，25岁的袁佳玮接到 51岁的孙云焕发出的

“执行”命令后，点击进站信号和股道终端按钮，确认进站

信号无误后，口呼“信号好”。随后，袁佳玮联控列车司机

并紧盯行车监控屏上火车运行的红白光带，孙云焕通知客

运工作人员列车进入股道和站台……尽管两人有着26年

的“最萌”年龄差，但配合十分默契。

行车室内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今年春运期间客

流量较大，开行列车车次较多，两趟列车之间最短的时

间间隔仅 5 分钟，因此工作量也增加不少。才参加工

作不久的袁佳玮第一次见到密密麻麻的春运临客开行

日计划表，有些慌。孙云焕笑着安慰她说:“我们可是

这座车站的‘最强大脑’，只要集中精力，认真仔细办好

每一趟接发列车，你肯定没问题的！”

忙的时候，他俩平均每3秒钟就要下达一个指令，一分

钟就要说上近30句话，遇上饭点顾不上吃更是常事，只有

在列车运行间隙才能扒上几口。

“工作时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还感觉不到疲倦，可

是一下夜班，立刻就会感到喉咙发干、脑袋发昏。”袁佳

玮说。铁路行车岗位需要长期熬夜，劳动强度非常大，

鲜有女性涉足。长相秀气、性格文静的袁佳玮骨子里却

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孙云焕给小搭档袁佳玮传授了忙中有序的秘诀:“面对

‘电话轰炸’，更要静下心、沉住气，根据时间紧急情况来安排

任务顺序，最重要的是全神贯注不遗漏任何一个作业步骤。”

韩勇 董治国 王燊

2月 5日是农历的正月十五，8时刚过，扇

形检修库门前已是一片忙碌的景象。红、绿、

橙、蓝……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型号的内燃机

车围绕在一个巨大的、正在不断旋转的转车

盘周围，机车发动机的轰鸣与人声、风笛声交

织成一片。

张善国一边用对讲机联系，一边熟练地

操纵手轮和换向杆，控制着转车盘的转速和

位置。54岁的他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

限公司牡丹江机务段整备车间外勤班组的一

名转盘司机，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

10年。以前曾经是火车司机的他，2013年因

为身体原因转岗来到这里，每天以另外一种方

式，继续与他再熟悉不过的火车打着交道。

这座扇形检修库的面积有 9431 平方米，

机车的检修、检测、整备、保养等工作都在这

里完成。从空中俯瞰，库房就像一把打开的

折扇，34条机车轨道犹如 34根扇骨从中心点

向外延伸至库内。

在这个中心点的位置是一个直径达 27
米的圆形转车盘，入库检修的机车，需要先开

到转车盘上。张善国操纵转车盘通过原地旋

转的方式对准相应的轨道，然后机车开下转

盘进入库房进行维修作业，作业结束后再通

过转车盘驶离检修库，这也是所有机车进出

扇形库的唯一方式。

操纵转车盘看上去简单，其实并不容

易。要在快速旋转的情况下，将转车盘上的

机车对准地面上的轨道，对眼力、手法和注意

力都是不小的考验。转车盘每天昼夜不停转

动数百次，如果操纵失误，不但影响机车维修

的进度，还有可能导致脱轨事故。

“操纵转车盘必须全神贯注，眼睛时刻盯

准线路，扳动调速器的手法要稳，脚踩刹车的

时机要准，如果一次对不准再进行二次、三次

调整，那可就费事了。”张善国凭借长期积累

的经验，能够根据各种机型不同的长度、重量

和结构，准确判断机车在转车盘上重心最稳

定的位置，通过响铃提示火车司机及时停车，

保证转车盘转动时速度和重心稳定，并通过

精确控速和准确下闸，每次都能精准对接。

他还会提前协调信号楼、调车组和检修班组

的作业人员，利用每台出入库机车当前所处

位置和目的地的远近打好时间差。

“转车盘是整个扇形库的咽喉，老张技术

好、干活快、责任心强，10 年来从未出过差

错，我们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转圈大

王’。”提起张善国，负责机车组织协调工作

的调度员齐伟轩赞不绝口。

由于当前正值春运返程高峰，转车盘每

天旋转运送的机车超过 100 台次，最高的时

候达到 130多台次。张善国和他的工友们采

取四班倒作业，每天都要全力以赴地从早忙

到晚，以保证机车能够及时完成检修和整备

作业，正点上线投入春运。最忙的时候，他们

吃饭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还得一路小跑。

转盘司机是一个枯燥而单调的工作，整

齐的库房和来往的机车是张善国眼前唯一的

“风景”，但他把脚下的转车盘当作舞台，在日

复一日的不停旋转中欣赏着晨昏更替和四季

轮转。

他喜欢这个舞台。在别人眼中，他只是

一个“原地转圈”的铁路司机，但在他自己心

中，这是在与机车共舞“四季圆舞曲”。

“原地转圈”的转盘司机

坝上元宵

作为落实企业各项目标任务的最小单元，班组如何围绕年度目标任务奋楫争先？

““把每天重把每天重复的事情做好复的事情做好””
陈春秋

“探气头不工作了，我来看看咋回事。”走

进淮北矿业集团华塑股份水泥分公司生产技

术科物检控制分析班，班长吴永军正在检修氩

甲烷气体罐。

作为华塑股份最大的班组之一，这个班共

有物检、控制、分析三个小组，共26人。

“班前安全经验分享、动态安全检查、每周

安全培训……”就如何实现安全“四零”（零轻

伤、零泄漏、零着火、零爆炸）目标，吴永军介绍

说，水泥分公司作为华塑股份循环产业链上的

最后一环，承担园区所有废料残渣的“消化”吸

纳任务，对企业安全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每天在干好岗位工作后，紧盯班组现场

取样、制作、分析、数据传输等环节，筑牢安全

生产防线。

前不久，华塑股份在 2023年工作会上确

立了“566”（实现“五大目标”、干成“六件大

事”、办好“六件实事”）工作目标与奋斗方向。

作为落实企业各项目标任务的最小单元，班组

如何围绕年度目标任务奋楫争先？新春伊始，

笔者来到生产一线，听听班组职工怎么说。

“作为生产班组，要保持勤俭节约的习惯，

设备严禁空载运行，鼓励修旧利废，做好蒸汽

凝液的回用、节省热水与蒸汽。”全国“2022 年

度安全管理标准化班组”、氯碱分公司PVC 车

间二班班长王蒙蒙认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

展，员工首先要敬畏安全规章制度，当好自身

安全第一责任人，做本质安全型员工；其次在

保证安全、环保前提下抓生产，在不超温超压

的情况下多投料，实现稳产达产；再者就是提

高班组员工的环保认识，学习环保知识，落实

环保工作要求，保证岗位不发生环保事故。

“每次去受限空间与动火作业现场取样，

我都会提醒大伙提高警惕，确保万无一失。”氯

碱分公司生产技术科分析二班班长李震总把

“安全”二字挂在嘴边。这个班每天到现场取

样 100多次，“能把每天重复的事情做好并不

容易，必须时时刻刻、事事处处勤叮咛”。

与王蒙蒙班组同获全国“2022 年度安全管

理标准化班组”荣誉的电石分公司电石车间二

工段四班，平均年龄28岁。2023年，这个班组

提出了“1234”工作思路。即坚持“安全生产、青

年当先”这个主题，推进“主动工作、从严管理”

两个强化，实现“标准化向卓越型转变、产量质

量再提升、降本增效”三个跨越，做到“思想引

领、员工培训、考核激励、治理管控”四个到位。

“作为一个青年班组，我们将紧跟公司发展步

伐，围绕年度目标奋勇争先，精益求精，为完成

公司‘安全、生产、环保、经营、收入’五大目标加

油添劲。”班长岳书昌表示。

“前几天低温，这几天有一台设备检修，为

避免窝工，班组9人错时作业。”电石分公司检

修车间电极壳制造班组班长马晓冬忙完电极

壳装车转运后，回到车床边下料。“只要车间正

常生产，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停。”去年被华塑股

份评为“五好员工”的马晓冬说。

被称为“硬核”班组的热电分公司供电车

间高压检修班，拥有定远县政协委员 1人，滁

州市“技术能手”1人，淮北矿业集团“劳动模

范”2 人，“道德模范”3 人，华塑股份“能工巧

匠”3 人，技师 6 人……班长陈斌说：“新的一

年，我们班组要树立‘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

王牌班组形象，要把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

的理念深植员工心中，通过理论培训和实操

相结合方式，孵化更多的岗位技能人才。”

华塑股份现有144个班组，近年来公司先

后投资100余万元，更新19个班组阵地设施，为

班组员工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激发班组

活力，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2月 5日元宵节，湖北碾盘山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左岸连接土坝建设工地上，推土机、挖
掘机、运输车穿梭忙碌。正午时分，项目部把煮熟的汤圆用保温桶送到工地，让工人们也
尝到元宵节的味道。施工队队长解吉军高兴地说：“这热乎乎的汤圆，暖到了我们心坎
上。”据中水基础局项目部副经理胡守海介绍，大年初一到十五他们都没闲着，半个月土方
回填碾压4万多立方米，大坝长高4米多。 李广彦 摄

陈海朗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节假期刚过，安

徽省淮南市中煤新集设备维修公司各生产车

间迅速回归熟悉的紧张与忙碌中。

在铆焊班，每天从早到晚厂房内都是弧

光闪烁。随着矿井生产规模的扩大、设备的

逐年老化，加工件制作和综机结构件的检修

量激增。小班作业、设计工装、加班延点……

职工们想尽办法保证任务如期完成。

此刻，铆焊工曹孟汉正专心致志地检修

着采煤机滚筒。像这样的大活，班组都要安

排基本功扎实、检修经验丰富的生产骨干来

完成。更换磨损严重的截齿座时，合理选择

截齿的截线距可使截线上几个截齿的切削负

荷更均匀，使切屑断面形状达到最佳。焊接

齿座，要确保截齿的角度在规定误差范围之

内，提高滚筒截齿定位和安装倾角的精度。

在焊接工艺方面，焊条选择、电流设定等诸多

因素都要充分考虑。

“每一次接到这样的活都有很大压力，

如果检修质量不达标，在使用过程中出问

题，升井检修、更换，不光影响矿井正常生

产，而且浪费人力物力、增加检修成本，还会

对单位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不敢有丝

毫怠慢和马虎，常常脑子琢磨的都是检修的

事，一连好几天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直到

完成检修顺利通过验收，心里的石头才能落

地！”曹孟汉说。

铆焊工种活多而杂，班组的每名职工都

要是多面手，整形、切割、焊接、打磨等样样都

要能“拿得起、放得下”，来了急活、重活，大家

就一起干。众人拾柴火焰高！

回归忙碌的铆焊班

本报记者 蒋菡

大年初三一大早，43 岁的中线穿黄管理

处巡查员王素娟清点好装备，开始一天的忙

碌。“过去巡查全靠人工监管，如今，通过手机

上的中线工程巡查维护实时监管 APP，发现

问题后拍照上传，做到了巡检有计划、过程有

监督、事后有分析、处理可追踪，实现了管理

的信息化。”她说。

该系统具备多项管理功能，涵盖了工程

安全运行 8 大类 30 个专业，实现了“人员管

理一个不少，问题管理一个不落，过程监理

一个不缺，标准执行一个不漏”的精细化管

理目标。

万家团圆的时刻，中国南水北调集团

2200 多名职工坚守岗位，日夜守护着事关亿

万群众饮水安全的生命线。他们把确保工程

安全的重大责任落实到输水沿线每一个角

落，积极应用科技成果，建立起完善的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加强工程

设施的监测、检查、巡查、维修、养护，筑起了

一道坚固的输水长城。

“安阳穿漳段渠道沿线约每 1 公里设一

个安防摄像头，共 102个，这是我们的眼睛。”

中线公司安阳(穿漳)管理处负责人说，“通过

摄像头实时监控工程运行，自动捕捉异常和

报警，联动语音进行警告，做到了问题早发

现、隐患早解决。”如今，利用物联网、数字视

频、通信和计算机技术构建起的中线安防系

统无论在战疫时期，还是重大节假日，都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线公司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安全监测系

统，涵盖位移、内部变形、渗压、应力应变及温

度等监测项目，实现了对工程状态的“望闻问

切”。北斗自动化变形监测技术应用试点、渠

道边坡变形监测研究等一系列新技术探索，

打造了一个中线干线工程“空天地”全方位的

安全监测系统网络。

2 月 5 日，中线工程已实现 2977 天的不

间断供水。如何在保证工程平稳运行的前提

下，实现对工程的不停水检修一直是运行管

理者思考的焦点。“南水北调工程应急抢险和

快速修复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项目被列入

“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中线公司先后开展

了复杂条件下长距离地下有压箱涵不断水渗

水修复技术研究、水下衬砌结构修复技术与

设备研发。

随着水下机器人在各行业的成功应用，

中线公司组织了相关科研攻关，结合中线工

程不同建筑物的特点和水流流态等情况的

水下检测需要，提出了关键技术指标。目

前，灵活快速的 1 米每秒流速 400 米缆水下

机器人、适用于穿黄隧洞长距离检测的 4.5
公里缆水下机器人和适用于 2 米每秒流速 1
公里缆水下机器人先后研发成功，活跃于中

线总干渠。

近年来，中线工程调度人员总结经验，依

靠冰情预报预警系统，适时拦冰、融冰、扰冰、

排冰。基于气温、水温、冰情预测，研发应用

了冰期监测和运行调度服务平台，对未来 15
天内的冰情类型及相应的调度模式进行预测

预报，动态调整运行调度模式，保障了工程及

输水安全，提高了冰期输水效率。

2月 5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

调水突破 600亿立方米（含东线一期北延应急

供水工程）。按照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580亿立方米计算，相当于为北方地区调来了

超过黄河一年的水量。

在这条不可或缺的供水生命线背后，是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深入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

不懈努力，是加强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和

成果转化的成果体现。

科技助力，守护供水生命线

“三色”管理为班组装上“放心锁”
本报讯（赵春国 丁静 陈勇）“周阳，上个月你不仅严格遵守

安全操作规程，而且能够及时向同事进行安全提醒，获得安全绿

色星……”近日，在施工前的班组会上，队长郑春强郑重地说。

周阳是中石化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公司勘探测井工程部陆

地 3 队的新入职员工。他这次获奖，和陆地 3 队的安全生产

“三色”管理密不可分。

从去年开始，为了进一步提升班组本质安全管理水平，强

化大家的安全意识，经过全体班员深入讨论，结合生产实际，

陆地 3队借鉴安全生产中的“三色”分级管理制度，从人员、设

备、环境、管理四个维度全方位进行评价考核，实行红、黄、绿

“三色”管理，从而提高班组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色”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将小队日常施工中的劳保穿

戴、施工检查、规范作业、设备维护、技能学习、安全考试、应急

演练等 10项安全生产评分内容进行量化打分，根据得分将企

业安全生产状况评为“绿色”“黄色”“红色”三个级别。班员各

项工作全部达标，即被评为“绿色”，提出表扬继续保持；各项

工作指标分值考核总分及格，但没有全部达标者，被评为“黄

色”，予以提醒并督促整改；工作中麻痹大意，总分不及格，或

出现“低、老、坏”等违规行为，出现安全隐患者等，被评为“红

色”，则严肃警告、当场或限期整改。

“三色”管理实行动态考核，每个月监督考评一次并将结

果公开，所有班员的考评结果和绩效工资、年底评先、职称晋

级等直接挂钩。连续两个月被评“黄色”的升级为“红色”整

改；连续两个月被挂“红色”的暂停岗位工作，进行离岗培训。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严格管理不是目的，而是督促员工

自主管理提升的手段。”郑春强说。“三色”管理推行以后，班员

的安全意识、安全技能明显提升，施工中相互间的安全提醒也

越来越多，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的转变已成

为班组员工的自觉行动。

把确保工程安全的重大责任落实到输水沿线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