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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生产现场的智慧，从“不起眼”的小事开始

林务工：用心养护车厢外的绿色

设立安心奖助力安全管理

他山之石G

胡晓炜 孙晶宜

又是一年春来到。3 月初，天气逐步转

暖，花草开始长出新芽，铁路部门的春游运输

启动在即。旅客们很可能不了解，车厢外的

绿色与铁路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工种——林务

工有关。

80 后的陈敏就职于铁路徐州林业绿化

管理所，所在单位负责京沪、陇海、宁启、徐

盐、连镇等多条高铁、普速铁路区段的绿化

工程。作为所里唯一的女性，工作中的她全

身心投入，完全不介意在别人眼里是“男工

女干”。

2004 年夏天，陈敏入职后接到的第一个

任务是对陇海铁路（徐州至商丘管段）的沿线

绿化进行养护和补植。随后的几年时间，作业

点不断变化，陈敏都会自我调节，快速适应。

别人眼里的“苦差”，陈敏却干得起劲，“工作性

质上，我们和园丁差不多。个人情感上，让更

多旅客看到养眼的风景，我们会很自豪”。

近二十年来，徐州林业绿化管理所造林近

350万株、补植覆绿近 510万平方米。陈敏和

同事们风里来雨里去，栽种的树木已逾千种。

累积不辍，可成丘阜。随着工作经验的

不断累积，陈敏渐渐成了林务专家。“种树要

讲技巧，挖洞、卸苗、盖土、浇水、修剪，每一个

环节都不能忽视。”陈敏认真地说，“不同种类

的幼苗需要在不同的季节栽种，遇到酷暑和

寒冬就非常考验人。”

铁路林务工不仅要在林带绿地除草拉

藤、防病虫害，美化铁路两旁的生态环境，还

要担负起铁路沿线超限树木的截杆修剪、零

星危树处理以及垃圾清运工作。他们常常与

风雨、蚊虫为伴，在野外用餐、休整，然后继续

投入工作。

徒步巡线是林务工们习以为常的事，在

了解作业区段总长、面积等基本概况后，他们

需要徒步到每个点确认，每个区段防护网离

钢轨的距离各不相同，这也直接决定苗木种

类配比和后期养护作业的时长。

春季属于苗木栽种高峰期，陈敏和团队

成员带着电脑、地界图等，一走就是一天。“一

些桥涵的通道口较小，苗木在装车前就要设

计好运输方案”。二十年来，陈敏将这些通道

的尺寸一一标注，画成图纸；近些年，她把这

些图纸扫描成 PDF 文件存入手机，目前手机

里仅通道图纸就有5000多张。

“铁路修到哪，我们的养护就做到哪；新线

开到哪，我们就把景色带到哪”。特殊的工作性

质让“不着家”成了陈敏的生活常态。去年母亲

节，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给陈敏画了一张素描：

透过车窗，陈敏在不远处和树苗站在一起。

近年来，为了提高现场作业苗木存活率、

选出更多适合铁路沿线栽植的苗木种类，陈

敏利用单位的空闲地块进行苗木扦插、培育

小苗，试点成功后再推向单位的苗圃基地大

面积栽植。截至发稿前，陈敏和同事们在苗

圃基地试栽成功近10万株苗木。

仅去年，铁路徐州林业绿化管理所植绿、

覆绿里程达 1791.6 公里，比京沪高铁全长还

多出将近500公里。

春日找油气

“在生产现场发现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地献计献策，班组里的一个个小创新小改进就是这样做成的”

本报讯（通讯员李辉）“老公，安心奖我已收到，希望

你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念念不忘安全，时时杜绝违章，平平

安安上班，安安全全回家。”

“这个月的安心奖收到了，儿子，你要好好上班，不违

章，安全第一。”

在“亲情寄语”短视频中说话的是漳村矿综掘二队的

职工家属，他们口中的安心奖是指该矿根据职工在企业

表现，每月为父母及配偶持有的“安心卡”发放安全孝心

（爱心）奖金。安心奖旨在通过家企联动，把亲情、温情和

关爱融入安全管理过程中，共筑安全、共建平安。

“家属在收到安心奖后，都要录制一段‘亲情寄语’短

视频发到咱们队组群里。”李卫说，反馈视频进一步加强

了队组和家属的联系，让家属督促职工杜绝“三违”，队组

也能及时了解职工思想动态，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以前队里有了‘三违’，我和书记要么和职工谈心，要

么进行家访，费时费力效果还不一定好。”综掘二队队长张

国杰深有感触地说，“现在不一样了，职工要得安心奖，必

须满足出勤数和无‘三违’两个硬性指标，这种内生动力的

激发，比每天干巴巴地说安全、讲安全更直接、更见效。”

自漳村矿开设安心奖以来，已运行两个多月，仅综掘

二队 1月份职工违章人数就比上月减少 2人，出勤人数较

上月则增加 38人，全勤率提升 40%。

为实现井下职工从他律向自律、从“要我安全”向“我

要安全”的转变，从根本上减少事故的发生，该矿的安心

奖发放由年前的 3个试点单位扩展到年后井下一二线全

体职工。

企业从安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角度出

发，用真金白银激励手段，把亲情融合安全管理真正落到

基层，落到实处，激发全员安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形

成“家企联动、共筑安全”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周贺

2 月 21 日 8 时 10 分，一阵清脆的出工铃声响彻整个

工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供电段沱沱河电力工

区清水河车间检修班组一行 11人整齐列队，清点工器具

上车，奔赴远在 100公里外的唐古拉北，开始一天紧张忙

碌的电力集中修作业。

“今天的检修任务区域在唐古拉山区段，海拔在

5000米以上，大家提前把红景天口服液喝上。”清水河车

间主任韩清在车上提醒大家。

经过 1 个半小时的颠簸，9 时 40 分到达集中修的起

点布强格，因不久前刚降过雪，一下车，有人不由得打了

个寒战。此时，对讲机里传来值班员张浩传达的调度命

令：“停电命令已下达，可以接挂地线。”

当天检修班组的主要任务是布强格至唐古拉北 45
＃杆塔至 245号杆塔的线路、绝缘子检修以及铁塔、电杆

状态检查等工作。“这里海拔高、气温低、穿戴笨重，登铁

塔作业大家要注意防止跌倒、坠落。”韩清提醒当天参加

作业的人员。伴随着停电命令的下达，大家开始了紧张

有序的集中修工作。

18 米高的铁塔，检修人员只花了不到 1 分钟就爬到

顶端，系好安全带开始作业。“铁塔上空间狭小，安装的电

力设备与铁塔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不便于检修，电力

工全身支点仅在安全带上，全身悬挂在半空，尽全力完成

设备检修任务。”韩清介绍说。

检修人员在 18米高的铁塔上一边移动安全带，一边

紧固螺栓，有时要趴在横担上观察铁塔绝缘子串上的螺

栓有没有松动。

“列车开过时的震动、电力线条被大风吹的晃动，都

有可能导致螺丝松动。虽然已近中午，但气温仍徘徊在

零下 20摄氏度左右，加之近期大风天气，安全帽内风呼呼

地灌进来，有时双手被冻得失去知觉。”沱沱河电力工区

工长石胜品说，特别是检修人员站在门型杆最上方的时

候，脚下只有这根一个脚掌宽的角钢，两边无任何遮挡，

冷风吹过来，即使是穿两条棉裤都感觉身体被冻透了。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检修人员的耳朵都会生冻疮，

一直要到七八月份才能痊愈。”石胜品指了指自己的耳

朵说。

唐古拉山地区海拔 5000米，这里氧气含量只有平原

的一半，简单的行走都会让人胸闷气短，而检修班组人员

每天都要爬上爬下检修铁塔、电杆几十次。每年青藏铁

路电力线路工检修作业一直要持续到 9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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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检修忙

本报记者 蒋菡

34 岁的操作工闫大波手持一块小面板，

放到悬置的胶枪喷嘴下方，左脚踩动地上的

踏板，喷胶轻松搞定。

“胶枪 5 公斤，零件 20 克，原来得举着胶

枪往零件上喷胶，时间长了手腕受不了，涂胶

质量也不稳定。后来我们改为手持零件固定

胶枪，并用脚踏开关代替手动，轻松多了，还

提高了涂胶质量！”闫大波对这个小创新带来

的好处深有体会。

一旁的班长宋景波补充道：“在生产现场

发现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地献计献策，班组里

的一个个小创新小改进就是这样做成的。”

挖掘生产现场的智慧，就从这样一件件

“不起眼”的小事开始。2月 23日，《工人日报》

记者走进一汽-大众长春生产（以下简称长春

生产）整车制造一部焊装一车间奥迪 Q5L 区

域侧围外板班组（以下简称侧围外板班组），了

解这个有着“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班组如

何立足岗位自主创新，集思广益提质增效。

生产现场也是提质增效的现场

在侧围外板班组，能清晰地听到企业数

智化转型的脚步声。

闫大波所在的岗位要用到涂胶、电焊、

CMT焊这三种工艺。除了涂胶是手工，其他

两项均由人和机器人配合完成——操作工负

责上件，把大小不一的 3个零件上到夹具上，

随后由机器人完成焊接。

而在下一道工序，今年 5 月起上件的活

将由机器人替代——这个岗位需要把一块两

米宽的侧板放到夹具上，板很重，一个人拿不

动，现在是由操作工使用一个类似推车的设

备上件。

同样在下一道工序，今年春节后在机器

人的“手臂”上安装了视觉系统以检测 CMT
焊缝质量，这将比过去的人工检测更为精准。

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意味着工人体

力的消耗越来越少，甚至需要的工人也越来

越少，但他们并非无用武之地——车间需要

工人更多地贡献智慧。

闫大波所在的那道工序上就有个改进

点：以前要把 3个零件都上好后才开始电焊，

后来分析发现，放完前部的一个零件就能焊，

另两个零件的上件与电焊可以同时进行，这

样可以省下几秒的时间。

“我们的节拍都用秒来计算，这个工位节

省几秒，那个工位节省几秒，加到一起就省老

多了。”工段长刘勇说。

另一个需要工人贡献智慧的是消缺。比

如，闫大波在生产过程中发现，CMT焊丝熔化

中会有小的飞溅，产生焊渣，影响产品外观。

“如果同一问题多次出现，我们会分析原

因，寻找解决办法。”奥迪 Q5L 区域主管付强

说，“在生产现场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不断有改进，不断有创新。”

这里是生产现场，也是提质增效的现

场。“一线员工的智慧是无穷的，要更多挖掘

现场的智慧，如果都等着别人或者专业的人

去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慢很多。”长春生产

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高启政说。

在生产中强调以人为中心

挖掘生产现场的智慧，也体现在“呵护”

一线工人上。

宋景波指着身边的两个推车对记者说：

“你看，它们的高度是根据零件大小设计的，

高的放小箱子，矮的放大箱子，尽量让工人搬

箱子的时候能少弯腰，少花力。”

“我们在生产中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人

机工程。”高启政说，作为一汽-大众最老的基

地，长春生产的工人平均年龄超过 40岁，“一

线班组的员工很辛苦，经常要搬东西，要弯腰，

所以我们在车间尽量做到四少，即少抬一次

手、少走一步路、少弯一次腰、少负一斤重”。

人机工程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的核心

问题是不同的作业中人、机器及环境三者间

的协调，通过工作器具、工作方式和工作环境

的设计和改造，使得作业在效率、安全、健康、

舒适等几个方面的特性得以提高。

2 月 21 日，长春生产召开了数智化战略

部署会。“数智化”这个词，已经成为一汽-大

众不折不扣的转型关键词。而为了让一线工

人更好地适应车间的变化，企业也在积极提

供各种培训机会。

“工人如果只会操作，很容易被替代。要

有危机意识，要不断学习。”高启政说，“员工

是企业最大的财富。如果一个工人 10年前在

拧螺丝，10年后还在拧螺丝，这个组织是缺乏

活力的。公司给工人很大的发展空间，成为

技工、技师、专家以及管理者的路都是通的。”

班组氛围融洽才有凝聚力

“宋哥喜欢钻，总爱琢磨工艺和设备改

进，我们也跟着一起琢磨。”操作工程智超说。

作为班长，宋景波一直把“团结”视为班

组之魂：“班组氛围融洽到一定程度才有凝聚

力，才能集思广益把活干好。”

如何让班组更团结？“最起码要保证每个

人工作时是快乐的。”宋景波说，每个人的心

情都写在脸上，情绪有问题可能导致行动有

偏差，所以班前会上班长要有观察力，发现谁

有问题，要及时疏导。此外，平时要多了解班

组成员的想法，跟大家敞开心扉，有事共同承

担，有问题一起解决。

“还有就是班长要起带头作用，要求员工

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宋景波说，早来晚

走是他的家常便饭，有时候搞技改需要加班，

他会让组员早点回去，而自己会一直盯着。

据长春生产焊装一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兼

工会主席李森介绍，这里的班组长必须经过专

业技能和管理技能的系统培训才能上岗，“班

组的所有岗位班长都得会干，还得干得好，让

大家服气”。

对于班长这个兵头将尾的重要性，高启

政深有体会。去年 12 月那轮来势汹汹的新

冠疫情中，需要员工驻厂，大家都毫无怨言

地留下来。“这既体现了员工对企业的热爱

和奉献，更体现了班组长、工段长的领导

力。”他说，“正因为工班长们平时干活冲在

前面，还处处为员工着想，关键时刻才能有

感召力。”

当时厂里根据感染模型制定了生产计

划，在员工健康状况允许的前提下争取产量

最大化。把两个班变为一个班，延长单班次

工作时间，最终全年超产 700 多台。“正是因

为平时积累的生产组织能力在，才使得企业

在面对挑战和冲击时能挺过来。”高启政说。

今年 1月 31日，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博

穆 (Oliver Blume)前来考察，对一汽-大众生

产制造体系的高效、创新和精益给予非常高

的评价。

高启政想起 2008 年第一次去大众汽车

集团总部时，看到他们底盘上钉拧紧都自动

化了，颇为震撼。“自动化这块德国更先进，但

到了数智化时代，我们起步时间差不多。”他

说，“特别是随着公司赋能体系愈加成熟，一

线员工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得到大幅提

升，立足岗位的数智化应用形成了标准化、体

系化，我们在这方面可能探索得更多、走得更

靠前。”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徐阳

“咱这套老装置，巡检的时候不能只盯着

巡检点，其他地方有任何细小异常也不能放

过……”3 月 2 日，在吉林石化有机合成厂班

组安全活动会上，乙烯动力联合车间员工毕

大为分享了自己前些天发现隐患的过程，他

的心得体会引得工友们频频点头。

原来，到今年2月下旬，该厂中部乙烯装置

10号裂解炉已处于运行末期。为尽量延长运

行时间，达到装置优化运行和节能减排效果，

车间利用交接班会反复强调要加强巡检，毕大

为身体力行，在巡检过程中愈发地仔细起来。

一天午后，正在巡检的毕大为发现裂解

炉异常现象，赶紧用对讲机联系班长王柱：

“班长，班长，10 号炉三层侧壁烧嘴这儿有根

炉管看着颜色不对啊，有点发红，上午还不是

这个颜色呢，你快来瞅瞅！”

“颜色确实不对劲，我这就通知车间。”王柱

到现场确认后，马上通知车间副主任杜成友。

接到消息，杜成友与三级工程师陈思言

赶到现场进行仔细检查，初步判断为裂解炉

炉管不畅。

“陈工，你的测温枪借我用一下，我测下

炉管温度。”光凭肉眼不足以判断炉管的堵塞

程度，多年的经验告诉毕大为，得通过炉管表

面实际温度来进行比较。

“你们看，温度显示比其他组炉管高了近

60℃，幸亏发现及时，要是炉管完全堵塞，炉

管温度过高破裂着火，后果可不堪设想。”陈

思言一边记录，一边心有余悸地说。

“这个状态下，10 号炉得切除烧焦了。

控制室注意，7 号炉准备升温……”随后，杜

成友通知裂解岗位，迅速进行应急处置。

“行啊，老毕，这都不是巡检点，你也能发

现问题，知道你是转业军人，难道你是侦察

兵？”王柱不禁向毕大为竖起大拇指。

“不是说要加强巡检嘛！我就特意观察

了一下炉管。”毕大为不好意思地笑道，“看

来，保障装置安全平稳运行，还真是要像侦察

兵一样，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火眼金睛的“侦察兵”

阅 读 提 示
在生产现场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不断有改进，不断有创新。记者走进一

汽-大众长春生产整车制造一部焊装一车间奥迪Q5L区域侧围外板班组，了解这个有着“全

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班组如何立足岗位自主创新，集思广益提质增效。

阳春三月，川南丘陵被金黄的油菜花
拥抱。青翠山峦间，一支支身着红色工装
的找油找气队伍在春日暖阳下奔向崇山峻
岭。这是由东方物探西南分公司承担施工
的 2023年首个鸣炮采集的页岩气三维勘
探项目。民爆工程中心三队500余名施工
人员、上百个施工班组和作业单元紧盯安
全升级、质量过硬、作业规范和清洁环保四
方面要求开展野外生产。

唐遂川 邓建 摄

近日，河南油田水电厂供电运维站启动2023年春季
电网检修工作，组织20名外线员工对总长度103公里的
12条电力线路进行停电检修，为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奠定
基础。图为外线员工攀登杆塔开展检修作业。

李如飞 摄

高原上的电力检修班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