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岁的李海南是豫光集团精炼厂电五工段的一名
行车工，今年，她的工作地点完成了从“天”到“地”的改
变。过去，她在空中驾驶室作业。现在，自动行车的投用
让她只需在控制室通过电脑完成操作。图为3月5日，李
海南操作自动系统进行问题排查。 苗秋闹 段高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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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爆破，实力“炸”场

巾帼创新团队队长：研究无止境

他山之石G

沈霞 张孟珂

天已经完全黑了，办公室里却依然灯火通明。“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模拟建造，发现问

题并解决问题，所以在四电工程中应用得越早，其价值就

越高。”她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操作着键盘和鼠标进行角度

和位置的控制，一个个构件出现在平面图上。随后，平面

图变成了三维模型，每个配电柜、每个设备、每条线缆的

走向都与真实情境一样。

她叫王颖，高级工程师，中铁武汉电气化设计研究院

巾帼创新团队队长——这个团队曾获“全国巾帼文明岗”

荣誉称号。

王颖最开始研究 BIM 技术，源于担任《BIM 技术在

铁路四电工程施工中的应用》课题负责人。如何将主要

应用于建筑行业的技术成功应用到铁路四电专业中

呢？王颖上网查询相关的论文资料，翻看各种技术书

籍，反复研读数十本标准规范，分析对比国内外先进技

术，还前往梅汕项目部进行了应用和验证。在此基础

上，她开发了接触网 BIM 自动放置系统。从 0 到 1 的突

破，她做到了。

BIM 技术在电气化工程中能走多远，需要用脚步去

丈量。2019年，她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多次前往施

工现场沟通需求、纠错完善。需要爬下线缆夹层，她二话

不说就下；需要查看变电所现场，她冒着雨也要去。她带

领团队完成了黄黄、安九等项目的BIM技术服务，提前发

现并纠正错误100多个。

2021 年 6 月，王颖接到用 BIM 技术提前建立中老铁

路磨憨段模型的任务。中老铁路磨憨段由一个牵引所、

一个站点以及友谊隧道的国外段组成。她和同事们花了

6个月的时间用 BIM 技术构建了模型，小到一个开关、一

根螺丝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多个项目的应用经验让她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套

适用企业的 BIM 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管理体系，将企

业的 BIM 相关工作规范化、统一化和标准化。她带领团

队花了9个月的时间，搭建了可植入模型和工程数据的企

业级BIM平台。

研究无止境。王颖知道唯有进行持续的创新和不断

的完善，BIM技术才有持续的生命力。接下来，她将目标

瞄准 BIM 自动化，通过二次开发提高 BIM 应用的自动化

水平，以减少重复性工作，进一步提高应用效率。

这是一个“最临近危险”的班组，却让安全生产零事故成为 40年的日常

班组之星G

从“天”到“地”

本报记者 刘旭

“5、4、3、2、1，起爆 。”3 月 5 日 15 时 40
分，一声巨响，爆破作业区地面从中心接连

向外震起碎裂，一柱柱石土喷涌而出，浓烈

的黑烟随风飘飞。100 余吨炸药，30 万吨矿

石，“完爆”仅在数百毫秒间，眼前只剩灰尘

慢慢弥散。

本钢集团南芬露天矿爆破班平均每天要

爆破三四个区域。爆破班现有 48人，承担露

天矿年总量达 1.07 亿吨的矿、岩爆破任务。

年消耗炸药 3万余吨，雷管 20万余发，起爆弹

15 万余发，作业条件艰苦，工作危险性较

大。多年来他们通过持续完善自创的质量、

安全、现场、培训四结合的管理体系，保证了

高效率、零事故作业。

在首届“最班组”全国短视频大赛中，讲

述这个班组故事的作品《班长日记》荣获一等

奖。3 月 5 日，记者走进爆破班，感受临近危

险的安全日常。

严寒酷暑下，都要“手稳心不慌”

“爆破结果很好，你看没有明显的大块，

爆堆松散，适合开挖、装载和运输。”爆破班班

长谢永辉对记者说。15时 20分，开始现场警

戒。15 时 20 分，第一次警报响起，爆破工移

至警戒线外。15 时 30，第二次警报拉响，随

着最后起爆命令的发出，一次爆破完成。

50 岁的谢永辉 1984 年参加工作时就在

爆破班。父亲也是一名爆破工，他从小是听

着矿里的炮响声长大的，对于自己所从事的

工作充满感情。

早春的本溪户外温度接近零下，冻土作

业最艰难，不管多冷的天，干完一身汗，风一

打就透。不过矿里逐渐向机械化靠拢，将冻

上的土堆用小型勾机把岩渣勾开，操作起来

能方便些。

当天，爆破班的成员们要在露天采场铲

土回填。直径 31 厘米左右的炮坑，有 8 米

深。每个炮坑里要填 800 公斤火药，余下的

要人工铲土回填。一个坑要填近 200锹左右

的土，每人要填 10多个坑，要挥 2000多锹。

爆破工孟令武是班组的老职工，贴身带

着行军水壶，取暖、保温两不误。野外作业，

冬天最低气温零下 35摄氏度，穿着厚厚的棉

衣棉裤，戴着棉帽、口罩，眉毛睫毛也会被冻

住，即便这样，也要“手稳心不慌”。每天押运

的岩石乳化炸药，敏感度高，属于易爆炸药。

爆破量大的时候，几百吨炸药就在脚边。

曾经，冬天吃饭是一大难题，即使用保温

盒，热乎的饭菜很快就会凉掉。孟令武经常

带些发面饼、咸菜蹲在岩石上吃。如今，作业

区有了食堂可以坐下来吃饭，每次留两个警

戒工在岗。

2017 年 12 月，牙轮五号区域爆破施工，

爆区有两个炮孔发生堆渣堵塞。当天气温

零下 20 多摄氏度，寒风刺骨，这两个有问题

的孔眼还是水孔，其中一个炮孔在一米左右

位置堆渣堵塞严重。谢永辉脱掉棉衣，把胳

膊伸进冰冷刺骨的炮孔内，带冰碴儿的废渣

石被一点一点拿出来。40 多分钟后，两个堵

塞的炮孔处理完成，正点爆破，可谢永辉的

两只胳膊已冻得红肿，整个人在寒风中不停

地发抖。

夏天，采场温度高达 30 多摄氏度，石头

表面达 50多摄氏度。不管多热，防静电的衣

服都不敢脱，身上起了热痱子，不敢碰、不敢

挠，越动越痒。脸上被晒爆皮，用手一撕一条

一条地往下掉。一名青工周末去看望母亲，

母亲边流泪边给他抹清凉油。

步步惊心，每一环责任到人

13 时，50 名爆破工搬运炸药，第二次爆

破准备开始。从爆破计划下达之后，整个作

业就会沿着布孔、打孔、爆破设计、发放炸药、

安装雷管、装炸药、检查填塞高度、填孔、连接

雷管爆破网络、现场警戒、第一次警报、第二

次警报、起爆、爆后检查的程序进行，一直到

确认安全后解除警戒，才算结束。

“爆破这事，出事就是大事。”谢永辉告诉

记者说，“有段时间经常做一种梦，就是那个

炮炸起来的土石飞得老高了，结果旁边还有

设备，人也没撤离。完了完了，可把我急坏

了，应该就是感觉到一种工作压力。”

班组成员持证上岗率 100%，安全教育培

训率 100%，设备、火灾、属地工亡事故为零，轻

伤以上事故、百万工时伤害率均为零——40
年来，爆破班坚守四个“零”，与班组实行全过

程科学管控分不开。

该班组推行“谁爆区谁负责”的安全管理

理念，实行岗位分片负责、对口把关的安全管

理办法。从专人领取爆破材料到爆区专人分

发起爆材料，并从炮孔的装药、填塞等程序都

设专人专职，责任到人，实现了每个环节都有

专人负责管理、专人监督执行。“我们每年摆

弄这么多火药和雷管，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生

一起丢失现象。”谢永辉说。

2020年 2月 13日，需要爆破 4处区域，爆

破一班班长戈会臣负责牙轮 15 爆区 135 个

炮孔。9 时 40 分，由于分装乳化油炸药车的

计量不准，致使 52号炮孔乳化油炸药超过原

来设计药量近半吨。“必须及时处理，否则将

对采场人员和设备产生特大安全隐患。”戈

会臣说。

处理这样的隐患相当困难，必须把多装的

半吨药用特制的小桶一桶一桶地打上来。乳

化油像糨糊一样黏稠，小桶必须用炮杆配合往

炮孔内的下方怼，怼到黏稠状的乳化油炸药

后，再提拉到炮孔外。就这样，在凛冽的寒风

和飞雪中，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他们调整好

了药量，确保了爆破的施工安全，消除了一起

特大安全隐患。

工作环境的“险”还体现在边坡滚石、高

台阶坠落。南芬露天矿是亚洲最大的单体露

天铁矿，海拔 400多米，采场上的每个台阶呈

环形盘旋在铁山上，施工作业区域最高台阶

和最低台阶落差在 348 米，正是爆破班的艰

苦作业形成了这一层层台阶。

近年来，爆破生产任务繁重，2022 年，大

爆破 855 次，爆破总量达 8864 万吨。作为拥

有“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的队伍的带头

人，谢永辉的一大心愿就是：带领班组的兄弟

们高高兴兴上班，安安全全下班。

阅 读 提 示
本钢集团南芬露天矿爆破班现有48人，承担露天矿年总量达1.07亿吨的矿、岩爆破任

务，作业条件艰苦，工作危险性较大。多年来他们通过持续完善自创的质量、安全、现场、培

训四结合的管理体系，保证了高效率、零事故作业。

走进最班组③G

本报通讯员 申美 本报记者 毛浓曦

“老虎其实没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你对

它好，它慢慢就跟你有感情了，就像自己的娃

一样，它也有喜怒哀乐各种情绪，掌握了规

律，就很好相处。”谢勇香说。一提到老虎，谢

勇香就眼睛放光，脸上带笑。

谢勇香是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动物幼儿

园班班长。因为很会照顾虎宝宝，她被大家

称为“虎妈妈”。

谢勇香的第一块“心头肉”，是一只叫如

意的孟加拉虎母虎。如意出生于 2018年 1月

8 日，生下来只有 1 斤 8 两，很瘦弱。因为是

“头胎虎”，生完它的孟加拉虎妈妈没有哺乳

经验，如意的生命危在旦夕，很快它就被送到

动物幼儿园班进行人工育幼。

刚送来时，如意的小嘴巴只比樱桃大那么

一点儿，用奶瓶喂奶都塞不进嘴里，而且它也不

会吸奶嘴。像这种幼崽吃不上奶水，几天就可

能发生意外。谢勇香尝试使用各种办法喂。她

用注射器滴，效果还是不够好，就把奶滴在手指

头上，再把手伸进如意嘴巴里让它吃。

“它不会吸，就让它熟悉吮吸这个动作，

然后多加训练。”谢勇香说，两个小时喂一次，

10 多天后，如意学会吸奶嘴了。看到如意从

不会吸奶到主动吸奶，并且一天比一天胖一

点，谢勇香心里喜滋滋的。

去年冬天，动物园游客稀少。生性活泼

的如意表现得很烦躁，总是走来走去，坐卧不

宁。谢勇香干完活后，就去陪它聊天：“今天

心情好不好呀，高兴不高兴，吃饱了没？”谢勇

香把如意住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带着

它晒太阳。在用心的陪伴下，如意的心情变

好了，开心地蹦来蹦去，谢勇香才放下心来。

由于干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猛兽类弃

仔现象在日常饲养管理工作中比较常见。这

时就需要人工干预，实施人工育幼。动物幼

儿园班就承担着猛兽类弃仔的喂养工作。

最初，园区从未有过全人工饲养经验，只

能在园区周边寻找正在哺乳的母狗代养。但

常出现找不到合适母狗、代养母狗后期奶水

不足等问题，导致幼仔成活率比较低。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2015年，谢勇香

提出逐步用羊奶粉替代狗奶的建议。全人工

喂养猛兽幼仔，在西北地区并不多见，替代过

程中用哪种羊奶粉、羊奶粉量与狗奶混合喂

养比例是多少等等问题，都需要一次又一次

尝试。

2017 年，在大量的数据汇总、分析、比较

基础上，她整理总结出一套成熟、规范的全人

工喂养猛兽幼仔技术方案，使得喂养流程有

章可循，大大提高了猛兽类幼仔成活率。

动物幼儿园班承担着猛兽类弃仔的喂养工作，班长谢勇香被称为“虎妈妈”

“老虎其实没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

本报通讯员 李丽 何佳蓉 本报记者康劲

1000辆车、1000次微笑、1000次“您好”、

1000 次发卡、1000 次“一路平安”……这是车

辆高峰期兰州南绕城收费所一名收费员 8小

时的工作量。三尺岗亭日复一日的优质服

务，让这支平均年龄 26岁的女职工队伍成为

绽放在高速公路上的“金百合”。

兰州南绕城收费所“金百合”女子标兵

班组成立 3 年，10 名成员不仅个个成为响当

当的业务能手，而且只要走进岗亭就化身

“微笑天使”，并因此获得第八届“中国路姐

团队”表彰。如今，这群“路姐”分散在多个

收费站发挥培训或带头作用，让“金百合”开

遍环兰高速。

“动作语言简化，标准要求提高，司乘满

意度更高了。”28 岁的田梅微笑着讲述“金百

合”女子标兵班组成立后的工作变化。

2021 年 4 月“金百合”服务品牌创建伊

始，兰州南绕城收费所从各站选拔抽调 10名

优秀收费员，经过专业文明礼仪培训和严格

的业务考核后正式上岗。此后，通行更快

速、微笑更真诚、服务更周到的变化，让过往

司乘人员耳目一新，纷纷点赞。

收费亭里每一个规范的动作背后，是千百

遍的练习和无数的汗水。她们通过含筷子、

照镜子练习微笑表情，通过观看工作录像纠

正肢体动作，通过情景模拟熟悉各类特勤车

辆处置。

“你们的服务是我见过最好的”。听到路

过的司机这样夸赞，田梅和同事们很骄傲。

微笑服务是收费员的基本要求。“从走

进收费岗亭的那一刻起，会立刻提振精气

神，只为带给司乘最真诚的微笑。”王洁说，

有的时候，遇到司乘的指责或刁难，她们也

会感到委屈，但会努力忍着泪水保持微笑，

待车辆离开的间隙迅速调整心情。

人心换人心，夏天值守时，有的司乘会

关心地问她们“热不热”，还有人会递给她们

矿泉水或饮料。

3 年来，“金百合”女子标兵班组的成员

分散到各个收费站，潜移默化中，每一名女

职工都成了一朵绽放的“金百合”。

随着“金百合”班组示范效应的发挥，兰州

南绕城收费所各站相继组建内训师团队，每月

对各站文明服务进行培训、现场指导及考核，

各收费站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3月 7日，“金百合”服务培训会在兰州金

城南收费站进行。这将是一座具有高科技

含量的收费站，自主缴费机器人将代替人工

收费，收费员的工作地点也将由车道收费亭

转移至智慧方舱，“金百合”服务的一系列动

作规范和流程也将在智慧运行中焕发新的

生命力。

从走进收费岗亭的那一刻起，她们就化身“微笑天使”

环兰高速上的“金百合”女子标兵班组

“优质派班赛”：讲得明白才算赢
本报讯（通讯员汪为琳）“参加优质派班赛，真正的对

手不是同台竞技的班长，而是观赛组员。因为即便班长

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派班，组员没有听明白安全重点或

任务分工，对于参赛者而言，就不能算赢。”3 月 10 日下

午，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充填区“优质派班赛”活动现场，

副区长王方冬的开场白阐明了比赛规则及要领。

“优质派班赛”以正在投入充填的几处采场为考题，

全区数十名班组长围绕班前准备、任务布置、安全防范等

内容展开派班比赛。

首先登台的是充填一班班长张玉军。“今天充填一班

歇工休，观赛场上没有本班组的人，班长能讲好吗？”有人

为他捏了把汗。走上讲台的张玉军来了一个“角色大转

换”，只见他和蔼地说道：“坐在派班室的都是咱充填一班

工友了。今天小李在负 825 米中段巡查时，要注意挡墙

的变化情况。小王是我们班支柱工，所以你在负 460 米

中段既要做好放砂口监护，也要兼顾现场顶帮板确认。”

有条不紊地派班赢得一片掌声。

“咱们班王希斌，一向有着‘事前做工作’的好习惯，

今天安排你到桦树坡 Q1~2矿体充填，沿线的挡水坝、排

水管需要事前确认完善，你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做到

‘不确认、不充填’。”随后，充填二班班长钟兵的“点评式”

派班讲话，既鼓励了本岗位人员干劲，也警示其他岗位组

员对安全工作的重视，可谓一举两得。

“现在已经是下午 3 点多，我们进行的是晚班派班

会。在昨天中班充填过程中，60~18 号采场底部结构出

现过渗漏治理情况，请茆阿宝和蒋玉柱到达该采场放砂

口时，要事先对照作业看板了解上一班次渗漏治理效果，

严格控制好晚班充填节奏。”充填三班班长刘世平以“温

故知新式”的派班，让组员带着问题开始工作。

“班组每天都要雷打不动地派班，而今天的比赛称得

上是一场‘派班盛宴’。”维修组长周洪深有感触地说道，

“轮番上阵的派班，让我更明白派班就好比是运动场上的

接力赛，需要班长与组员一棒接一棒地传递，哪一个环节

都不能出现差错。”

3月 15日，浙江省宁波舟山港北仑港
区矿石中转码头迎来开港以来装卸设备
的第二次迭代升级。由芬兰科尼公司与
大连起重机器厂合作建造、运行了28年之
久的两台卸船机完成拆解第一吊，为上海
振华重工的港机上岸腾出空间。据悉，该
码头是新中国第一座十万吨级矿石中转
码头，装卸设备经历了从进口到中外合建
再到国产化的蝶变，见证了中国制造自主
创新之路。

蒋晓东 摄

辞旧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