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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上午，X8157次中欧班列载着光伏、家电等

货物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目的地俄罗斯。“10年前第一

趟国际班列从这里开出时，我担当调车任务。得知这趟

车是开出国门的，我既骄傲又激动，提前做了充分的准

备。”西安国际港站运转车间调度李沛记忆犹新。

2013 年 11 月 28 日，载着石油钻井设备的国际班列

从西安驶出，经亚欧大陆桥通道进入哈萨克斯坦。往昔

的驼铃古道上，“钢铁驼队”载着物资一路向西。

10 年来，从西安开出的中欧班列规模持续扩大，通

达辐射范围越来越广，现已联通 20 多个国内城市、40 多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这十年，也是李沛人生中突飞猛进的十年——从制

动员、连结员、调车长成长为值班站长。“见证‘一带一

路’繁荣发展，亲历中欧班列日益壮大，可以说，我与‘一

带一路’共成长。”他说。

如今，中欧班列已成为铁路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亮丽名片，李沛也走上车站调度岗位，成为推动

中欧班列安全、高效、稳定开行的“幕后工作者”。他还

将自己的经验言传身教给年轻人，为“钢铁驼队”培养更

多高技能人才。

“师傅要求特别严、标准特别高，差一点也不行。”在

李沛的鞭策下，27 岁的邬远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在西

安西站调车技能竞赛中获得全能项目第一名。几年的

调车生涯让年纪轻轻的邬远也练就了一项特殊的本领，

那就是听着列车压钢轨缝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集装箱内

的货品种类。“日用百货类的东西比较轻、比较脆，听着

就是‘噔噔’的声音。如果装的是重的汽车，或者工机器

具的话，会发出比较闷的声音。”

“2013 年国际班列每周开行两三列，现在每天有 10

至 15 列。”李沛说。作业强度的提升，背景在于中欧班

列（西安）的亮眼数据——2018 年开行量突破 1000 列，

2020 年突破 3000 列，2022 年突破 4600 列，开行量、重箱

率等核心指标近年来稳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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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背后

他山之石G

王凤斌 范腾

“安哥，这个月创效指标还没完成吧？

咱俩去废料场淘淘宝？”

“都瞅着那块香饽饽呢，不知被翻过多

少遍了，哪还有值钱货？”

“有套清扫器换下来当废铁了，昨天刚

升的井。”

“那敢情好，快走，去晚就扑空啦。”这

是近日山东能源郭屯煤矿 2 名职工商量着

“交废创效”的一幕。

今 年 以 来 ，该 矿 统 筹“ 一 盘 棋 ”、决 战

“成本仗”，积极开展全员创效活动。现如

今，越来越多的职工一有空就跑到废料场

转转，忙着“捡漏拾遗”，为矿井降本提效添

砖加瓦。

该矿机电工区材料员陈阳介绍，根据

矿井全员创效分配指标，基层区队每人每

月都要完成创效 40 元，主要以上交废铁作

为创效项目，按照 1 元/公斤换算计价，每人

每月要交上 40 公斤废铁。

该矿基层工区将全员创效当作“一把

手”工程抓细抓实，成立领导小组，全覆盖

宣传动员。他们制定即时奖惩措施，用真

金白银调动创效积极性，迅速掀起全员“淘

金”热。

“4 月份共回收、上交废旧物料 80601 公

斤，今年累计已经上交 27 万公斤。”物资供

应科负责人韩强说。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当你走进中煤华利和翔公司筛选厂集控

室，会看到一群哈萨克姑娘，她们娴熟的操

作、规范的指令透着一股积极向上的干劲，这

就是天山脚下的“雪莲班组”。

该班组由 8 名哈萨克族女职工组成。

2010 年，和翔公司与巴里坤县政府进行战略

合作，由当地技工学校对她们进行委培。如

今她们一个个技术精湛，“雪莲班组”也成为

团结奋进的优秀集体，2022 年成为公司班组

建设的示范点。

班长阿依古丽·阿斯尔在和翔工作十年

了，经历了矿山从发展到壮大的全过程，她也

由一个懵懂少女成长为业务骨干，她带过的

新人也都成长为各个岗位的业务能手。

几年前，副班长古丽娜孜·贾肯到公司的

别斯库都克露天煤矿担任选煤工时，由于语

言不通，许多基础操作都难以独立完成。为

了早日胜任岗位工作，她除了刻苦学习工作

流程和岗位操作要点外，还积极向老师傅请

教。她发现，如果想全面提升自己的业务水

平，就要熟练地掌握普通话。为此她狠下功

夫，坚持用普通话进行指令操作和沟通交流，

甚至在做饭的时候都会用普通话自言自语地

说“放入青菜，放入羊肉、放入食盐”。

“吾拉斯 、吾拉斯……”任由集控工阿依

江再怎么喊儿子的名字，视频中儿子还是扭

过头投入姥姥的怀抱。姥姥责怪女儿：“你要

是再不回家，你的儿子就不认识你了。”

“雪莲班组”有 4 位母亲，她们的孩子最

大的不到 4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可由于工作

繁忙，她们中的很多人一个多月才能回家和

孩子见上一面。

“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记者问。

“如果没来这儿，现在我应该跟着我的丈

夫赶着羊群，在戈壁滩上寻找下一个栖居

地。”集控工沙吾列有些腼腆地说，“我刚到这

里的时候，第一次住进干净明亮的宿舍，手都

不知道放哪儿，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把哪儿弄

脏了。当我走进上班的集控室时，我感觉我

成了电视里的主人公，心跳都加速了。十年

里我学会了讲普通话，还能够独立完成自己

的工作，我结了婚，丈夫也在公司工作，公司

给我们安排了单间。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拥

有自己的孩子。”

这群哈萨克姑娘宛如盛开的雪莲花，永不

服输是她们坚韧的性格，迎难而上是她们进取

的人生。正如哈萨克的一句谚语所说的：坚强

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是勇士最亲密的战友。

在中煤华利和翔公司筛选厂集控室，有个由 8名哈萨克族女职工组成的“雪莲班组”

盛开在天山脚下的“雪莲花”

“捡漏拾遗”为矿井降本提效添砖加瓦

废铁成了香饽饽

在一线寻找智能化升级的方向
信息中心的成员们把日常看到的问题、存在的困惑、改进的思路和盘托出

胡云峰

“智能化提档升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要

围绕应用效果、现有系统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反溯，为搭建升级框架提供支撑。我今

天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应用中发现了哪些问

题，还存在什么短板，好为下一步宏观层面架

构的搭设提供支撑。”5 月 10 日，皖北煤电智

能公司总经理徐辉在信息中心调研时说。

作为公司智能化的先锋，信息中心主任

周圆率先发言。他说，本着实用可用、真正对

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发挥作用的思路，公司智

能化在煤炭行业已是一块金字招牌，但升级

改造还有空间。“交换机、系统软件、无线网，

包括企业防护杀毒等方面都有待加强。云服

务投入使用后，海纳了监测监控等大量数据，

具有读取方便的优点，可通过分级分类进行

海量数据存储。综合平台使用上，除了通风

报表、供应材料、停送电、领用料等使用较多，

其他的闲置率较高，另外项目手续繁琐，推进

慢，对升级效率有制约，也需要增加出去学习

开阔眼界的机会……”

信息中心的其他成员也踊跃发言，把日

常看到的问题、存在的困惑、改进的思路和盘

托出。

“洗衣机房、社保、矿务公开等功能需要

从顶层设计考虑进去，避免后期集成困难。”

“视频监控回放功能的权限需要控制，但

目前没有太合适的办法。”

“科区值班除视频监控使用率高，对其他

智能化子系统关注度不高。”

“业务单位对处理问题故障的参与度偏

低。”

“建议对技术人员进行本单位智能化系

统业务培训。”

“智能化系统应用责任界定不清晰。”

“无纸化办公要与纸质办公同时进行才

可以，还做不到真正的无纸化办公。”

“有些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据还不能自

动录入，只能人工更新 ......”
听了大家的发言，徐辉说，智能化系统升

级就是一个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要把

升级工作做好，一定要把基础打牢，促使应用

落地，职责进一步明晰，从数据治理上涵盖全

流程业务板块。

围绕升级系统框架，徐辉表示，一定要把

大的网络架构横向纵向重新划分好，把住入

口关，PC、手机、内网端的入口查询功能要完

备；要常态化召开智能化办公会，为具体业务

板块分专业系统升级提供行动指南，开一次

会有一次会的效果；要把住系统升级的验收

关，技术规格上参与，验收上主导，从源头上

保证智能化系统功能的落地完善。

“我们公司智能化特色在应用，优势在

实操，井下肩扛手拉的体力劳动多不多，自

动化、信息化、机械化的提升空间大不大，都

是我们聚焦解决、升级改进的方向，只有这

样，才能全面提升我们的智能化水平，达到

智能化提档升级的目标。”徐辉表示，从宏观

框架方面进行调研后，还将利用半天时间从

微观应用上进行调研，以保证宏观和微观照

应起来，形成完善的智能化提档升级思路和

方案。

“我与‘一带一路’共成长”

石启元 孙洪涛

“我们班组改造设计的除铁器调偏装置，

能够有效防止除铁器皮带跑偏，节省了人力

手动调偏工序，更好地实现了生产连续性。”

近日，在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东区

机电车间班组技能创新金点子解决生产疑难

杂症评审会上，除铁器调偏装置主创人马亮

向评审团介绍自己的金点子。

今年以来，这个车间以发挥职工聪明才

智、激励职工创新、提高职工工作热情、推动

科技创新成果运用为出发点，组织开展“技能

创新金点子解决生产疑难杂症，实现全年安

全目标”活动，成效突出。

“在班组调研中，我们发现职工有很多

好的做法，切实解决了生产现场的一些疑难

杂症，但是职工缺乏总结提炼推广的意识，

很多好的做法只应用在班组，很多好的想法

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我们开展这个活动，就

是要把好的做法推广开来，让好的想法实现

起来。”车间负责人说。

该车间为推动职工创新热情，加大推广

力度，解决职工会干不会说、说了写不好的问

题，推出“两图一说明”的形式，即改造前问题

图片和改造后效果图片，配上思路和具体做

法说明，通过简单描述把创新项目表达出来，

既解决了职工写材料的麻烦，又形象展现了

创新成效。

为鼓励职工参与创新的积极性，他们根

据参与活动项目数量定期开展评审会，从安

全经济技术一体化论证层面，对创新项目进

行评估评选，并通过网络小程序线上打分，

自动生成结果即时公示。通过创新项目主

创人上台解说、优秀项目市场化奖励、工作

群组优秀项目推广、年终“创新型班组”和

“创新新星”评选等形式，让参与者既获实惠

又得名声。

车间创新活动开展以来，班组职工的 28
个创新项目参与了评选，真正让“金点子”变

成了“金果子”。

班组现场G

杨瓒

截至 5 月 12 日，雄安新区容东片区综合管廊已经

平稳运行 572 天。6 年间，“未来之城”拔节生长，这座

管廊则是一个小小的注脚。

雄安是全国首个采用全地下综合管廊的城市，遍

布地下的综合管廊如同城市的“大动脉”，既保障了供

电、供水、信号、燃气等市政需求，又解决了“拉链路、

井盖补丁”等城市病。

容东片区综合管廊长 14.8 公里，采用三层四舱结

构。受中国雄安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委托，自 2021
年 10 月起，由中铁电气化局城铁机电分公司负责运营

维护。这支团队共 37 人，平均年龄 22 岁，有着北京世

园会、冬奥延庆赛区、大兴新机场线等线路的管廊运

维保障经验。

“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防汛、防火、防非法入侵，

是保障管廊安全平稳运行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就像

医生，每天通过智能监控感应系统和人工巡检的方式

‘望、闻、问、切’，为管廊做体检。”4 月 30 日，巡检组组

长李金粼向笔者介绍，该管廊有国内最长的燃气舱，

运维安全级别更高，责任更大。这里应用了物联网技

术，手机在廊内也有信号，监控中心可以实时准确地

定位廊内工作人员，随时监控廊内设备运行情况。

正 说 着 ，监 控 中 心 突 然 响 起 了 警 报 声 ，李 金 粼

“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说：“监控组立刻查看报警点

位，通知巡检人员前去确认。”

只见监控中心的大屏幕上不停地闪现报警提示，

李金粼紧盯着屏幕，通过电话指挥正在廊内的两名巡

检员：“赶紧到供水仓，系统提示水压异常，确定是否

发生透水。”随后，他又打电话给水务公司告知供水管

道水压异常的情况。

20 分钟后，巡检员回复：“廊内设备一切正常，没

有发生透水。”供水公司也打来电话，原来是外部进水

的一个阀门坏了，预计两个小时就能修好。警报解

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明媚的阳光洒进监控大厅，好

像海上船只刚刚经历了狂风骤雨后的一片祥和。

“平平淡淡才好啊，说明廊内设备运转正常，只要

廊内出现情况，必须马上冲到第一线。”李金粼说，去

年有一次遇上急降雨，他们全员上阵抢装沙袋，连两

个负责后勤的女孩子都上了，两个小时装了 1200 个 15
公斤的沙袋卸到各个出入口，好几个小伙子干得胳膊

都肿了，还是坚持将防汛措施布置好才回去休息。

守护“未来之城”地下“大动脉”

江杰

4 月 25 日下午 4 点多，西北油田顺北区

块 SHB4-14H 井在沙尘暴中高速钻进，戈壁

上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站在 10 米高的平台

上，沙子打得人脸生疼，眼也不敢睁。钻工们

在钻台上下钻杆，就像和一个看不见的巨兽

搏斗。隆隆机声伴随着大风呼啸，震耳欲聋。

在这个井做技术支撑的是西北油田石油

工程技术研究院钻井所的韩正波，他在平台

控制室里观察钻进情况，每隔 20多分钟就要

跟着钻工们出来换一次钻杆。

当一根钻杆换完，他准备往平台控制室

走时，副司钻小李冲了出来，指着手里的防爆

对讲机朝他喊：“孙所长喊你吃饭呢！”

韩正波朝平台下一望，副所长孙伟光正

朝他招手。他把头倔强地扭了过来，心里说：

不吃，饿不死。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孙伟光竟气喘吁吁

地爬了上来。他先对钻工们笑笑，然后一把

拉过韩正波说：“吃饭！对我有意见，对饭也

有意见啊？”小韩这才跟着下了平台。

原来，今天一大早，韩正波就和孙伟光一

起上了平台，他们干的这个活儿叫“预弯曲双

扶防斜打快技术”。在油田，孙伟光是用这个

技术打超深井的第一人。

普通人看来，钻井无非就是给钻头压力，

一直钻下去就可以了。其实，通过几公里长的

连接钻杆带动钻头钻进，会产生巨大的侧向

力，让钻头发生侧斜。为防斜，要在预弯曲钻

具组合的钻杆上加扶正器。井再深一些，一个

扶正器就不够了，可加两个速度就下来了。

前年，孙伟光和团队根据现场经验，把双

扶正器防斜和钻速问题给解决了，由此声名

大噪。同年韩正波硕士毕业来到油田，被指

派的师傅就是孙伟光。

遇上重要或作业难度大的特殊井，孙伟

光都会到井上盯着。这天早上从宿舍出来，

孙伟光关照小韩，午饭可能吃不上，把饼干带

到主控室，饿的时候可以垫垫肚。

在钻井平台上安装好两个扶正器，钻头

开始往井里下。到下午 1点，钻杆全部下完，

开钻。孙伟光下平台到主控室参与指挥钻

进，让小韩留在平台上跟进作业——通常，至

少要盯一个小时。

没过多久，小韩看到钻速平稳，突然觉得

又冷又饿，想起放在主控室里的饼干，就走下

了平台。谁知道一进主控室，就见孙伟光板

着脸，冲他严厉地说：“能饿死不？回去！”小

韩愣了一下，赶快退出门就往平台上跑，被一

种后悔、委屈和羞惭交织的情绪憋得喘不过

气来。守在平台可以，应该蹲守现场，可我是

看一切正常了啊……

这股气，并没因孙伟光跑上平台叫他吃饭

而消下去。两人闷着头吃着，谁也不吭一声。

孙伟光其实只比小韩大 8岁，34岁却半头

白发。韩正波蓦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也是这么

严格要求他的，直到上大学离家之后的这些

年，他才慢慢懂得，严厉和苛刻背后的期许。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机务段厂区，一辆铁路专用牵引车推送
着一台等待维修的机车向检修库驶去。由于机车庞大的身躯挡住了牵引车驾驶员的视线，
他需要与在前方领车的防护员密切配合，以保证机车转线过程中的安全。手持信号旗的防
护员留给他的始终是背影，但那却是他的眼睛。 韩勇 摄

他的“眼睛”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测试中心根据新产品的结
构和功能特点建立多种测试场景，对产品进行精心检测，为
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保驾护航。图为近日工作人员在进行
测试。 辛兆涛 摄

精心检测

把好的做法推广开来，让好的想法实现起来

“金点子”变“金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