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组天地 1608期8 责任编辑：蒋菡

E－mail:grrbbztd@sina.com2023年 5月 30日 星期二

在生产线上遇到的麻烦是一粒种子，而企业鼓励创新的氛围像一阵春风

一根铅丝牵出一串创新

班组之星G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吴宗宸 李天心

“近年来，我们团队不断深化装配式建筑

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绿色低碳技术

的融合发展，相继建造了多座装配式保障房，

推动建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不断提

升。”5 月 26 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苏宪新在南京

百水保障房一期项目现场向记者介绍。

当天，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的“住宅品

质提升现场交流会”在南京召开，交流住宅品

质提升之道，并走进由中建二局承建的南京

百水保障房一期项目，观摩这一“户型不大功

能全、用材不贵工艺精、占地不多环境美”的

装配式住宅。

该项目由“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 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成

员“操刀”。苏宪新介绍，工业化方面，他们更加

突出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

体化装修；数字化方面，加快推进 BIM 技术在

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运维全寿命周期

的集成应用；在绿色化方面，加大对部品构件

的碳计量与核算，并广泛应用绿色建材。

让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室“一战成名”

的 是 2011 年 开 始 建 设 的 南 京 上 坊 保 障

房。作为当时南京市最大的政府类民生工

程，它有 100 万平方米的体量，工程建设的

质量好坏和进度快慢牵动着 10053 户家庭

的心。为了提高工程质量、施工效率和绿

色施工水平，苏宪新带领团队踏上了攻坚

装配式技术的征途。

深化设计不够详尽、构件编号凌乱、预制

构件制作精度不高……面对前所未有的压

力，苏宪新带领团队翻遍国内外学术论文、科

研著作，运用“沙海淘金”战术，在稀少的实战

案例中寻找共同点、触发灵感。

终于，他们找到了方向，全预制结构构件

柱、梁、板、楼体等成功吊装，让工程质量和效

率指数“双提升”，并创下工程成本“不增反

降”的奇迹。这座当时全国框架结构中预制

率最高的工程，一举摘得“中国建筑鲁班奖”

和“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

2015 年，苏宪新带领团队转战南京丁家

庄二期保障房项目。有了之前积累的经验，他

决定将“搭积木式”盖房升级，对室内装修充分

采用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大

大提高了成品房交付的整体进度和质量。

2019 年，苏宪新和他的团队开始了新的

攻坚旅程，包含 19 栋高层住宅及商业用房，

主楼全部为预制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的南

京百水保障房一期项目正式开工。这一次，

他们将 BIM 施工模拟技术与装配式建筑相

结合，工期缩短 3 个月，整个项目产生经济

效益 800 余万元，节约木材约 90%，节约水泥

约 20%，结构预制率达到 31%。该项目的装

配式施工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他们从建筑的各个环节、各个角落践行

着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建造理念，将绿

色、装配式、精益建造和建筑信息化技术全过

程应用深度融合，让保障房从“兜底工程”变

为真正的“惠民工程”，实现“住有所居”向“美

好宜居”的跨越式转变。

多年来，工作室的成员都领教过苏宪新

的严苛与认真。从南京上坊保障房开始便

在苏宪新团队的金涛，如今已成长为项目党

支部书记，他现在的工作习惯还是源于那些

年跟着苏宪新跑现场时的言传身教。他一

直记着苏宪新说的：“给老百姓盖房子，不容

一丝马虎！”“实测实量务必做到 100%，达不

到要求就推翻重来！”这话，金涛如今也常会

说给项目上的年轻人听。

传承的价值，就在一句句“狠话”中领悟，

也在一个个项目中实现。

截至目前，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室累计

获得专利 49 项，3 项创新成果被认定为国际

领先水平，3 项创新成果被认定为国内领先

水平。

“给老百姓盖房子，不容一丝马虎”

匠心“装配”保障房

王忠

创新也可以传染？最近，在淮安华顶鞋

业有限公司裁断车间出现了一件新鲜事：一

个小小的创新带动了一连串创新。

在华顶公司的裁断车间，有一台效率比

较高的半自动插跟裁断机，平时在这台机器

上操作的员工叫周月红，而对这台机器进行

创新改造的人叫王建。王建负责裁断车间上

万个刀模的管理工作，这些刀模就是他的千

军万马，他用责任心和高超的技术把这些“黑

骏马”驯得服服帖帖。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王建还爱琢磨

如何对刀模进行改进，节省材料，提高产量。

例如一些刀模原来都是单个裁断的，一下只

能裁一片。这样不仅速度慢，还浪费材料，因

为你的技术再高，在两个刀模之间也要有合

理的缝隙，而两个刀模靠得太近就会滑边，产

生次品。当时裁断车间的主任外出参观学

习，回来分享说人家鞋厂有做双刀模裁断的，

鼓励大家试一试。

一开始，车间里许多老员工都是把两个

尺寸的刀模排在一起裁，但增效有限。王建

想能不能把一个尺寸的刀模做成双刀模呢？

这样不仅增效明显，两个模具还可以共用一

个相同的“脊背”，部件与部件之间就没有了

缝隙，节省材料。

但现在要介绍的王建的创新与他管理的

众多刀模无关，而与之前介绍的半自动插跟

裁断机有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前一段时间，周月红生病住院，由

她操作的这台机器就闲了下来，如果有插跟

需要裁断，车间里的机动人员就会顶上去，王

建有空的时候也会去裁一段时间。

裁着裁着，王建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台

机器是通过红外线控制的，一张长方形的材

料通过红外线扫描不断向前推进裁断，但是

到了最后，红外线扫描不到了，材料就停下不

动了，尾部的材料也因没有滚筒的约束而被

刀模带了起来。

也就是说，材料钉在了刀模上，非要用手

把刀模和材料掰开，然后用剪刀把没裁完的

零头材料剪下来继续裁，非常麻烦，而且十分

危险——刀模的温度达到 240摄氏度，一旦手

碰到，会被烫伤。

在生产线上遇到的麻烦是一粒种子，而

企业鼓励创新的氛围像一阵春风，春风过处，

种子发芽。

面对麻烦，爱琢磨的王建仔细观察了一

阵，发现是材料最末端失去了机器滚轴的束

缚所致。他继续往下想，要是在滚轴和刀模

之间拉一道铅丝，是不是就可以把材料压住

呢？

于是，他先找来一根细铅丝做试验，发现

有效，只是铅丝太细，被刀模向上拉时经不

住，材料和刀模还不能完全脱落。他又换了

一根粗铅丝，一试效果很好。

王建的创新给周月红带来了便利，也深

深触动了她，她反思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个

方法。

“我平时对机械方面的事就不太敏感，而

且存在惯性思维，以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的。”周月红总结道，“创新就要有好奇心，把每

天重复的工作当成是第一次做来看待，这样

才有可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于是，周月红像放电影一样把操作流程

在头脑里过了一遍，寻找哪里有不顺手的地

方。

停！当“电影”放映到某个地方时，她觉

得很卡，很多时间都耗在了这里——当她把

插跟裁好后，一个个插跟虽然被刀模切开

了，但还粘在原来的材料上不肯下来，必须

用手从正面一只只使劲地往下推，那些插跟

才会不情不愿地跳进筐里。她想，有没有什

么办法可以改进呢？

周月红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刀模都是加

热的，当刀模裁 EVA 插跟时，先接触上口，然

后接触下口，由于刀模在裁断的过程中热量

挥发，先热后凉，EVA 插跟热胀冷缩，这样就

会造成裁过的孔洞上大下小，要想把插跟推

出去就很费劲。

找到问题的症结，下面的事情就好办多

了。既然是下面口小、上面口大时插跟不容

易掉下去，那么把材料翻过来不就行了吗？

她试着把材料翻过来，用手使劲拍一拍，

插跟果然就如熟透的果实一样哗啦啦地掉下

来，用来整理的时间比原来缩短了一倍。

通过王建和周月红的共同努力，这些小

小的创新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插跟裁

断由原来一小时裁 400多下提高到一小时裁

600多下。

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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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胜 邱明哲

80107 钻井队去年因生产管理不力被

甲 方 西 北 油 田 多 次 通 报 批 评 ，勒 令 停 工

整顿，在工区综合得分排名落后被降为 C
级队。

今年第一季度，这个队的生产利润、毛利

率、钻井进尺等 3项指标在中国石化“比学赶

帮超”重点工区基层队对标评比中名列前茅，

夺得 3 面红旗，在西北工区 74 支钻井队中综

合评比第 1 名，近日受到中国石化石油工程

公司通报表扬。

这个队是怎么蝶变的？

“关键在于管理！同样的员工队伍、同

样的设备，由不同的井队干部管理，生产经

营业绩和队伍精神面貌大不一样！”谈起

80107 钻井队的变化，该队钻井一班司钻崔

立国说。

去年 7 月，中原石油工程公司党委书记

张百灵在西北工区调研时要求西北工区指挥

部尽快扭转 80107 钻井队的落后局面。西北

工区指挥部经与该队母公司钻井一公司沟

通，从其他钻井队调来 6 名优秀干部和生产

骨干。

“咱们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

新任平台经理赵振杰在到任后召开的第一

次全队员工大会上动员道。他和其他领导

班子成员分头与员工促膝谈心，从做好员工

思想工作、抓队伍作风入手，从严管理，加大

考核激励，很快就把全队员工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

同时，西北工区指挥部组织机关部门

成立帮扶小组，制定帮扶排名靠后钻井队

的奋进目标和措施，开展驻井帮扶工作。

今年 1 月，80107 钻井队施工的顺北 4-
14H 井在二开钻进过程中发生井壁失稳等

现象，分管技术工作的西北工区指挥部副

总指挥、塔里木分公司副经理母亚军驻井

指导施工。1 月 24 日，他们运用等壁厚大功

率螺杆+PDC 钻头打进尺 753 米，创出顺北

油田 4 号断裂带日钻井进尺最多纪录。实

现了元月生产“开门红”，全队干部员工更

加坚定了打场翻身仗的信心。

今年 3 月，在中原石油工程公司调整西

北工区指挥部和塔里木分公司领导班子会

上，张百灵对西北工区指挥部新领导班子提

出 3 条工作要求，其中一条就是抓工区综合

得分排名靠后的后进队伍。西北工区指挥部

主要领导挑最差的 80107 钻井队作为“责任

田”，带头抓“后进队”。

“工区指挥部主要领导挂钩承包咱们队，

咱们可不能再掉链子！”赵振杰说。

2 月 27 日，顺北 4-14H 井三开开钻。这

个队干部员工又奋力拼搏一个月，仅 5 趟钻

便完成了三开施工任务，并一次性将套管下

到位，比计划提前 3天完工，提速、提质、提效

在工区率先实现“加速度”。

近日，80107 钻井队被考核升格为乙级

队，甩掉了“后进队”的帽子。

“后进队”蝶变记

刘可欣 蒋晓东

在东海之滨，年货物吞吐量连续 14 年位居世界第

一的浙江省宁波舟山港，活跃着一支近 2000 人的龙门

吊司机队伍。因作业强度大、难度高、三班倒等特点，龙

门吊司机大多是男性。而在今年 4 月举行的宁波舟山

港远控龙门吊操作技术比武中，这个团队中屈指可数的

女司机杨美英过关斩将荣获冠军。

1996 年出生的绍兴姑娘杨美英，2022 年 6 月入职

宁波北仑第一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同年 12 月通过测

试正式成为该公司首批龙门吊女司机。从带领游客爬过

万里长城、登过华山之巅的导游，转变为操作港口大型机

械的海港人，特别是在接触到枯燥抽象的机械理论知识

后，巨大的反差曾让杨美英一时难以适应新的工作环

境。培训期间，她的模拟测试成绩不太理想，这也引发了

周边同事对“女性是否可以从事大型港口作业设备”的质

疑。好在杨美英有颗“大心脏”，她多学多记多请教，奋起

直追，此后的测试成绩越来越好。

除了要通过理论的测试，更要经得住技能的考验。在

二十几米的高空玩转龙门吊，想着轻松做着难，首先就要

克服恐惧感。登龙门吊攀爬直梯时的摇晃感让杨美英想

起了小时候爬竹梯的感觉，好像时刻都有倾斜的风险，但

看到同行的小伙伴一个接一个往上爬，不服输的她也爬了

上去。坐上驾驶椅，低头透过透明玻璃往下观察集卡和箱

区，同时还要控制手柄完成吊具的着箱、取箱、放箱，一度

让杨美英产生强烈的晕眩感和呕吐感，不一会儿手心就满

是汗了。可是，这些都没有吓退杨美英。经过半年的苦

练，她终于独立上岗成为一名合格的龙门吊司机。

如今，杨美英已经从传统龙门吊司机变成远控龙门

吊司机，工作环境也从原先不足 5 平方米的龙门吊驾驶

室，转移到了后方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随着宁波舟山港

智慧化码头的不断推进，年轻的杨美英和她的同事们正

成为全自动远控龙门吊操作的主力军。

“大心脏”的龙门吊女状元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本报通讯员 章晓玲 刘雯

山野寂寂，寒星寥落。广铁怀化供电段维修工长周

振国身穿蓝色工作服，在几束光柱照射下，抓着接触网支

柱孔，攀爬上 7米多高的支柱杆。

“好家伙，才一天时间，这鸟窝就搭好了一大半。”屁

股平坐在平腕臂底座上，周振国小心移动身体，伸手抽出

鸟窝外侧那根半米长的树枝。两只喜鹊受惊腾空飞起，

急鸣着盘旋半空，久久不愿离开。

“你们也是死脑筋，拆了又搭，搭了又拆……河边明

明有棵大树，咋不把家安到那呢！”周振国摇摇头自语道。

这是 5 月 21 日凌晨 2 时，周振国带着工友第 14 次到

黔常高铁禾家村站 109号杆，拆除“违建”鸟窝的场景。

高铁接触网设备是负责向机车提供电能的“充电

器”。春夏之交，一些鸟爱把窝搭在高铁接触网上。鸟窝

多是树枝、铁丝构筑，这些材料一旦遇上雷雨或潮湿天

气，很容易导电引起跳闸，给高铁供电带来安全隐患。

禾家村站的这些“违章建筑”多是喜鹊窝，筑窝喜欢

用较大的枝丫，“拆违”也更麻烦。且喜鹊“恋旧”，爱在同

一处搭窝。你前脚拆完，它又马上筑起新巢，人鸟斗智斗

勇，周振国颇感无奈。“喜鹊是很有人缘的一种鸟，不能随

便捕杀。用过什么驱鸟刺、驱鸟粉、抹黄油，都不好使，还

得上手。”周振国摊手道。

在地面接应周振国的高崖，没少参加这种“拆违”行

动。“这种立在桥上的钢柱是格构式，往上爬要不停转换

双安全带，挺费劲的。我爬个七八米就感觉吃力，腿肚子

跟着打抖。到了够得着鸟窝的位置，往下一看，离地 30
米高，不敢往下看。而且钢柱晃动得厉害，又不好落脚，

站一会脚就生疼。”

“必须抓紧时间清理掉，不然更会影响它们的正常繁

育。”一旁的工友马俊介绍说，最近几乎是一天上去清理

一次。

为了早发现早拆除高铁接触网上的鸟窝，怀化供电

段对沿线接触网进行视频监测，利用高铁检修“天窗”期

及时清理。今年已拆除“违建鸟窝”216 处，有效防止了

因鸟窝引发的跳闸事件，保障了高铁安全畅通。

“这对喜鹊不在这边搭窝了！”次日下午，一直盯着 2C
装置采集视频监测的张智勇，告诉周振国这个好消息。

“和它们斗了 14 次，终于皆大欢喜喽！”周振国长舒

了一口气。

他山之石G

高铁“拆违”记

在河南能源永煤集团新桥煤矿机修厂电工班有对夫
妻：班长王艳立和他的妻子电工刘桃梅。王艳立先后破
解现场技术难题40余个，完成创新成果50余项，荣获“青
年岗位能手”“劳动模范”“首席员工”等荣誉称号，他所在
班组也多次被评为“提质增效班组”。“在矿上他是我的班
长，在家我是他的‘班长’。”刘桃梅说，丈夫工作特别忙，
家里的事儿她都包了。

图为5月20日，王艳立夫妇在修电机。 秦海涛 摄

第一手资料

金牌班组G

乌兰布和沙漠是我国八大沙漠之一，
人称“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里有
个内蒙古阴山北麓草原生态水文国家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一群牧区水利人扎根大
漠，致力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技术与理论支撑。

十年来，他们取得了60多万条第一手
基础资料，初步摸清了黄河乌兰布和沙漠
段沿岸的风沙流结构、沙丘形态、沙丘运移
规律、土地利用等方面的情况，为科学、准
确回答该区域入黄风积沙量提供了扎实的
基础依据。

图为队员在布设仪器。
杨佳林 黄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