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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班长带出牛班组

班组之星G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尹松松

首钢京唐公司能源与环境部燃电作业区煤气集控岗

位丙班班长牛东栋，瘦高的个子，不太爱说话，但浑身上

下总是透着一股子“牛劲儿”。

参加工作 15年来，他吃苦耐劳、勤恳踏实，无论什么

事都力争做到最好，被评为 2022年度公司金牌班组长。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绝对不允许出现

任何安全问题啊！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小心小心再

小心。”身处钢铁厂最危险的煤气柜区域，牛东栋深知安全

的重要性，只要触碰到安全，他的“牛脾气”就来了。

作为班组的带头人，他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带领大

家时刻牢牢绷紧安全这根弦，将安全隐患双控排查工作做

得细致入微。2022年，他带领班组处理安全隐患 43项。

除了打造本质化安全的工作环境，他还非常注重提

升大家的安全意识、安全能力和安全素养，认真组织学习

规章制度和事故案例，并对可能发生的生产事故进行预

想和桌面演练，举一反三。“安全是咱自己的事，出了问题

谁也不能替咱受罪。”他说。

牛东栋还带头向生产技术人员学工艺、向维检人员学

维护、向高技能人才学经验，同时把每天工作中的得失、注

意事项总结之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推送到班组微信群，

大家互相讨论、共同提高。近年来，他带领班组成员摸索

总结出“热轧混合站最佳操作法”和“高炉煤气加压站双站

保供最佳操作法”，大大提升操作效率和精准度。

“看似粗犷的老牛，实际上粗中有细。”有班组成员这

样评价牛东栋。他将精细化管理运用到班组管理中，将

改善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效益。

转炉煤气是炼钢的副产品之一，因其热值高的特性，

成为钢铁企业重要的二次能源。为提高转炉煤气回收

量，牛东栋带领班组成员紧盯煤气产耗波动情况，及时调

整设备运行状态，保证转炉煤气应收尽收。2023 年一季

度吨钢转炉煤气达到 120立方米，实现新的突破。

赶装空调“送清凉”

车间里的课堂

丁玉萍 胡强

6 月 24 日 21 时，正是戈壁上晚霞最绚丽

的时候，大块大块的云被夕阳染得姹紫嫣

红。暑气退去，凉风怡人。

在西北油田采油二厂第三管理区院内，

男人们开始散步，女人们开始跟远方的家人

视频通话。

设备组助理工程师陆地把组长张顺邦的

办公椅搬过来，放在自己的桌子前，他要给组

长放白天用防爆相机在井场拍的视频。

电动注脂泵是组长的发明，白天在现场

很好用，在井场注脂的采油工高兴得都蹦了

起来。

组长要是在现场一定会开心地笑出来。

在陆地的印象里，组长是个严肃的人，平

时沉默寡言，难得一笑。熟悉组长的老师傅

们说是那病害的，原来的组长是个阳光开朗

的家伙。

现在的组长不爱说话，人缘却依旧好。

有人说跟他一起工作真是福气——自打工

作起，设备组年年都是先进，大伙跟着没少

拿奖金，成果也得了不少，在职称竞聘中沾

了不少光。

44 岁的张顺邦患强直性脊柱炎有 18 年

了，脖子僵直。这些年，他的步态越来越僵，笑

容也越来越少。为了让组长少忙点、少累点，

陆地每天像打足了气的皮球，总是跑着发料、

上井、整理仓库，希望组长脸上能多些笑容。

然而，组长这个人又岂是他能左右的。

去年除夕，在食堂聚餐，桌子上自然摆满

了硬菜。张顺邦看有个小伙只拿个饼在啃，

便说：“吃，小伙，吃饱不想家。”

小伙说：“胳膊痛，使不了筷子。”

原来，他给油井注脂，整了两口井，胳膊

就整肿了。所谓注脂，就是俗话说的注黄

油，对阀门起到润滑和密封双重作用。一口

井有 10 多个阀门，手动黄油泵全靠人用胳

膊硬压。

老 工 艺 是 3 个 人 ，一 台 车 ，从 早 忙 到

晚，只能干 3 口井，还累得腰酸膀臂痛。管

理区有 259 口生产井，做一遍维护，基本都

累趴下了。

第二天到办公室，张顺邦工装穿戴整齐，

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对陆地说：“咱俩今天去钳

工房。”

“今天是大年初一呀！这点小事。”

“你不痛，所以觉得是小事。昨天我都无

地自容，这算管的啥设备，连个破工具都解决

不了。”

整个春节，他俩都围着这个注脂泵转。

此后半年，他们克服了注脂量不好掌握、

活塞往回泄压后无法回到原位等技术难题，

多次往返于 40 公里外的加工车间，修改设

计，和车工反复沟通。最终花了 1.1 万元，成

功研制出效率高、计量准、劳动强度小的新型

电动注脂泵。

在旧病易发的春天，张顺邦只能欠着

身子坐，并且不停地变换姿势，坐不好就抽

着疼，疼得满头大汗。晚上要想睡个好觉

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能平躺，不能翻身，脊

柱像被封印了一般。每次醒来，他都是被

疼醒的。

为了工友不受伤，这些年，张顺邦带着

陆地完成了清洗过滤器装置、涡轮风扇拔

轮器、稀油脱水装置、柱塞泵盖板等改造和

发明。

自身的痛无人替代，工友的痛他放心上。

自身的痛无人替代，工友的痛他放心上

组长的“痛感”

本报记者 张世光 本报实习生 刘雄文

王洪伟、王秉权、刘瑞，这是中国铁路哈

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车辆段哈修配车

间轮对班组里的三代工人。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事业：给火车“修脚”。

1987年至今，跨越 30余年，一个班组经历

三代师徒接力从事这项工作。时间在变、人

员在变，但作业要求、标准和效果始终未变。

这种稳定是如何保持的？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每一代师傅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而这

些绝活连接在一起就是这个班组 30 年一直

向前的秘诀。

第一代：紧抓细节

所谓的“脚”就是火车的车轮。平时路走

多了，“脚”就会出现磨损、擦伤、剥离等问题，

进而影响列车的运输安全。轮对班组就是负

责对“脚”的疑难杂症进行“治疗”，确保每个

车轮都能够以最好的状态，为行车安全保驾

护航。

52岁的王洪伟 1987年参加工作，今年是

他担任这个“修脚”班组工长的第 12 个年

头。作为班组里的“老人”，他可以说是整个

班组的“师傅”。与其他师傅不同，现在的他

并不亲自带徒弟，而是以考官的身份出现，考

核的对象通常是刚刚学成的年轻工人。

在考核徒弟这件事上，王洪伟注重细

节。他设置的考核项目通常不局限于镟轮环

节，而是涵盖轮对收入、轮对支出等多个环

节。简单来说，轮对的收入和支出类似于病

人入院和出院的检查，由此确定病灶和治疗

效果，镟轮则类似具体的治疗环节。按照很

多人的理解，这方面的问题是不需要“修脚”

的工人来掌握的，只要班组长或者更高级别

的管理层掌握就行。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徒弟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干的是镟轮，却要掌握其他班组的

工艺？”但王洪伟有自己的想法：“只有细致地

掌握‘修脚’工艺的整个流程，才能从全局的

角度更全面地发现问题，更彻底地解决问题，

这才算是真正的学成了。”

王师傅对细节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对班组

同事的业务高要求上，还体现在对于大家生

活的关心上。倒班洗不上澡、劳保用品升级

换代等多个涉及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都是

他主动收集并上报给有关部门，积极协调解

决的。

谈及带徒弟，王洪伟说：“这么多年，我的

初心从未改变，那就是‘徒弟的小事都是我的

大事’。”

第二代：大胆创新

副工长王秉权是王洪伟的徒弟，也是班

组里的第二代师傅。47 岁的他从业已有 27
年。刚上班时，班组就安排了王洪伟来教

他。在师傅的耐心指导下，王秉权逐渐掌握

了镟轮的基本理论和技术。

不久之后，车间引入了新的数控机床。

由于王秉权学东西快，师傅王洪伟就推荐他

去学习新式数控机床的操作技术。就这样，

王秉权成了操作新式数控机床的第一批工

人。为了让这批工人快速掌握新机器的操

作，班组特意请来了机床制造方的技术人员

做指导。“那时候知道厂家技术人员教完就

要走，便想着要抓住机会，早点学会，有时候

我都学到半夜。”王秉权说。

在厂家技术人员离开后，王秉权他们便

成了班组里掌握新式数控机床的师傅。在

向工友传授技术时，王秉权并没有墨守成

规，而是大胆创新。他注意到，如果完全按

照厂家技术人员所教授的流程进行操作，直

接输入数据控制数控机床进行车轮切割，确

实可以完成工作，但刀片的磨损概率直线上

升，这无疑增加了班组的生产成本——这是

之前使用老机床进行切割时从未出现过的

情况。

“正是因为师傅之前总问我们‘收入’‘支

出’这些不是我们班组负责但又事关全局的

问题，我才有了这种降低损失的意识。”王秉

权感慨。

然而，他超越自己师傅的地方在于创新

方法。

经过反复实验，掌握新、老两种机床操作

技艺的王秉权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他

在原有的操作流程上开创性地加入了老机床

的操作步骤，即用手动的办法先对车轮镟修，

对车轮高硬度的部分进行切割。然后，再使

用数控机床进行镟修。镟修造成的刀片损伤

下降了一半以上。随后这种操作流程也逐渐

在班组里普及开来，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

作规范。

第三代：“借题发挥”

31 岁的刘锐 2014 年从黑龙江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来到轮对班组。下到现场以

后，就一直都是王秉权师傅在教他，今年是他

工作的第九个年头。

前年，班组里新来了一批大学生，刘锐也

从一位徒弟变成了一位师傅。他发现，00 后

的徒弟们学技术、搞创新根本不是问题，但是

沟通的方式上却很考验他这位“小师傅”。

让刘锐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轻的徒弟，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总是想着要“赶上来”，每

天都比其他工友早到一个半小时，提前开

工。“工作的时间是上来了，但是效果却不太

好”。

如何在不伤害徒弟积极性的情况下把问

题解决掉？

一次下工后的篮球赛让刘锐的困惑有了

转机。刘锐说：“我记得那天我像往常一样，

下工之后和徒弟们切磋篮球，放松心情。我

那个徒弟在打篮球时格外急躁，老想进攻得

分，不防守，结果反而丢了分。”

篮球赛之后刘锐就找他聊天：“老弟啊，

你打球不能这么毛毛楞楞的。凡事有个过

程，打球如此，工作也是如此，心急可吃不了

热豆腐。”这种“不经意”的谈话，让徒弟“不失

面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在后续的工

作中做了改正。

除了毛躁的小伙子，班组里还有不爱说

话的“社恐”徒弟，他们通常不好意思在众多

工友面前提出自己的疑惑。面对这种情况，

刘锐总是在下班之后，主动通过年轻人习惯

的微信聊天方式与其进行交流，解答徒弟在

工作中遇见的问题。对于一些在线上无法解

决的问题，刘锐会提出次日在作业现场为徒

弟“补习”一下，徒弟们也会顺势愉快地接受

邀请。

谈及未来，刘锐充满信心地说道：“我们

会一代一代把镟轮工技术传承下去，让它越

来越精，越来越好。”

30 年来，三代人在默默无闻的接力中，

先后两次获得集团公司级别的先进班组称

号。第一代师傅王洪伟还获得过火车头奖章

和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每一代师傅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而这些绝活连接在一起就是这个班组一直向前的秘诀

一个班组里的三代传承

一线资讯G

邹明强 向代文 汪文涛

从果盖布隧道出来，工人老张取下口罩，摘下安全

帽，走进一间约 55 平方米的铁皮房子。他找了个角落，

在躺椅上边吸氧边看起了电视。电视正播放着高原工地

施工安全细则。这间施工工地的铁皮房，是中交二航局

青海同赛项目部专设的“多功能工地氧吧”。

同赛高速公路是同仁至赛尔龙（青甘界）高速公路，

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接地带。施工地段海拔达

3000米以上。“根据测算，海拔 3000米处空气中氧气含量

约为平原的 70%。也就是说，同赛项目施工段空气中含

氧量不足 15%。”项目安全总监王志雪说。

初来乍到的建设者均出现呼吸急促的缺氧症状，从一

楼爬到二楼都会气喘吁吁。“就是机器，在高原工作都出现

了高原反应。比如隧道施工所用的空压机，其性能就只能

发挥出 70%至 80%，我们不得不增加设备以提高效率。”项

目总工程师代青华说。

为了保障建设者的健康，项目部决定在果盖布隧道

入口、总卡 2号隧道出口搭建“工地氧吧”。为此，相关人

员驱车五六个小时，从西宁购买了两台制氧机，还储备了

30多个一次性小氧气罐，准备了 10多套桌椅。

“工地氧吧”建成那天，在安全人员的指导下，大家体

验了吸氧的过程。“凉丝丝的。”“好像比外面的空气更新

鲜。”“脑袋一下子清醒了很多。”工人们纷纷讲述着第一

次吸氧的感受。

为了让“工地氧吧”功能更加丰富，项目部随后又添加

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饮水机，配备了一台血压测量仪，准

备了感冒药、创可贴等常用药品，还摆放了 300多本安全

教育手册，让这里集“吸氧、休憩、医护、安全教育”于一身。

据介绍，“工地氧吧”可以同时容纳 30 个人吸氧，目

前已先后接收了 100余人次吸氧，发放各类药品 20余盒。

高原建设者有了“工地氧吧”

班组长安全管理“八法”促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川煤集团华荣能源柏

林煤矿工会在全矿 78 个班组中扎实开展班

组竞赛活动，积极推进班组长安全管理“八

法”，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一是当班考核法。由区队制定各班组考

核办法，根据生产现场每个职工完成的工作

量、施工质量、材料消耗等方面情况，当班结

束时进行打分，并进行相应奖罚。

二是危险预知法。在班前会上，当班值

班队干对上班生产现场存在的隐患或可能出

现的问题进行点评、解析，班组长根据生产任

务和井下现场生产实际，讲清主要风险点及

管控措施。

三是安全联保法。班组长根据工作的性

质和要求，对当班职工指定联保对象，联保人

员自觉做到相互提醒。

四是导师带徒法。新工人、转岗职工上

岗前必须签订师徒合同，师傅对其进行劳动

纪律、职工道德、安全生产权利义务的教育，

督促其加强劳动保护。

五是教育培训法。由区队对班组职工进

行教育培训，主要结合生产现场及职工岗位

实际进行应知应会、必知必会强化培训。

六是重点关注法。在班前会布置安排生

产任务前进行安全生产排查，把着力点放在

安全不放心人员、危险时段、危险区域上。

七是隐患排查法。在现场生产过程中，由

现场值班队干、班组长及当班职工对现场出现

的隐患进行查找分析，并制定落实整改措施。

八是交流谈心法。对“三违”职工、受伤

职工等及时进行交流谈心，通过心理疏导，解

除职工思想疑惑。 （何永兴 张露萍）

干部员工同台竞技比应急
本报讯 6 月的一个上午，在沧州炼化储

运部外操室，副经理岳璐在参与空气呼吸器

比赛。背空呼、收肩带，戴面罩、做气密，戴安

全帽，他动作熟练、一气呵成，举手示意时，评

委一掐表：26 秒。虽不及最快员工的 21 秒，

但也在中上游水平。“还好，没拉后腿。”这个

成绩让岳璐松了口气。

今年安全生产月，储运部以“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开展应急能力竞赛，包

括空气呼吸器佩戴、灭火器使用、心肺复苏术

操作 3项内容。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竞赛不

仅仅是班组员工间的比拼，运行部经理、专业

技术人员和各班组员工随机抽取 2人，作为自

己所在层级或班组的代表队，同台竞技。

因每人都有被抽可能，储运部所有班组

人员都积极备赛，操作不太标准的强化细节，

操作标准的提高速度。运行部领导也都在悄

悄用功。

此次竞赛，18组 36名参赛人员成绩合格

率达到 100%，有 14 个满分。“和领导们比拼，

我们本来信心十足，没想到他们一点也不

差。”操作员丁辉说。

“以‘练’促‘战’是抓应急能力提升的重

要手段，这项工作必须常抓不懈。”储运部安

全总监张建军说，要让每名员工都成为应急

处置的精兵强将。 （张玉香）

近日，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车辆段动车组运用所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
们是附近小学的学生。在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获得者杨静的带领下，孩子们参观了动车组
实训基地，进入动车组司机操控室进行模拟操作，还体验了列车商务舱座椅等，上了一堂生
动的高铁科普教育课。

图为机械师杨静给学生们讲解“绿巨人”动车组性能。 张晋彤 摄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高温导致空调销量骤增，这给
空调安装服务带来巨大挑战。在山东青岛，近千名海尔
空调安装工身悬高空，紧贴滚烫的外墙进行安装，为用
户送去清凉。7月 1日，海尔集团工会领导率队到网点
慰问空调安装工。 辛兆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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