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康劲

本报通讯员 强科 李思宁

在广袤的西北，盘卧着一条穿越沙漠的

铁路——包兰铁路。八月酷暑，在热浪翻滚

下，专给钢轨“做 B超”的女子探伤班，一个个

身着黄色工装，犹如一朵朵“黄玫瑰”，在这里

悄悄绚烂，默默绽放。

“今天我们主要对站内 2 股道及 26 组

道岔上的焊缝进行检查作业。”8 月 7 日上

午，蔚蓝的天空中烈日悬挂，炙烤着惠农

站，中国铁路兰州局银川工务段钢轨探伤

二工区班长郭芳正在给大家讲解上道注意

事项。

家在河北沧州的郭芳，大学毕业后怀着

满腔热忱来到银川工务段，从事室外钢轨探

伤作业。女子探伤班由 9 人组成，平均年龄

只有 26岁，正值锦瑟年华的她们主要负责银

川工务段管内平汝线和包兰线所有正线和站

场共计 316 公里钢轨和 10646 个焊缝的探伤

检查任务。

站场上散发着炙热的气息，伴随着探伤

仪“滴滴滴”弹奏出的动听“音符”，女子探伤

队开始了日常的探伤作业。根据班前会的任

务分工，队员两人一组，头戴小黄帽、脚穿厚

重的劳保鞋，双手推着探伤仪，沿着钢轨并排

前行。

暑运以来，气温飙升，随着列车密度的不

断增加，钢轨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给行车安

全带来不小的压力。为了更好地迎战暑运，

这支探伤队在 7月初，由车间团支部授旗，成

立了暑运青年突击队。

“我们通过探伤仪发射返回的超声波波

形，来分析判定钢轨内部的伤损位置。”郭芳

和姐妹们紧盯探伤仪屏幕，仔细检查钢轨现

场状态，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探测到轨头、

轨腰、轨底脚等处时，她们需要蹲下、弯腰，反

复查看。

在检查异常探伤部位时，郭芳摘下胶皮

手套，将小镜子放在钢轨底部，双腿跪在滚烫

的钢轨上，近距离查看钢轨接头、焊缝状态，

认真查看钢轨表面是否有擦伤。

在线路上的每次探伤作业，也是突破生

理极限的挑战。姑娘们除了克服天气、环境、

作业强度等问题，还有一些更加现实的困难

摆在她们面前。

“在野外没有卫生间，对于我们女孩子

而言极不方便，为了不耽误作业时间，队员

们都默契地减少饮水量，但是天一热真的口

渴难耐，大家只能坚持。”武丹丹说。

27 岁的武丹丹在女子探伤队工作 3 年，

凭借勤奋好学、敬业爱岗的表现获得了工务

段 2022年度“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11时 30分，热浪袭来，钢轨滚烫，影子在

轨枕上缩成一团。“现在天太热了，很容易中

暑，我们每天出来都会带上藿香正气水。”休

息期间，郭芳抓紧时间给大家“喂药”。

每 一 次 探 伤 作 业 就 像 一 场 室 外“ 桑

拿”。

气温高导致轨温也不断攀升，大家脚踏

滚烫的轨枕，低着头距离钢轨非常近，扑面

而来的热浪让人汗流浃背。青工刘亚亚摘

下眼镜，滴滴汗水从额头上滑落下来，沿着

脸颊流淌，模糊了双眼，湿透了衣服。同组

的小姐妹相互打趣道:“出门一朵花，回家花

脸猫。”

13 时，探伤队下道。此时，黄色工装上

的斑斑盐渍见证着她们的辛苦。

暑运以来，郭芳和她的女子探伤队完成

了 56组道岔的探伤作业，发现重伤焊缝 6处，

重伤尖轨 3处，重伤道岔 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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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味工厂

他山之石G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8月 9日，中铝集团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热电分厂燃化工区大班长郝学保学做 PPT，

参加集团组织的“以职工个人命名工器具和

操作法”答辩会，面对全国铝业企业的评审专

家“复盘”一项工器具革新过程。“这比搞创新

难多了。”他笑言。

郝学保研发的这个“空气炮自动筛网清

理工具”应用于输煤筛分生产环节。从 2014
年至今，郝学保从解决影响输煤筛分效率的

问题入手，仅此一个环节，就先后完成了 9项

技术革新。

输煤筛分部件是输送合格煤粉的关键

设备。最初，输煤筛分采用的是圆式振动

筛，遇到干煤时起不到筛分效果，遇到湿煤

时则易堵煤发生断裂。更换一片面积超过

15 平方米的振动筛，经济损失大，且耗时

费力。

郝学保广泛查阅资料，提出用滚筒筛替

代振动筛。更换滚筒筛后，筛分质量效率双

提升。第一台滚筒筛在使用 8 年后，方才受

损更换。

清理滚筒筛黏附的煤泥时又遇难题。厂

家安装了一个“鞋刷”，3个人才能抬得动，还

经常停摆。郝学保又想到了高压空气管人工

清理的办法。可是工作量极大，一天需要高

压喷吹 3 次，每次至少需要两个人吃力地举

着高压空气管，持续半小时以上。郝学保再

动脑筋，将空气炮安装在滚筒筛的护罩两侧，

实现了按键自动运转，且清理无死角。去年，

这种“自清洁滚筒筛分机”还获得了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输煤筛分从振动筛改为滚筒筛，清扫装

置从钢丝刷、尼龙刷到空气人工吹扫、空气

炮，郝学保数十年如一日，对习以为常的生产

环节不断观察研究，不断试错调整，“影响生

产效率的要改，能改善生产环境、降低粉尘、

减轻工人劳动强度、降低维护次数的也要改，

最终能解决问题就是创新，没有什么神秘色

彩可言。”

郝学保刚进厂时，“输煤皮带廊里，粉尘

弥漫，地面累积的煤粉能没过脚脖子”。改善

生产环境，正是郝学保最初投身技术革新的

动力所在。

围绕电厂输煤皮带，郝学保一琢磨就是

33 年，带头完成技术创新 20 多项。

“为确保分厂 18 条输煤皮带正常运行，

过去最多时需要 140 多个工人，现在只要 24
人。”在谈到创新经验时，郝学保说:“创新就

是不断解决实际问题。”

大班长郝学保数十年如一日，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生产环节不断观察研究，不断试错调整

“创新就是不断解决实际问题”

厂区白鹭飞

专给钢轨“做B超”的女子探伤班

走进位于浙江宁波的中国石化镇海炼
化白鹭园，几只白鹭掠过湖面站上枝头，为
管道、油罐密布的厂区增添勃勃生机。该
企业坚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营造良好生态环境，每年春天会有上
千只白鹭迁徙到此。 何雯 摄

江苏南京扬子石化炼油厂实行VOCs网格化管理，现
场设置187个异味源监测点，通过走航监测、检测排查、
嗅辨巡查等措施，打造“无异味”工厂，月均发现消除装
置异味源40余个，提升现场异味管控综合水平。图为8
月11日，扬子石化炼油厂“嗅辨师”利用便携式检测仪
对装置进行排查。 李树鹏 摄 靳佳伦 文

职业健康的守护人

李秋卫

“小陈，带好你的防尘口罩，把煤尘吸到鼻子里舒

服吗？”

“肖仁，你看看皮带滚筒下有多少淤煤了，能达标

吗？赶紧清干净！”

作为班组安全生产和守护职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4岁的冀中能源峰峰集团牛儿庄采矿公司巷修区掘进 4
队班长郜玉其尽心尽责。

在作业过程中，他认真指导各个岗位上的工友严格

执行岗位作业规程和安全操作程序，及时纠正个别职工

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不厌其烦地叮嘱大家认真做好健康

防护。他还在班组开展岗位安全质量标准化动态达标行

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出样板。

为了让工友们都能有充足的休息时间，郜玉其在

班组中实施“定员出勤轮休”管理，每周对班组人员

出勤列出定员明细表，为大家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既

保证了生产需要，又提高了班组职工健康幸福生活的

指数。

在业余时间，他还经常组织工友们开展钓鱼、登

山、羽毛球、象棋比赛等健康娱乐活动，即缓解工作的

压力，又促进了同事之间的情感交流，还增添了生活

乐趣。

给危石“上户口”
的“空中舞者”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宋斯丽 燕高飞

“大伙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绳、扎紧安全带，注意脚

下别滑倒……”8 月 2 日 5 时 30 分，中国铁路南宁局桂林

工务段贺州路桥车间贺州危石检查工区工长王成和工友

们手拿检查锤和镰刀，正准备攀上益湛铁路上方的马鞍

山。

益湛铁路永州至玉林段全长 560.638公里，是南北物

流的重要通道和快速客运通道。因地处喀斯特地貌，益

湛铁路穿行的地区山峰林立，其中不乏高陡边坡及悬崖

峭壁，坡上岩层随着常年雨水、高温浸润风化，形成大大

小小的危石，影响着铁路运输安全。

33 岁的王成已为益湛铁路除危石 11 年。他和工友

们几乎每天都要攀上铁道旁的各种危石区，对益湛铁路

楠木塘至石桥北段 54座山头的危石进行排查、编号和登

记入册，发现并处理有倾塌掉落危险的石头，避免其影响

铁路安全。由于平时工作必须挂上安全绳，攀上峭壁和

防护网，在山体上以“钟摆”的运动方式进行作业，所以他

们也被称为“空中舞者”。

“广西的山都是石山，非常陡峭，坡度非常大。”工友

杨永固说，他们人手一把镰刀，就是上山时用来斩荆砍棘

开路的，“我们一年有 200多天都在山上检查”。

不一会儿，他们已来到离山顶不到 30米的一块巨型

岩石脚下。整块岩石高约 10 米，从检查踏步到岩石顶

部全是杂灌，坡上几乎没有脚踩手抓的地方。“这段没有

检查的台阶了，我先去砍草开路，大家检查安全绳，兄弟

们跟上，注意安全。”王成说完，一手向上攀爬，一手拿镰

刀砍树。大家紧随其后攀岩而上，尽可能使身体紧贴着

岩面。

入伏以来，桂北地区天气十分炎热，不到 10点，室外

温度就达到 36℃以上，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岩石被

晒得滚烫。王成和工友们头戴着厚重的安全帽，穿着长

款作业服，身上紧紧绑着安全带，悬挂在空中对岩石喷

漆做好标记。他们每爬一步，就要检查裸露出来的石头

是否开裂松动，短短 10 分钟，他们衣服就已湿透，汗水

顺着安全帽边缘流下来，劳保服也像被水洗过一样贴在

身上。

从山顶望向山脚绵延曲折的铁路线，数百米的高空

足以让普通人不寒而栗。“攀爬这种石山是个体力活，更

是个技术活，山上很多部位坡度都超过了 70 度，一只手

要握紧安全绳，一只手要拿着检查锤敲打，没有风还好，

如果刮来大风，我们悬挂在空中整个人都会随风摇晃，所

以脚要踩实，手要抓紧。”王成说。

由于上下山体极为不易，王成和工友们常常要吊在

山体和岩石上干满 6 个小时，才返回地面休息。晒得发

白的黄色工作服上沾满了红色、黑色等各色油漆，成为这

群“空中舞者”特有的标志。

“脱产培训日”破解工学矛盾
黄华伟 朱佳妮

“测试送电端限流电阻电压迅速判断开、

短路故障。若测得数据比正常时显著低或为

零，则判断是开路故障……”近日，在安徽淮

北矿业集团铁运处临涣电务段的学习室内，

集团公司工匠石磊正在向其他职工分享自己

的轨道电路红光带故障处理心得。

“为破解工学矛盾，我段每月固化半天

时间开展‘脱产培训日’活动，根据职工需

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并要求授课教师

做好 PPT 课件，学员认真记录学习笔记等，

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和操作

技能。”临涣电务段负责职工教育的副段长

说道。

今年以来，该处紧紧围绕工作总体部署，

在真培实训、精培善训、喜培乐训等方面持续

用力，通过采取“脱产培训日”+传统培训相

结合的方式，着力构建标准统一、载体丰富、

线上线下融合、有效供给充分的培训网络，为

推进矿区铁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持。

“由于矿区铁路点多、线长，人员培训难

以集中，面临着职工工作和学习上有时间冲

突的问题。”该处安培中心负责人说，“现在我

们由安培中心统一规划，各科段根据实际具

体落实，以脱产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培训，有

效打通了培训工作中的‘最后一公里’。”

谢红玲

山东能源兖矿能源兴隆庄煤矿把提升区

队班组自主管理水平作为矿井安全生产的重

要基础，积极探索班组建设新思路、新方法，

激发班组活力，让每个“小细胞”都能释放“大

能量”。

该矿积极实施区队自治、班组自主管理，

开展“六好”区队、“五型”班组创建，修订完善

《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自主管理实施意见》《关于

加强区队班组建设的实施意见》等 32项安全

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目标管理、安全承诺等 8
项规定，给区队、班组一片大有可为的空间。

围绕打造安全型、质量型、效益型、学习

型、和谐型“五型”班组，各班组用心耕耘。

综掘二区生产班为尽快解决 ZY1500/
1000 自移机尾首次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

题，加班加点连续奋战一周，跨班次传授自

移机尾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确保工区连

续两个月月度生产进尺达 400 米以上。

掘进二区单轨吊施工班组创新“导线施工

法”，结合现场实际，对安装工艺、单轨吊吊挂

布置进行改进，以装备、技术升级带动生产系

统和劳动组织优化，原来施工作业每个小组

6到7人减少至3到4人，施工效率提高50%。

生产服务中心“星火”创新班组今年以来

共承担或直接参与攻关项目 17 个，完成“五

小”成果 13 项，QC 成果 3 项，为矿井创造直

接经济效益近 20万元。

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荣。该矿完善培

训制度，创新培训模式，通过常规培训与特色

教育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技

能学研考与技能传帮带相结合等方式，不间

断组织安全应知应会、现场实践操作、安全应

急处置等班组安全培训。针对岗位工种以及

班组的不同特点，分期组织职工开展技能操

作训练，由技术人员现场进行解答和实际操

作指导，进一步规范了职工操作行为，提高了

职工安全意识。

他们尊重职工首创精神，积极为职工施

展才能搭建平台、提供舞台。开展“全员创

新·岗位增效”，发挥物质、精神“双杠杆”作

用，设立创新创效专项基金，实施基层即时奖

励、矿级评审追加奖励、年度表彰奖励、推荐

上级对等嘉奖的四重奖励机制。成立“创客

人才库”“成果引导员”队伍，对职工申报成果

现场指导，对优秀成果获得者、指导者和推广

者实施分层次奖励，将技能本领化为矿井创

新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兴隆庄煤矿综采一区检修班先

后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青年安全生

产示范岗”“山东省金牌班组”等称号，在矿井

职工中被称为“战狼班”。是什么原因让这个

班组获得如此高的荣誉？从该矿人才梯队建

设中，我们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实实在在的

人才培养激励机制激发了广大班组长的争先

创优意识”。

该矿始终把选齐配强基层管理队伍作

为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构建“3321”人才

培养模式，做好管理、技术、技能人才三通道

发展的晋升工作。针对性打造年轻人才职

业生涯规划，启动大学生培养“蒲公英工

程”，大胆启用德才兼备大学生到生产一线

实践历练，对考核合格、表现突出的大学生

优先提拔任用。

从点到面激发班组活力

“三敢”管理法提升班组战斗力
王鹏

“我们组员有个特点，那就是性格都带

‘刺儿’。”中石化经纬公司中原测控公司“光

谱录井新技术研究创新型团队”组长佘明军

笑着说，这个团队充分尊重和提倡个体创新

创造力，提出了“三敢”管理法：敢于质疑争

论、敢于创新突破、敢于面对失败。

这个由 11 人组成的团队融合了仪器仪

表、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测绘、石油地质等各

个专业，成立 7 年来攻关完成十多项省部级

重点光谱类科研课题，其中 4 项被集团公司

鉴定为“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技术分析和现场研发过程中，他们开

启“头脑风暴”，针对某一项目，放开阐述自己

的意见和观点，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或

者提出新的课题，讨论研究其可行性，能通过

就大力支持，其本人负责担任项目长，成果出

来后按照制度给予重奖，大大提升了成员们

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大家经常为了一个新观

点争论得面红耳赤，为了一个新课题讨论得

热火朝天。

起初，“光谱”技术仅应用在气体检测上，

从全量到实现甲烷、乙烷、丙烷等七种烷烃组

分气体和一氧化碳等三种非烃气体的连续气

测录井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大家没

有满足。有团队成员提出可以把光谱延伸到

对岩性的实时识别上来，这个耳目一新的建

议被采纳，建立了 26种主要元素的量化检测

模型，研制出“激光岩性分析仪”，岩性识别准

确率达 85%以上。从量到质的提升，这是在大

家的头脑风暴中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