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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大风期”
10月15日，在“大风期”即将来临之际，龙源电力云

南公司马塘风电场积极开展风电机组叶片预防性试验，
及时消除叶片缺陷，确保设备保持良好运行状态。图为
班组职工正在对风机叶片进行加固，并粉刷防腐材料，增
加叶片使用寿命，确保机组可靠运行。 涂启志 摄

班组之星G

“推动创新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完善创新管理制度，激发一线技能人员创新活力是我们的目标”

全员参与创新的F后围一班

加工班里个个都有创新成果
陈海朗

走进中煤新集设备维修公司一矿综修车

间加工班，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整洁清爽。

路面畅通、干净，加工件无论是毛坯还是成品

都整齐地摆放在托盘或是货架上，职工们井

然有序地忙着自己手中的工作。

加工班现有 16名职工，是一个人员素质

高、业务能力强的技术型班组。

“这个班组学习氛围浓、成员工作积极

性高、钻研业务和岗位创新蔚然成风，无

论 是 安 全 生 产 还 是 技 术 创 新 等 工 作 在 车

间都是名列前茅的！”该车间党支部书记

刘国辉说。

加工班不仅加工数量大，而且种类比较

繁杂，特别是一些与其他班组紧密衔接的钻

孔、车丝等工作，如果不能及时完成就会影响

到下一道工序的加工。因此，每个人都不敢

有丝毫的懈怠，总是想方设法在规定时间前

完成班组下达的任务。技能大师陈伟开玩笑

说：“在加工班，就连喝杯水和上个厕所都得

掐着时间！”

有时遇到比较紧急的加工任务，大家都

会主动要求留下来加班，齐心协力完成任

务。班长罗玉柱说：“我们加工班之所以能打

硬仗、能啃硬骨头，与全班人员的团结协作是

分不开的。班组里，只要有一个人在忙，其他

人就没有一个会闲着旁观的。”

设备维修公司陈伟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

要成员都是加工班职工，领头人陈伟的业务

钻研方向和创新成果也主要是机加工方面。

因而，加工班无论是在技能学习和岗位创新

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个班组的每一位职工都或多或少有点

绝活和创新成果。夏雨和李远东最擅长的是

数控车床的编程加工，经常为公司加工一些

复杂、精密、技术难度较高的配件；杜胜使用

大型摇臂钻床得心应手，很多综机部件取断

丝、加工孔位的大活儿非他莫属；盛跃则精通

于镗床的操作，采煤机摇臂、掘进机部件轴承

位等镗孔作业基本都是由他操刀；金星拥有

多项创新成果，单《ZZ13000支架推移千斤顶

外缸缸底修复》一项，便可为公司节约成本

32万余元。

李江波

10月 16日，陕汽控股车身厂装焊二车间

一片繁忙景象。F 后围一班居车间中央，紧

凑的作业场地焊花四溅，班长李小明和技工

们三五一组，大家手持电阻焊焊枪，按照工序

井井有条焊接装配驾驶室后围总成。

生产线末端，技工关刚刚操作手拉电葫

芦轨道系统，把加工好的后围总成稳稳吊放

在放置区。“一件后围总成重 50余公斤，以前

下线时要两个人抬，自从我们发明出手拉电

动葫芦轨道系统，大家不仅省了很多力气，也

提高了生产效率。”关刚刚自豪地说。

降低劳动强度

今年 3 月，善于琢磨的李小明在生产现

场发现，一旦吊运后围总成的机械臂出故障，

就存在等待维修浪费时间、靠人力抬增加劳

动强度等问题。于是，他向厂里申报制作一

个后围上件吊具。随后，他在班后会上号召

大家开动脑筋，自己动手制作一套手拉电动

葫芦轨道系统。

有着 10余年焊接装配经验的关刚刚自告

奋勇：“我来画图纸，搞焊接。”李嘉辉也站了出

来：“我负责找边角料，锯钢管。”

在李小明的带领下，他们利用下班时间

动手制作，在车间一熬就是大半夜。经过一

个多月的反复打磨试验，手拉电动葫芦轨道

系统制作成功。这一发明带动了单班次产量

由 130 辆 提 高 到 150 辆 ，单 班 次 减 少 搬 运

10000余公斤。

F后围一班是车身厂的骨干班组。10名

青年工人都是多面手，他们有朝气，善思考，团

结一心干劲足。其中有 4名全能工，都能独立

干好 12个工位的活，这就为班组随时随地解

决生产中的难点堵点提供了创新的基础。

提高生产效率

一次，厂里急需赶制一批配件，而现有的

装配流程影响生产效率。时间不等人，经过

深思熟虑后，李小明决定开发制作一个工装

按钮操作台。

F 后围一班有说干就干的作风。李小明

把想法给成员一说，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你一

个好方法、我一个好建议，有的量尺寸下料，

有的精心接焊……个个都是把好手。

三个下午的工作间隙没有白费，工装按

钮操作台严丝合缝安装在了产线上，运转正

常。这项创新将原来专门操作按钮的工人解

放出来，他腾出手来直接在工装上安装零件，

然后随手操作按钮，快速把零件夹紧到位开

始生产，促使班组单班日产后围总成比原来

增加 30余件。

“围绕降低劳动强度、提升生产效率，全

员参与创新的热情很高，班组一年创下改善

成果 30多个。”李小明说。

提升产品质量

效率提升了，质量紧跟上。F 后围一班

在推进防错工具应用助力产品质量提升下硬

功夫。

针对 F 后围生产线兼容生产 HX 产品的

混线生产模式，班组拧成一股绳，一丝不苟识

别错、漏装质量问题产生的工序。增加纠错

装置，利用声、光等感官提示，达到防错、防漏

滴水不漏的目标。近年来，他们推行质量防

错项目 9 项，将班组产品的精品率由 80%提

升到 98%以上。

在保质量提节拍的同时，确保新产品准

时 交 付 。 随 着 陕 汽 控 股 高 端 重 卡 HD
（X6000）产品订单的飙升，产品质量的稳定

性及按序按需产出面临巨大考验，班组通过

定人定岗、班后钻研、专项攻关，使面临的问

题一一形成闭环得到解决，保证高质量交付。

F 后围一班先后荣获“全国机械工业优

秀质量信得过班组”“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

创新百强班组”、陕西省“梦桃式”班组称号。

今年又荣获“陕西省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推动创新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完善创新

管理制度，激发一线技能人员创新活力是我

们的目标。今年将继续通过劳动竞赛、技能

比武、行业技术攻关、项目实践等措施，打造

懂技术会创新的技能工人队伍。”车身厂厂长

张凯鹏说。

李天心 高友

作为一名“老运动员”，第三次参加“最班组”全国短
视频大赛的我们依旧如第一次参加般激动。看到今年的
主题“我们班组有绝活”时，脑海中浮现出崇山峻岭中检
修线路的“蜘蛛侠”、科研项目中挑战高难度动作的机器
人……感觉那些才叫绝活，而我们就是“灰头土脸盖房子
的”，何谈绝活？

我们所在的中建二局中科科仪高端仪器装备产业化
项目，承建的是一个混凝土浇筑工艺的厂房，项目体量不
算大，总共六栋楼，最高一栋也才七层。我们开玩笑地称
项目为“四不”：外形不突出，楼层也不高，工艺不复杂，难
度也不大。

相对于那些气势恢宏建筑的建设者，我们的项目上
拍不出那些抓人眼球的大场面。工地上的泥工、瓦工、木
工更是一个个普通到不起眼的小人物，我们的技术在大
多数人眼里也不算啥，好像真的没什么好拍的。

毫无头绪的我们在现场转来转去寻找素材和灵感。
走进楼内，看到与成年人比肩的砌块砖被错落摆放在砌
墙班组成员身边。白色砖体堆成的长方体像一个个巨大
的灯箱，被砌好的墙平整得像一整块幕布，来来往往的砌
墙师傅像电影里的各路角色，画面很有戏剧感。

“刀客”陈星，左手砖块，右手抹泥刀。上推一刀，下
拉一刀，砂浆便紧附砖面，一上一下的动作快速且连贯，
眨眼间砖块就上了墙，最后像是怕砖“不死心”似的，又在
侧面划过一刀。

“铁臂”孙旋负责的是体型较大的砌块砖。他有力的
双手抱起一块大砖，用眼睛量好角度，轻轻一放，砖与砖
便严丝合缝。整套动作真是行云流水。这场力量与重量
的较量，着实把我看呆了。

这，不就是我们的绝活吗？
“我们就是一群农民工，有什么好拍的？”砌墙班组的

班组长是个性格开朗的大叔，拒绝的表情中还有一点儿
期待。在我们不懈的劝说下，他才勉强答应在不影响正
常工作的情况下拍摄。

因为是无剧本跟拍，第一天拍摄的画面比较凌乱，难
以衔接，让人有点看不明白这群人在做什么。第二天重新
拍摄时，我们上午留心观察，下午开拍，终于能勉强衔接上。

后期剪辑时，反复观看短片素材的我，脑子里冒出了
这个念头：“砌墙是每天都会在建筑工地上演的‘直播’”。

城市化建设高速推进的过程中，建筑不断向城市外
缘蔓延，一片片钢筋水泥的丛林拔地而起。这些在建的
建筑骨架里，无数工人在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像这样“微不足道”的班组应该被更多人看到，而他
们值得被看到的不仅是风吹日晒、汗流浃背的苦，还有娴
熟精湛的手艺、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在工作中得到的快
乐与满足。所以，我们换掉了大气恢弘、感人至深的背景
音乐，改成了一个有大批人呐喊欢呼的足球赛直播音频，
以轻松且饱含激情的解说形式来介绍我们的“绝活”。

我们想传递的是，即使平凡，即便渺小，每一刀粘合
剂被抹上都有砌墙班组的功劳，每一块砖严丝合缝地上
墙都值得欢呼。

上推一刀，下拉一刀，眨眼间砖块

就严丝合缝上了墙

为我们的绝活欢呼

本报讯（通讯员郭修山）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防护体系

周全严密、作业分工科学合理、风险卡控落实到人……中国铁

路济南局集团公司淄博工务段周村线路工区用好“三个一”，

做到安全生产有保障。

一张小纸条，守好第一道安全关。施工作业时每人一张

风险卡控小纸条，纸条上对风险项点、人员分工、工机具配置、

报话机频道等进行了明确，各组负责人能够把控作业过程中

的安全因素，掌握施工作业进度。

一个小哨子，吹响过程控制安全哨。该工区在施工现场

以哨为令，大型机械作业配备防护员、安全员、带车员、测量

员，遇有情况及时吹响警示哨，提醒作业人员规避风险。安全

员加强对现场作业标准、操作规程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确

保每个环节无漏项、无隐患。

一堂安全课，加设一道安全线。每日早点名，结合安全形

势对路内、局内发生的各类事故、故障和严重问题进行分析、

传达，超前预想自身存在的隐患风险，做到提前研判，及时纠

正，形成“安全工作，人人有责”的共识。

“我们要充分调动职工的安全工作积极性，营造‘人人讲

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的氛围，使职工实现从‘要我

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转变，再提升到‘我会安全’的境

界。”该工区工长孙雷说。

用好“三个一”，把好安全关

张俊

近日，中国宝武新钢集团技术中心铁前

检化作业区化学分析班的小伙陈思宇制作出

一套环保小装置，彻底解决了化学分析通风

柜通风不畅的问题，不仅改善了作业环境，还

大大地节约了成本。

原来，化学分析班高氯酸通风橱抽风效

果差，不能有效排除有害气体，而且冲洗通风

橱时流水飞溅，无法完全滴落到通风橱内部

顺管道排出。另外还有防酸盖板过重且尺寸

过大，导致与通风橱内部不匹配，操作不便，

影响使用效果。2022 年刚毕业来到技术中

心的陈思宇看到此景，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

通过认真勘查现场，他发现抽风口的防

酸挡板平台对于抽风效果及冲水强度可能存

在一定影响。该防酸平台主要用于防止酸冷

凝回流滴落到样品中，同时其平面弧度具有

在冲洗通风橱时将水流引到墙壁上，以减少

水流对防酸盖板冲击的作用。

发现问题往往成功了一半。经过一番精

心设计，整改方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橱门

的改造，不仅提高了冲洗台面和除酸的效率,
减少了每日冲水的水量，同时提高了通风柜

的排风能力，提高了酸雾塔的效率，延长了酸

雾塔的寿命，每年可降低成本 12000元。

当工友们看见高氯酸通风橱大变样了，

欣喜万分。“我们再也不受酸雾困扰了！”“陈

思宇不愧是武汉大学的高才生！”

这项创新成果被评为技术中心 2023 年

二季度小改小革四等奖。前不久陈思宇接到

单位通知，要他按照国家专利上报的格式和

要求整理上报。也许，这将成为这个 00后职

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国家专利。

啃下硬骨头的00后

本报记者 刘静 本报通讯员 杨影 白志强

今年，在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

铁路德雷达瓦车务段工作的阿拉玛呦再次升

职，成为一名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几年来，从

对铁路运营一无所知的“小白”到德雷达瓦车

务段货运副段长，再到德雷达瓦车务段区域

经理，阿拉玛呦快速成长起来。

时间追溯到 2018 年，一则亚吉铁路正式

开通运营的消息引起了阿拉玛呦的关注。通

过新闻他了解到，这是中企在海外建设的第

一条全产业链铁路，也是非洲首条电气化铁

路，连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邻

国吉布提的港口，全长 752 公里。2021 年正

逢亚吉铁路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技术人

才支撑，阿拉玛呦报了名，经过培训，如愿成

为亚吉铁路德雷达瓦车务段货运副段长。

“亚吉铁路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阿拉

玛呦说。用中国话来说，他是个吃百家饭、穿

百家衣长大的孤儿，靠亲友们的接济才半工

半读完成大学学业。

阿拉玛呦在业务方面的快速成长得益于

中国师傅孙庆波的倾囊相授。孙庆波是亚吉

铁路德雷达瓦车务段段长兼中铁十六局集团

铁运公司亚吉铁路运营指挥部指挥长。为了

帮助阿拉玛呦快速熟悉岗位，孙庆波经常用肢

体语言配合操作示范的方式与其沟通，根据亚

吉铁路建设运营实际情况，从理论知识到作业

安全等各个环节都用心打造“私人订制”的“本

土教材”。如今，阿拉玛呦已经可以独自熟练

完成制票、核算、货物运输等工作。

阿拉玛呦很尊敬师傅，为此还专门学会

了用汉语称呼“师傅”。平日里，师徒两人经

常在一起互相学习两国语言，工作之余一起

说工作、聊生活。“亚吉铁路不仅给了我一份

稳定的工作，还让我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

暖。”阿拉玛呦说。

“亚吉铁路改变了我的生活”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陶三保 任智奕

提起铜冶炼，很多人脑海中会立刻出现

一幅紫烟环绕的图景。近日，本报记者走进

铜冶炼智能工厂弘盛铜业，发现这里的一切

完全颠覆了既有的印象。

这家位于湖北黄石新港园区的工厂，集

成了世界领先的“双闪”冶炼工艺和行业标杆

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可实现全流程作业自动

化 、智 能 化 、标 准 化 ，能 生 产 出 纯 度 为

99.995%以上的优质阴极铜产品。

1000 平方米的集控大厅是这个智能工

厂的“智慧大脑”，也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大班

组。和工序分散的传统冶炼厂不同，在这个

集控大厅内所有生产指令均可一键下达，通

过大屏幕实时显示的安全环保、生产指标、能

源消耗等管理数据，即可完成智能调度决策。

铜冶炼的旅程从铜精矿的运输开始。经

过 4 公里的绿色运输通廊，它们从码头直达

智能精矿库。备料办采用的智能配料系统好

比一位经验丰富的配药师，能根据实际情况

迅速“对症下药”，转交给无人抓斗机“照方抓

药”，完成配送料工作。

传统印象里，铜矿变成粗铜需经一番烟熏

火燎的锤炼。而在“双闪”班的闪速熔炼炉和闪

速吹炼炉中，仅需 2 到 3 秒，就能让含铜量约

25%的铜精矿摇身一变为含铜量约99%的粗铜。

下一步是精炼。你见过可以自主学习的

“工业大脑”吗？阳极精炼优化控制系统通过

反复推算模型数据，实时分析每一炉生产数

据，不断调配各项参数，实现工艺调度优化。

同时，借助智能氧化还原终点判断系统，精准

控制粗铜氧化终点、还原终点，使得硫、氧等

杂质得到充分脱除。

熔炼、吹炼过程产生含二氧化硫的高浓

度烟气进入化工班的烟气制酸系统，经“两转

两吸”工艺制得浓度为 98%的优等工业硫酸，

然后自动罐装配送。

新鲜出炉的阳极板在自动智能整形系统

内完成压平、铣耳等一系列处理后，由 RGV
智能小车转运到电解系统，由无人行车吊装

入电解槽。阴极板历经 10日沉淀，剥片机器

人进行剥离处理，并送至智能铜库。

一捆捆阴极铜经智能铜库自动运输、打

捆、打码、入库，被无人行车抓取到物流车辆

上，运往全国各地。

水杯大小的样品借助风动输送装置，100
秒内从现场各处自动送往检验班的实验室。

等候多时的机器人灵巧地抓取、制样，经智能

分析后精准检测出样品质量，并将数据传回

“智慧大脑”用于调度和决策。

在这个铜冶炼工厂，全流程智慧生产一

气呵成。

这里的一切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铜冶炼的既有印象——

实现全流程智慧生产的铜冶炼工厂

近日，中国能建葛洲坝钟祥水泥公司投资1.6亿余元对1#线进行节能降碳技改。改造
完成后，水泥熟料综合能耗将达到行业标杆水平，碳排放达到环保绩效B级排放限值，可年
利用替代燃料5.50万吨。图为施工人员在吊装风管上作业。 张传武 摄

大投入，低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