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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首席技能大师高兴亮怎么也没

想到，作为工人的他能拿到 70 万元的年薪。

在该公司，郭金陵、潘兴波、杨恭利、张艳也和

他一样，拿到烫金聘书，聘期内完成考核，即

可享受最高年薪。

除了 5 名首席技能大师、13 名技能大师

一级外，兖矿能源还聘任技能大师二级 47
名，技能大师三级 99名。4个荣誉等级，分别

对应副矿长、副总师、正科长、副科长岗级，划

定年度收入最高 70万元、50万元、30万元、20
万元的年薪指导线。

技能人才享受副矿长待遇，得益于兖矿

能源技能大师聘任制的落地实施。此举让更

多扎根一线的技能人才看到了继续向上的希

望，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打开了新通道。

新待遇新变化让“蓝领”变“金领”

在兖矿能源南屯煤矿，首席技能大师杨

恭利正手把手指导青工开展技术攻关。谈到

新待遇新变化，他笑着说：“徒弟越来越多了，

更多的青工愿意跟着我学技术，他们看到了

蓝领晋级的希望。”扎根矿山 30 年的他已经

带领团队完成矿井机电系统创新成果 100余

项，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1500余万元。

近年来，兖矿能源首席技能大师评选机

制推动工资薪酬与技能水平挂钩，树立多劳

者多得、技高者多得的价值导向。针对公司

4 万名在岗技能工人，兖矿能源出台《管理技

术技能三通道实施意见》《技能大师评选管理

办法》，实施技能人才薪酬改革，大幅提高技

能工人待遇，实行总量控制、分类设岗、试点

先行、以点带面，推动“管理、技术、技能”三通

道体系建设全面落地。

这些技能大师覆盖煤矿、化工、电力、物

流运输、新能源材料等业务板块，他们都在基

层一线，靠一手绝活，从 4万名职工中脱颖而

出，“蓝领”变“金领”，也让更多一线职工看到

了希望，有了目标和奔头。

兖矿能源党委书记、总经理肖耀猛说：

“在技能人才培养选拔上打破常规，推动工资

分配向一线岗位、关键技能岗位、高层次技能

人才倾斜，有效打通技能人才在使用、晋升、

薪酬绩效方面的晋升通道，为兖矿能源深化

改革、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培训名额从“摊派”到“一位难求”

“85 后”班长秦钦是兖矿能源兴隆庄煤

矿调度信息中心安全监测监控专家，曾先后

荣获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煤炭行业技术

能手等称号，但是之前的年收入不到 10 万

元。作为一名技校生，他也曾想通过学历的

晋升进入管理通道。

前不久，秦钦被评为技能大师一级，享受

50 万元年薪。在他的带动下，身边的亲戚和

同事也深感技能人才的通道已经打开，专心

干技术，一样发光发热。

现如今，“大国工匠”高兴亮已经培养出

技能大师王小波这样的得意门生。而王小波

也在以最快速度将冯衍刚、王旭东、许聪聪这

样的后起之秀锻造成行家里手。特级技师郭

金陵所带徒弟中，徐晓晓、张厚旺、祝玉平也

都成长为矿井的技术骨干。

他们的蓝领晋级故事，在兖矿能源青年

职工中反响强烈。青年职工祝玉平说：“从前

的技术工人，走上工作岗位就好像可以看到

十年后的自己。而现在不同了，技能大师就

是技术工人努力奋斗的目标，也为青年职工

脚踏实地钻技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如今，越来越多的职工主动加入兖矿能

源大国工匠基地，培训名额也由以前的“摊

派”到如今的“一位难求”。今年，基地已经举

办了 19期技术培训。

打造聚才、育才、用才的聚宝盆

“当工人，就要当最好的工人。”济二煤矿

徐建新技校毕业领到工装的第一天，就在心

里默默立下目标。

从一名普通维修工到综采电气维修“掌

门人”，如今作为一级技能大师，徐建新拿到

了 50 万元年薪，他依然保持着那颗赤诚之

心。“建新一到，煤机就好。”这句工友的顺口

溜在 700 米井下广为流传，作为“煤机神医”

的他得到了青年职工的推崇，拜师学艺的人

越来越多。

在东滩煤矿，潘兴波技能大师工作室先

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 项、中国煤炭工业专

利奖 1 项、山东省科技创新奖 2 项、省管企业

科技进步奖 3项，成果转化创造经济效益 350
万元。

“以前立足岗位钻研好技术就行了，现在

要站在矿上的层面考虑人才接续问题，如何

通过大国工匠基地发挥辐射作用，更好地服

务矿井生产。”王小波说，自己要像师傅高兴

亮当年教他一样，毫无保留地将经验和技术

传授给青年职工。而这样的传承，在兖矿能

源随处可见。

如今，兖矿能源以“解难”“创效”为目标，

建成以高兴亮、郭金陵、王小波、杨恭利等技

能大师领衔的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作室 16
个、劳模创新工作室 57 个，涉及采煤、掘进、

机电等 12大专业岗位。这些技能大师、劳动

模范在带头解决一线难题的同时，以导师带

徒、专业授课等形式，挖掘培养青年人才，培

育出一支又一支素质过硬的自主创新队伍。

实现采煤掘进、提升运输、地测通防、洗选发

运等矿井各专业领域全覆盖，打造聚才、育

才、用才的聚宝盆。

技术研究、生产质量控制及先进操作法

的推广应用；设备性能研究、故障排除等技能

的推广普及；参与技术攻关和革新，解决关键

技术或操作性难题……成为首席技能大师，

意味着更多的职责和压力。

首席技能大师、营盘壕煤矿运转工区井

下机修工张艳说，作为创新工作室带头人，有

责任和义务抓好“传帮带”，对青年职工既要

“送上马”，更要“送一程”。

实施技能大师聘任制，技能人才享受副矿长待遇。兖矿能源的做法让更多工人认识到——

削尖脑袋当“长”，不如拥有一技之长

创新在一线G

阅 读 提 示
4 个荣誉等级，分别对应副矿长、副总师、正科长、副科长岗级，划定年度收入最高 70

万元、50万元、30万元、20万元的年薪指导线。此举让更多扎根一线的技能人才看到了继

续向上的希望，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打开了新通道。

姿态控制系统是维持航天器在轨飞行稳定的关键系统，其中轮轴类零件的配合精度直接
影响该系统中执行机构的控制精度和运行寿命。

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精密制造中心特级技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晓宝应用
精密研磨技术，使加工部位形状和尺寸公差严格控制在1.5微米以内，表面粗糙度优于Ra0.2
微米，实现了轮系零件配合面微米级加工。该技术解决了单件小批量航天姿控类零件的加工
难题，大幅降低加工成本。

本报记者 蒋菡

江面上船来船往，临江的码头上一排巨

型的红色桥吊静静伫立。“这桥吊以后都是无

人驾驶的。”近日，中交三航局上海港罗泾港

区集装箱码头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经理葛锋告

诉《工人日报》记者，该工程建设已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正式交付并投

入试运营。

从煤炭码头到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一场

蝶变正在发生。据了解，上海港罗泾港区煤

炭码头于 1997年建成投产，曾经是上海港煤

炭运输服务的主要作业区。随着国民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需要和长江大保护要求的进一步

提升，煤炭码头于 2017年正式停产。2022年

12 月，该码头开启改造之旅，通过改变货种

和工艺流程将污染较为严重的码头改造为清

洁环保的专业化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施工过程“零废料”

罗泾港区施工水域中，原有多个码头结

构。在前期对老码头进行全面精确复核后，

确定了最为经济环保的利用方案，即采用全

部拆除原位重建、部分利用予以改造和全部

利用三种改造方案，令原港区结构利用比例

达到 70%。

经测算，港区内 30%必须拆除的旧码头

方桩、防撞钢管桩、老引桥上部结构等老旧建

筑，其混凝土方量达到 6 万多立方米。为了

寻求原港区废旧资源的重复利用，项目建设

团队经过试验论证优化设计，在保证质量可

靠的前提下，将码头引桥和陆域堆场区域拆

除下来的混凝土梁、板、桩、块集中破碎后，作

为新建引堤的道路路床和路基结构层，经填

筑、碾压、密实后再进行后续施工，做到建筑

垃圾的“零外运”。

在资源循环利用的具体过程中，他们坚

持精细化处理。由于旧煤炭堆场的土方为上

海原始地貌的松散山皮土，是一种岩石风化

脱落的不良土，稳定性差，不能直接作为路基

填筑材料。建设团队将山皮土用袋装的方式

进行包裹，降低其松散性，提高其承载力。

如何兼顾环保与进度？葛锋反复琢磨。

一天在食堂吃早饭时，他看到厨师在包饺子，

瞬间有了灵感。如果仅将山皮土用土工布覆

盖半包裹，就像包饺子不掐边，不仅可以省去

装袋的时间人力，用挖土机即可快速、大面积

操作，还可以重复利用养护混凝土时剩下的

土工布，实现“零废料”改造旧码头。

施工组织集约化

8万方混凝土、6427件预制构件、2521根

桩基、30余艘不同类型船只以及 1000余名工

人……该码头改建的集约化难度从相关数据

上可见一斑。而项目建设工期仅有 1年，施工

中各项工序、各种资源环环相扣，让庞杂的系

统高效运行是实现绿色施工的本质要求。

为按期保质完工，建设团队寻求交叉作业

下“多点开花”的施工组织方式，以精密高效的

施工组织设计保证建设资源精准化投入。

新建码头长 400米、宽 115米，典型的“宽

短”码头形态让水域狭小、船机众多的施工高

峰作业环境变得十分恶劣。只有 6艘打桩船

同步作业，才能赶在台风季来临之前完成码

头主体区域的 2088根桩基沉桩任务。

新建码头有 800余根桩基位于老码头结

构区域，“碰桩”风险极大。为此，建设团队通

过引进全回旋式打桩船和改用起重船进行沉

桩作业来保证精准打桩。相较于普通打桩

船，全回旋式打桩船既可以灵活地调取桩管，

实现远距离送桩，也可以在一些码头老结构

影响的“边角”地区进行打桩。而有着长达

80 米起重臂的大型起重船，经过项目团队改

造后在起重臂顶端增加打桩锤，可以跨越老

码头栈桥结构实现远距离吊打。

在原码头残留桩位间进行沉桩，需要避

免新旧桩基在水底“碰撞”，这对施工精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翠良主导成立了项目技术攻关小组，带

领技术人员运用激光雷达扫测定位、3D碰桩

模型验算等创新技术，严格对照施工标准重新

规划沉桩路线。施工图纸上，密密麻麻地布满

了陈翠良对400多次沉桩位置的修改痕迹。

螺蛳壳里做道场。建设团队专门设立了

现场联合调度室，利用船机定位网站、智能化

现场监控设备，专业人员有序指挥，配合高频

对讲，终于完成全部水上沉桩任务。

建设团队通过技术创新，让一个煤炭码头实现蝶变——

旧码头改造的绿色创新之路 让故障检测的速度更快

新算法助力快速定位电缆故障点
本报讯 电力电缆具有受周围环境影响小、不影响市容

和占地少的优点，在城市输配电电网中大量应用。地下电缆

长期运行会发生老化或者受到外力破坏而发生故障，将严重

影响电力系统的可靠稳定运行，造成大量居民停电事故。江

苏如东供电公司秦勇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数据处理算法，该

算法与装置硬件配合能快速确定故障类型和故障点距离，进

而大幅提高故障点定位精度，迅速找准破坏点，有效降低停

电时间。该创新成果荣获中电联全国电力职工技术成果奖

一等奖。

相较于传统的电缆故障定位算法，新算法采用了更精确的

定位算法，结合噪声抑制、信号滤波和模式识别等技术，提高了

故障点定位的精度。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电缆和不同的故障

类型，包括短路、接地和绝缘损坏等。这使得该算法具有更广

泛的适用性，可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故障检测需求。优化了数

据处理流程，使得故障检测的速度更快。截至目前，基于该新

型算法的智能电缆故障探伤仪已在江苏如东城区电缆抢修班

使用，已发现电缆故障点134处，减少居民停电约1130户时数。

近年来，该公司工会鼓励员工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吸引

一线岗位能工巧匠 120 多人参与其中，多项成果应用于生产

实际。 （周燠）

实现技术创新的“1+1＞2”效果

一企业创新工作室实施集群化管理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张爱萍 杨道贤）以现场需求推

动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充分服务现场。近年来，中铁上海局

一公司为基层一线创新创效服务的 11家创新工作室成立。日

前，11家创新工作室的创新成果被集中在该公司创新工作室集

群。陈列室内，一项项工法、专利陈列在前，轨道板、新能源轨

道车、全预制桥梁拼装等技术模型整齐有序摆放，科技感十足。

据了解，该公司以创新工作室建设为契机设立了课题攻

关、人才培养、技术交流和成果转化模式课题，激发带动了更

多职工投入到创新行动中，成果不断显现。目前已有 1 家获

省部级命名、5 家获地市级命名，并先后获得省部级工法 14
项、国家发明专利 126项。

王海涛创新工作室是该公司创新工作室集群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该团队正在参与京津冀一体化重点项目——京

雄高速公路永定河特大桥的建设，致力于研究国内首个空间

异形拱肋飞燕式提篮钢箱拱桥相关技术难题。参与建设以

来，该创新工作室已先后取得国际、国家专利授权 29 项。“通

过集群建设，加强各创新工作室之间的横向沟通交流，让技术

与技术相互碰撞，擦出思维的火花，努力实现不同创新工作室

之间‘1+1＞2’的化学反应，才是工程公司创新创效之路的正

解。”该公司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3）》发布

越来越多期刊被国际知名数据库收录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近日，《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

（2023）》正式发布。蓝皮书显示，截至 2022年底，中国科技期

刊共有 5163种，其中英文科技期刊 434种。

蓝皮书由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组织编写。蓝皮书显

示，2018—2022 年中国科技期刊总量从 4973 种增长为 5163
种。其中，中国英文科技期刊总量从 2018 年的 333 种增长至

2022年的 434种。中国期刊数量最多的前 3个学科为“临床医

学”（182种）、地球科学（145种）、生物学（97种）。

从蓝皮书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

在持续上升。复合总被引频次是指期刊自创刊以来发表的文

献在统计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可反映期刊的总体影响力。中

国中文科技期刊的 2021年复合总被引频次为 937.76万次，比

2018年增长了 17.73%。

谈到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参与蓝皮书编写工作的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彭斌介

绍说，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学术交

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期刊被国际知名数据库

收录。截至 2023年 9月，我国有 2066种科技期刊被国际数据

库收录。其中，被国际数据库收录的英文期刊 386种（比上年

增加 35种），占我国 434种英文科技期刊的 88.94%。

此外，境外作者在中国 SCI 期刊发文数量呈整体上升趋

势。2013 年，中国 SCI 期刊境外作者发文比例为 9.53%，2020
年达到最高（19.76%），该指标在 2021 年和 2022 年随中国 SCI
期刊发文数量增长而小幅降低，至 2022年为 18.11%。

蓝皮书还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不包括港澳台地

区）公开出版的科普期刊 257种，占科技期刊总数的 4.98%。

以人才培养激发创新动力

26项一线管理创新成果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兰海燕 通讯员张博）在 12 月 19 日北京城

建集团首届管理创新论坛上，26项来自生产一线的管理创新

成果受到表彰。这是该集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进人才

队伍建设，搭建起以“i城建”为依托的业务管理平台，进而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北京城建集团组建 40年来，建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家体育场、国家速滑馆、国家大剧院

等众多“国字号”地标建筑。新形势下如何不断推进高质量发

展？他们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形成一系列管理创新成果。在

当天的论坛上，经过层层筛选和评审，最终从 99 项管理创新

成果中评选出一等奖 8项、二等奖 18项并进行了表彰。其中，

“主动变革激发人才潜力，创新管理提升国际竞争力”“打造系

列微党课 用‘小讲台’搭建大阵地”“协作融合提质技术产品

创意创新培育数字化团队”等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果发布，引发

与会人员的热烈反响。

创新人才的培养有力推动着企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近年来他们推出的创新打造国际工程企业流程化

管理新模式，推动集团国际业务核心竞争能力持续提升，跻身

ENR 国际大承包商百强；关于互联网思维下的产融结合模式

创新-福州实践，助力集团智控公司深耕数字交通领域，成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花木小菊的全产

业链创新，形成育种、繁殖、推广一体化的管理模式，推动自主

研发生产的 30 余个花木小菊品种成功应用于天安门广场国

庆花坛，填补了我国花卉育种创新弱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