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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过程很痛苦，

把难题一个个解决了幸福满满。”2023年 12

月 23日，钟万才笑着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当天，粤港澳大湾区新添一座“超级车

站”——广州白云站正式投入运营。钟万才

是中铁建工集团广州白云站项目经理。

这一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同步配套多

种交通接驳设施及公共空间，也是国内首

次在铁路站台上方大规模“造地”。站房外

形像一朵盛开的木棉花，遍布多曲面的异

形结构、“曲中有折”的设计，连每一片“花

瓣”舒展的弧度都不一样。难怪有人说，从

功能到造型，广州白云站可能都是最复杂

的高铁站。

大而复杂的背后，是对建造团队提出的

艰巨挑战。

细到很细的一个点

“文明施工这件事今天再要求一遍，在

每个区域分网格，划定各班组责任区，每天

下班前必须扫一遍。这是执行力的问题！”

2023 年 11 月 23 日的项目部早会上，钟万才

顿了顿，抬高嗓音说，“明天我会亲自到现

场去查！”

项目经理抓“扫地”这样的小事，在钟万

才的同事们看来不足为奇。提到对钟万才

的印象，他们不约而同用了一个字：细。

“有些我们在施工现场没注意到的细到

很细的一个点，他注意到了。”生产经理卢杰

说，底板施工时，变形缝正常会进行施工缝

剔凿，钟万才会反复提醒要嵌缝。

钟万才经常会在现场转，发现问题随时

解决。“有一次，他看到现场登高作业不方便

系安全带，就建议在地面打膨胀螺栓，拉条

钢丝绳，把安全带挂在上面。”出站层安全员

韩超说。

在商务经理李鹏眼中，钟万才是个严谨

的技术型干部，“做事不会差不多”。“招投标

的时候，前期背调就要求我们实地考察，不

能光打电话，做价格分析时他还会跟我们一

条一条过。”

钟万才强调标准化、流程化、清单化，要

求管理留痕。“项目上很多都是工作没几年

的年轻人，尤其这又是个大项目，我管细一

点，辛苦一点，能让活干得更好一点。”

综合考量要到位

一项体量巨大的工程，千头万绪，作

为建设团队的领头人该如何把握“巨”与

“细”之间的平衡？“综合很重要，就是要

在质量、安全、工期、成本、技术、商务沟

通协调等方面综合考量得比较到位。”钟

万才说。

“综合”不易，既要专业素养的支撑，

也需要判断力加持。尤其是广州白云站

将铁路站房、地铁、长途大巴、公交、酒店

等全部结合到一个建筑中，无论从管理还

是技术层面需要综合考量的因素都大大

增加。

“做决策之前最痛苦。”钟万才坦言，

“工程上有些事情又比较急，从发现问题到

处理给你的时间不会太长，就等着你尽快

拿主意。”

做钢结构安装时有很多种方案，钟万才

综合考量后决定用履带吊和汽车吊结合的

方案，80%在底板上吊装。“从施工效率、安

全性和成本投入来说，这个方案的效果都非

常优秀。”钟万才说，那是他干这个项目的过

程中特别开心的事。

苦与甜交织，也是干工程的日常。

在高峰期，工地上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名

工人，少的时候也有几千人。在日常工作

中，钟万才把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放在了

相当重要的位置。

“劳务协作队伍文化程度不高，但经验

丰富，当管理人员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时，他们往往会更主动地去解决现场的各种

问题。”钟万才说，“人心都是相互的，相互配

合才能把活干得更好。”

融入了“很多感情，很多心血”

钟万才的办公桌上有张他 3 年前拍的

证件照。“头发比那时候少了点。”他笑着说。

今年 45 岁的钟万才，2020 年挑起了建

设广州白云站的担子，这也是他干过的最大

的项目。“当时有些激动，干大项目会很有成

就感，不过压力也大。”

他一天要接打无数个电话，还一度因此

被运营商认为“涉嫌电话诈骗”，打不出去。

他每天的时间表是：早上 6点半起床，7

点开早会，夜里早则 10点半下班，晚则十一

二点甚至更晚。

他的家安在深圳，忙起来几个月才回去

一趟。记者问到他孩子的年龄时，他迟疑了

一下，然后说大儿子读高一，小儿子读一年级。

“小的很黏我。”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

神变得柔软，目光投向办公室窗户边贴着的

一幅画。那是小儿子的作品，稚嫩的线条勾

勒出红色木棉花的轮廓。

因为疫情防控和工作繁忙，钟万才已经

在项目上过了 3 个春节，“希望今年能回家

过年。”如今广州白云站顺利通车，他被苦尽

甘来的幸福感包围。但真到离别时，他应该

也会很不舍。这个“巨无霸”就像他的另一

个孩子，一砖一瓦都融入了他的“很多感情，

很多心血”。

张建华

隆冬时节，西北大地寒风刺骨，三盛公黄河铁路大

桥下，大面积的冰凌缓缓流动，如同一朵朵盛开的雪莲

花，场面好不壮观。

“这两天河面温度下降了将近 8 摄氏度，流凌面积

较上周增加了 10%。”2023 年 12 月 19 日一大早，河岸边，

乌海路桥车间检查工区工长闫春成一边搓着手一边向

乌海工务段路桥科科长朱贵介绍着大桥凌情信息。

站在朱贵身后的检查组成员张琳认真记录着每一

项数据，瘦小的身体在阵阵寒风中瑟瑟发抖。她是闫春

成的妻子，这也是近一个半月来这对 90 后夫妻的第一

次照面。

连日来，受强冷空气影响，黄河内蒙古段即将进入

封河阶段，他们管内的 3 座黄河铁路特大桥由于地处黄

河中下游，是防凌重点河段。

若要守护大桥安然过冬，密集的凌情监测必不可

少。作为桥梁“侦察兵”之一的闫春成闻“凌”而动，自

2023 年 11 月 4 日黄河内蒙古段进入凌汛期开始，便一直

吃住在工区。他组织 8 名职工成立凌情观测小组，每天

对 3 座黄河大桥上游 10 公里的地方沿河巡查，观测收集

黄河冰凌密度、水位、风向、气温等参数，监控大桥附近

的流凌动态。

“现在是防凌关键时期，流凌的美丽外表下往往暗

藏风险，它们随时有可能汇聚成大冰块撞击桥墩，影响

运输安全，我们必须 24 小时值守，及时掌握各项信息，

动态调整大桥防凌应急措施。”闫春成介绍道。

丈夫冲在防凌一线，同样身为桥隧工的张琳也是防

凌队伍中的关键一员，她每日要对各项现场数据进行分

析对比，形成简报。此外，她还负责与当地气象、水利部

门沟通对接，掌握黄河内蒙古段整体凌汛情况，为现场

提供信息保障。一串串看似简单的数据，实则是一本现

场“防凌指南”。

“下次再来时多穿点衣服，看把你冻得……”说话

间，闫春成脱下外衣披在了张琳身上。

9 时 20 分，防凌检查工作结束，张琳隔着车窗跟闫

春成挥手告别。在他们身后的母亲河上，三盛公黄河大

桥犹如钢铁长龙横跨两岸。

在防凌一线相逢

“打卡地”

口述/赵斌 整理/单旭泽

鞋底的纹路已磨平，边上的裂口依然带
着深深浅浅的油泥印——这双工鞋见证了
2023年我走过的路。

作为公司的安全主责部门，我和经纬公
司华北测控公司 QHSE督查大队的 7名成员
组成了一支“安全特种兵”。我们深入一线
帮助162支测录定队伍补短板强弱项、除隐
患降风险，全年行程超8万公里。

这一年，穿着这双工鞋，我走了 5 个工
区、7个项目部，驻守野外小队 180天，和测
井、录井、定向 3个专业的队员交流安全理
念。最深的一个感受是：基层队员和我们成
了共同守护安全生产的战友。

这一切，缘于思路的转变。
以前，我们一到井场，基层小队的队员

们立刻警惕起来，以为我们是来“挑刺”“找

茬”的。管安全成了得罪人的工作。
2023年，我们同样是在现场查找隐患，

但重点转向了为项目部和基层小队进行帮
扶，解决“疑难杂症”，成了受欢迎的人。

2023年8月，我在南阳工区下泌188-3H
井油管传输射孔施工现场督查期间，发现队
员在安装射孔枪时耗时很长，烈日很毒，队
员们特别辛苦。我就与射孔队员一起讨论、
制定射孔枪辅助就位安装方案，并邀请公司
专家帮助解决，将一支射孔枪安装耗时由25
分钟提速至3到5分钟。

有了驻点帮扶，基层小队的队员们发
现，原来安全督查也能这样“温情脉脉”。

我们转换角度，在处罚之外做到“心中
有情”：比如对于那些安全规定掌握欠缺者，
包括刚上岗的新员工，施以有效的安全培
训；建议公司采购增强版网络信号放大器，
解决了井场信号差问题；我们还协调物资装
备部门为多级分簇射孔队配备专用清洗设

备，既保护了员工健康，还减少了危险废物
产生；对于施工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开展结
对帮扶，或出力、出物、出资……在督查之中
多考虑基层小队的所急、所忧、所难，无形中
助力了安全督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次，我在新疆工区测井小队督查，和
队员们一起设置硫化氢报警仪的域值，和他
们聊报警仪的重要性。一名老员工激动地
说：“以前你们念安全规定，我总不当回事。
但今天像家人般的嘱咐，句句都戳到了我的
心窝里。”

虽然只是小小的变化，背后折射出的是
督查理念和方式的转变。

2023 年，公司一线施工队伍的 20 类销
项问题全部杜绝，罚单也比上一年减少了
50%。有队员开心地说：“开再多的罚单，也
比不上消除隐患、解决实际问题给我们带来
的帮助大。”

岗位带来的价值感让我感到由衷的幸福。

驻点帮扶助力安全督查

“创新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过程很痛苦，把难题一个个解决了幸福满满”

““巨巨”“”“细细””之间之间，，苦尽甘来苦尽甘来

聚焦·稳稳的幸福G

李静

站上公司质检专业班组长技术比武的

领奖台，是质检组班组长张诗婧在 2023年

倍感幸福的时刻。

从刚来时的发愁到熟能生巧，她跨过

了一道道坎。2021 年底，刚来到山西焦煤

汾西矿业新产业发展公司支护材料厂的张

诗婧，面对锚固剂车间的质检工作犯了难：

由于锚固剂的成分是各种化学品，而她对

其气味常常会过敏，连呼吸都不顺畅；质检

时问题也不断，要么取样试剂溢满，要么克

数把握不精准，要么揉搓力度不均匀……

在导师的严格教导和干一行、钻一行精

神的感染下，张诗婧开始与自己“较劲”。

为精准把握 0.5 克、1 克、20 克、500 克

等不同重量，她用不同数量的黄豆、硬币、

苹果来感受实际重量，再一遍遍取、放、秤、

看，直到能快速准确判断原材料克数，且每

次配比精确到标准克数以内。

为解决双手揉搓无力及力度不均问

题，她每天练习俯卧撑，从 5个到 10个再到

15 个，以此提升手腕力量。同时她反复练

习揉搓手法，哪怕手心起泡、手腕酸疼，只

求胶泥制作达到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最后，扎实的基本功令张诗婧在质检专业

班组长技术比武中一举夺魁。

作为锚固剂车间质检组班组长，张诗

婧对锚固剂质检工作也十分严格。每一批

次锚固剂的质检，她都严格执行自检、互检

与专职巡验相结合，巡检次数更是由原来

每日一次增加至现在每 30分钟一次，实现

百道工序、百个放心。

在张诗婧的带领下，质检组对锚固剂产

成品的检验合格率保持百分之百。

熟能生巧

2023年，让中铁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
车辆段动车组运用所“TEDS”检测班组职
工最受欢迎的打卡地就是隔壁的“间休
室”。该段在紧邻工作间的地方修建了一
个面积约有120平方米的“间休室”，备有
咖啡机、按摩椅、图书等，让职工在紧张工
作之余放松心情，增强幸福感。图为职工
在间休室里小憩。 张晋彤 摄

本报记者 刘静 本报通讯员 王超 杨文广

“采集试验数据心细如发，徒手搬运试块

干脆利索，别看咱试验室只有 6名女工，称得

上是我们的‘女子战队’。”在中铁十五局许昌

绕城高速项目部，提及试验室，项目负责人卢

尔聪的肯定之意溢于言表。

在工程施工建设中，试验检测工作是名

副其实的“幕后英雄”，也是确保项目品质过

硬、质量过关的重要一环。试验室的姐妹们

面对混凝土、钢筋、水泥和模板各种材料，用

一次次精细的试验、一串串精准的数字为工

程材料“把脉会诊”，为工程质量筑起一道“强

防线”。

“劳动是最美的风景”，这句话用在六姐

妹身上再合适不过。

负责土方检测的陈琳是一个开朗活泼的

“辣妹子”，未见其人就会先闻其声。由于是

在土工室与路基现场检测研究，她每天都是

“灰头土脸”，却总带着甜美的笑容。

负责自检、抽检、资料、报验等工作的王

金玲以“细”著称，不仅业务能力突出，还精益

求精，“无差错”的战绩很让人放心。

年龄最小的李医平，主要负责混凝土强度

及钢筋资料的出具。资料繁多，但她总能及时

准确地提供，为计量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支持

和保障。说起秘诀，她笑着说：“我是菜鸟，更得

笨鸟先飞。”

试验室副主任徐松梅告诉记者，试验人

员所从事的工作不仅是个技术活，更是一个

体力活，需要克服心理和生理上的种种透

支。

“就拿混凝土施工来说，光是试块每天就

要做 30 组，一组 3 个，一个约 8 公斤，一天要

来回搬运 850 多公斤，吃饭时拿筷子的手都

是发抖的。”徐松梅说。

作为试验室女工们的大姐，徐松梅事事

处处带头。现场承台浇筑，身材瘦小的她爬

上 3米高的拌和楼看配比、调用水量，泥浆溅

得身上到处都是，却一点也不在乎。工期紧

张时，她每天只能睡上五六个小时。

徐松梅还是姐妹们身边的知心人。生活

中，无论谁有个头疼脑热，或者不开心、小委

屈，都会找徐姐，她总是安静地倾听，耐心地

劝解，让大家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由此汇聚

成无往不胜的团队力量。

试验班的工作目标很简单：检验无差

错。工作理念也很简单：当日事当日毕。但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 11个字，推动其各项工作

领先，在多次检查中实现零差错，被评为优秀

巾帼班组。

采集试验数据心细如发，徒手搬运试块干脆利索

为工程质量筑起“强防线”的六姐妹

2023年 12月 22日，在浙江省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机修分部，一场别开生面的班组“安全
之星”“工时之星”表彰会在修理三班举行，以嘉奖2023年度
在班组安全管理和提升工作效率等方面表现优秀的职工。
图为班组“安全之星”王晟（右）领奖的场景。 蒋晓东 摄

领奖啦

本报讯（记者彭冰 柳姗姗 通讯员周欣欣）为做好班

组建设，夯实企业发展基础，吉林东部油气新能源公司长

春采油作业区昌 30班坚持以“五小”活动激发班组活力，

即“用好学习互助小平台，做好安全工作小评比，抓好技

术创效小革新，搞好节约降本小项目，建好班组温馨小家

园，使班组“小细胞”释放出发展“大能量”，并多次获得吉

林油田公司“五型”标杆班组荣誉。

用好学习互助小平台，推动学习教育实效化。这个

班组倡导“人人都是老师，个个都是学生”的促学模式，

定期开展技术业务交流，老员工带着青工学现场经验、

学操作技能，青工帮助老员工学习新工艺、新设备、新技

术……通过互帮互学，打造“一岗多证、一专多能”复合

型人才。两年来，仅有 6 名员工的昌 30 班组，已产生 3
名厂技术骨干。

做好安全工作小评比，推进隐患查改精细化。秉持

“安全为天，生命至上”理念，该班组持续加强本质安全型

班组建设，每天开展一次岗位自检自查，每周开展安全经

验分享和事故教训学习，每月进行一次安全工作小评比，

梳理总结安全生产执行情况，评选月度“安全员工”，密织

“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的安全网络，构筑了一道坚实的安

全生产“防护墙”。

抓好技术创效小革新，推进挖潜创效系统化。针对油

气井生产重点难点问题，昌 30班组实行“一题一解”制度，

组织员工集思广益，共同研究制定对策，逐个销项解决问

题。两年来，这个班通过加装缓冲罐、改装装车鹤管等措

施确保双阳地区油气生产和天然气销售任务顺利完成。

搞好节约降本小项目，推进降本增效常态化。为持

续节能降本、提升效益产量，该班组员工紧紧围绕日常工

作中导致浪费的关键节点思索对策。近年来，他们结合

岗位实际，开展节约自用气、配电箱节能创效等 11 个节

约创效小项目，油气井开井时率达到 98%以上，不正常井

影响采油率控制在了 0.5%以内。

建好班组温馨小家园，推进班组氛围和谐化。张贴

员工全家福、建立员工生日档案、为困难员工捐款……在

推进和谐油田建设的进程中，昌 30班组以“互相尊重、互

相支持、互相包容”为理念，多措并举，以情聚力，想方设

法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五小”活动激发班组活力

金牌班组G

班组现场G
多考虑基层小队的所急、所忧、所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