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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才

1月16日8时，豫东北濮阳县刘坑村南新

濮2-86注水井场，修井八班员工准时接班。

八班是中原油田采油气服务中心濮城作

业区 202作业联队的一个班组，承担大修任

务，副队长孔国辉每天上午跟班督导安全。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八班上班头件

事：巡查关键点。

上了一宿夜班，修井机和作业平台的部

件难免“疲劳”。班长孙利军和井口操作工

任道远、场地工夏国友立刻分头行动，对 24

个关键点过篦子一样仔细检查。

任道远来到井场周围，查看 6 根井架绷

绳的地锚。“这几天一直在化雪，麦地越来越

松软。地锚要是被绷绳拽出地面，井架就会

不稳。”

这天，八班继续下钻，打捞卡在井中的

注水工具。注水封隔器、偏心配水器被出砂

掩埋在井底，需要用钻杆将锥头下入井底，

逐段解卡、打捞。

孔国辉和大伙一起开展了 5 分钟的物

体打击演练。

夏国友还是作业区主管技师。他认真

确认解卡措施，并向孙利军交代井中负荷。

联队技术员带着监护票，及时赶来监护。

寒风中，48 岁的夏国友弯着腰，为每一

根钻杆两端的丝扣涂上润滑脂。“涂了润滑

脂，既能保护丝扣，又能防止卸扣时扭矩过

大，憋崩液压管线，伤害井口操作工。”

孙利军下钻时有些心急，毕竟工作量与

弟兄们的收入挂着钩。然而，下钻过快，井

架就会发生轻微晃荡。

任道远身兼群众安全监督员一职。只

要孙利军手一快，修井平台上的任道远就边

摆手边吼：“慢点！慢点！慢点！”

眼下，中国石化各企业正在轰轰烈烈开

展“百日安全无事故”行动，员工们的“安全

弦”绷得更紧了。

11时30分，午饭送到井场。员工们关闭

了电源和井口旋塞，才端起饭碗。20分钟后，

他们吃罢午饭，又各自巡检起安全责任区。

“设备震动了一上午，螺栓很容易松动，

不检查一遍，心里不踏实。”孙利军说。

数九寒天，修井机刹车气路中的水分可

能结冰，导致刹车失灵。孙利军给气路注入

一些工业酒精，有利化冻。

司钻房距地面近 5米，孙利军为方便观

察，开着司房门操作，两手冻得通红。他戴

上线手套，又嫌操作不灵便。前两天，联队

送来一台电暖气，暖和多了。然而，电暖气

下面安有轮子，设备的动静一大，它便“东游

西逛”，很容易造成漏电。

孔国辉发现这一问题，立刻回到队里，

找来螺栓、卡子，卸下电暖气的轮子，把它牢

牢固定在墙上。

联队共有 4 个班组轮替在新濮 2-86 注

水井场作业。孔国辉每天下午抽两个小时，

回放施工监控视频，下载其中的不安全行为。

“这些视频，不光在班组、联队播放，我

还要在走访员工家庭时，让大伙的家人都看

看。”孔国辉说，“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

联队 10个班组打造成放心班组。”

踏雪巡查

上了一宿夜班，部件难免“疲劳”。班组成员分头行动，对 24个关键点过篦子一样仔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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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安全最重要G

“差一点儿也不行”的测量队

裙底板螺栓安装是动车组检修中的一道关键工序，一列
动车组 8000余个螺栓绝不能漏装 1个。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西安动车段检修车间以精益化管理为抓手，制作
了螺栓定制摆放工装，作业前根据每节车厢螺栓使用量来组
合“螺栓方阵”，让操作人员在安装过程中实时掌握螺栓数量，
避免漏装。 王曙天 摄

螺栓“方阵”

本报记者 张嫱

公交车灯也能“做美甲”？答案是肯定的。

近日，青岛城运控股公交集团李沧巴士公司“蓝战

士”创新组将美甲过程中的抛光、打磨等工艺应用于老旧

车灯翻新，解决了灯泡脱落和透光下降等问题，为企业节

约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据了解，“蓝战士”创新组成立于 2023 年，初衷是以

岗位创新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创新组成员 6 人，平均年

龄 40岁，他们通过创新为企业节约成本 32万元。

2023 年 12 月，“蓝战士”创新组成员刘涛发现 112 路

和 387路公交车的前照灯出现灯泡脱落和透光下降等情

况。损坏的前照灯照明效果不佳，势必影响行车安全，可

是更换一个前照灯的成本在 700 元至 2800 元不等，是笔

不小的开支。

为改变前照灯只换不修的惯例，刘涛开始收集各种

型号的前照灯，与创新组成员一起研究。他们发现 112
路和 387 路公交车前照灯损坏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车辆颠簸过程中车灯抖动，灯脚松动、灯泡座老化导

致灯泡脱落；二是在风吹日晒和内部高温下，灯罩氧化发

黄，影响透光效果。

找到根源所在，创新组便着手拆灯维修。面对灯罩

问题，有人说要打磨抛光，成员陈晓一下子来了灵感：“能

不能像做美甲一样，打磨、抛光之后均匀喷上 UV 车灯修

复液，最后再照灯固化，这样是不是可以恢复透光效果？”

成员们一致叫好，决定立即着手去办。

实际操作中，为了让翻新后的灯罩透光效果最佳，创

新组尝试了各种方法打磨、抛光灯罩。起初尝试手工，效

果不理想，后尝试采用机器，但力度极难掌握，容易损坏

灯罩。最后，创新组决定回归手动，先用 360 目和 600 目

砂纸进行细磨，再用 1000 目砂纸精磨抛光，能够完全将

氧化层打磨掉。

刘涛介绍，整个过程不光对砂纸要求高，对力道的要

求也极为严格。“力小了，氧化层磨不掉，力大了，可就‘搞

破坏’了，急不得也慢不得。”翻新一个前照灯，需要打磨

抛光一个多小时，随后还要在灯罩外均匀喷上 UV 车灯

修复液，然后进行照射烘干。

灯罩翻新后，创新组还要对内部灯泡进行修复，组装

过程中接口处的防水、防尘处理非常关键。根据标准要

求，他们将灯罩与壳体连接处密封，均匀涂抹结构胶，成

功达到等级标准。“翻新好的前照灯重新安装到车上那一

刻，心里别提多自豪了。”陈晓笑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践探索，“蓝战士”创新组成功摸

索出翻新前照灯的有效方法。他们将对公司内所有老化

前照灯进行翻新再利用，预计节约成本 3万余元。

给老化车灯“做美甲”

金牌班组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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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杨景霜 李勇 叶剑波

冬日清晨，沉睡的大山还没醒来，王明星

带领两名队友，迎着寒风，踏着积雪，登上长

青隧道上方的制高点，将远在隧道口的基点

作为起点，向前 100 米、500 米、1000 米……

“准星”对“标尺”，三点成一线，为隧道全天候

施工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他们是中铁二十三局沈白高铁项目部测

量队的骨干。这支被称为“千里眼”的测量

队，连续 3 年奋战在沈白高铁吉林段 TJ-6 标

建设工地。

中铁二十三局承建的沈白高铁吉林标段

TJ-6标，拥有 5座隧道、8座桥梁、3座涵洞、1
座地道及湾沟北站相关配套工程，隧道占比

高达 82.3%，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控制性工

程，也是集高山峻岭、桥梁隧道、江河湖泊等

于一体的标志性工程。

“一点儿也不差，差一点儿也不行”。在

长青隧道施工现场，测量员刘铁扛起 25公斤

重的测量仪器，透过掌子面耀眼的灯光，利用

放炮后除砟的短暂空隙，抓紧和队友进行导

线垂直测量，不时记录各种数据。

长青隧道全长 11.3 公里，是沈白高铁最

长的隧道之一，如此特长隧道在东北严寒地

区并不多见。“把测量精度控制得准而又准，

确保隧道施工直线误差达到领先水平”，这是

一分部测量队队长陈青龙的誓言，也是全体

测量队员们的心声。

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山路陡峭，举步难

行。垂直 80 多米高的高山在夏天也就是十

几分钟的一段路程，可是在积雪没到大腿根

的寒冬，测量队员要沿着 500多米长的斜坡，

一步一个趔趄艰难攀上制高点。

现代化的测量仪器，按键式的操作系统，

戴上手套就像在键盘上敲“拨浪鼓”，无法获

取、传递、记录数据。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

寒，测量队员们摘下棉手套，用手指操控键

盘，一次定点测量就要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

冬天要做好防护预防冻伤，这是每个高

铁测量队员都要面对的考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沈白高铁吉林段

TJ-6标直线总长度超过 33公里，三个梯队分

段施工建设，30 多名测量队员成为第一批进

驻的“小分队”。

一座座高山几乎无路可攀，队员们凭双

手劈开荆棘，用双脚踏出一条条羊肠小道；现

场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队员们就着寒风一

口一口咽下干粮，顶着月光深一步浅一步走

回营地。山区冬季漫长，呼啸的北风把队员

们的眼睛吹成了“风流眼”，但没有一个人打

退堂鼓。

长青隧道作为整个标段的“咽喉”工程，

集中了中铁二十三局的精兵强将，划分 6 个

区段同步施工，测量数据采集任务重、时间

紧、要求高。如何避免测量和施工两支队伍

在现场相互影响，又能实现数据采集和爆破

进尺分步推进？

测量队员开动脑筋，集思广益。认真分

析掌子面爆破除砟的运行规律，细致揣摩隧

道能见度最好的时间节点。“有了！咱们就利

用掌子面立钢架、钻炮眼这段时间，趁着空气

清洁能见度好，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拿出最准

确、最权威的测量数据。”二分部测量分队队

长王明星的一席话让队员们眼前一亮，“错峰

工作法”应运而生。

夜半时分，繁星闪烁，按着值班分工，3
名队员准时起床，迅速整理携带好测量仪器，

以最快速度奔向隧道入口，避开“光染”干扰，

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漫天大雪染白了双眉、冻僵了手指，队员

们走进长长的隧道、登上高高的桥梁、攀向皑

皑的雪山，用测量仪器不断校正着高速铁路

向前延伸的直线……

1月19日，陕西榆林迎来了2024年第
一场大雪，降雪覆盖了黄土高原的沟沟
坎坎。在无法进行车辆巡检的情况下，
冀东油田西部勘探开发项目部佳县天然
气处理厂员工徒步对阳湾集气站的天然
气外输管线进行巡查，以确保冬季天然
气生产、运输安全平稳进行。

张弦 文 吴俊 摄

李静

皮带管路一条线、巷道成型标准、地面

干净整洁、物料码放整齐……在百米井下，

山西焦煤霍州煤电辛置矿开拓一队田康宁

班组用高水准的动态达标，展示着矿井深处

安全标准化的样板。

“只有标准越高，安全才越稳；只有安全

质量标准化做到动态化、常态化，才能稳步

推进矿井安全生产。”田康宁说。

他带领组员将井下工作面小到锚杆、锚

固剂集中上架定点摆放管理，大到整个工作

面缆线吊挂、水路入沟入渠，都安排得井井

有条，将原来“治理一项、达标一项、推进一

项”变为“掘进一米、合格一米、达标一米”的

标准化动态达标。“这样不仅安全有了保障，

而且整洁的作业场所也让大家更有干劲。”

90 后的田康宁是辛置矿最年轻的班组

长。他在安全管理上自创了“八个一”管理

法，即在日常工作中多留一个神，多说一句

话，多一次提醒，多一点查看，多一个预防，

多一项措施，多一次检查，多一分关爱。

“水泵司机要多留神，必须时刻关注水

泵排水情况，及时清挖水仓内的煤泥，避免

因水量大造成水仓内的水倒流巷道……”每

天的班前会上，田康宁反复叮嘱提醒。

多一次检查，或许就能避免事故发生。

2023 年 11 月，田康宁班组所在的工作面过

断层，一名员工在作业过程中没有及时进行

敲帮问顶，被田康宁发现。他当即纠正了这

一行为，并严肃重申其危害性。

在安全生产上，田康宁以身作则多想一

步，多说一句。工作面遇到截割硬岩时，综掘

机司机总是全刀截割，这样截割时间长、任务

进度慢、刀齿磨损也比较严重。“我建议综掘

机司机变全刀截割为半刀截割，这样虽然看

着慢，但实际作业下来，我们发现进度不仅提

高了，而且减少了刀齿的损坏。”田康宁说。

在近日举行的山西焦煤 2024 年度安全

环保工作会上，田康宁班组被授予“模范班

组”荣誉称号。

多想一步，多说一句

李晓波

2023年以来，川煤集团华荣能源绿水洞

煤矿从班组入手，强化矿井安全文化建设，

规范职工安全操作行为。截至 1月 17日，矿

井累计实现安全生产 3924天。

该矿各基层班组组织职工，特别是习惯

性“三违”的“钉子户”、轻伤事故发生频率异

常的轻伤“专业户”等不放心人员定期开展

“我们来算账”活动。三违、轻伤事故发生

后，个人接受矿井安全处罚，班组工友连带

接受处罚，个人停工接受培训影响出勤产生

的经济损失，受伤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伤害

……这一笔笔经济账、健康账、幸福账的清

算，让班组职工明白有了安全事事顺心，没

有安全一切为零。

矿井班子成员不定期深入安全文化包

保连队参加基层班组安全文化日活动。矿

井组织劳模先进、矿工会女工家属协管员深

入基层开展感恩教育宣讲活动。大家一起

畅谈人生经历，感怀企业、家人、工友对自己

的关爱与帮助，激励班组员工从岗位做起，

争做企业安全典范。

为全面提升班组职工安全操作意识，远

离安全风险，绿水洞煤矿在确保全矿各重点

区域、重要作业场所均处于全覆盖无死角监

控之下的同时，把查获的违章行为制作成视

频供基层班组开展案例警示教育，提升职工

安全意识。

用标准化操作杜绝习惯性违章

张道宇

“各位师傅，今天我们来观看更换回压阀门上法兰垫

片标准化操作视频。”1月 8日下午，在胜利采油厂采油管

理二区注采 202 站，站长赵义山利用班前会带领岗位员

工观看标准化操作视频。

这样的活动，在采油管理二区的各个班站每周都会

组织。

作为采油生产单位，由于工种多、岗位多、操作多，员

工队伍专业技术素质参差不齐，有些员工的现场操作不

够规范，存在一些习惯性违章现象。

因此，采油管理二区组织员工认真学习《标准化现场

管理规范》《工人操作手册》等书籍，观看标准化操作视

频，并利用“吴娟创新培训基地”积极开展技术比武、技

术对抗赛、标准化操作和岗位练兵等活动，增强员工的标

准化操作意识。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开关油井干线闸门时，身体不

能正对着闸门，一定要侧身双手旋转手轮，以免闸门丝杠

损坏飞出伤人！”1月 10日，在“吴娟创新培训基地”现场，

高级技师李莉向 10 多名新员工讲解开关油井干线闸门

的现场操作标准。

“以前主要是从书本上学，李师傅这么一讲解，我们

能真正把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新员工刘杰雯

深有感触地说。

管理区还完善了“岗位风险消减卡”，层层签订《安

全承诺书》，成立了“标准化操作综合考评小组”，大力

提升员工的标准化操作水平，促进现场管理，确保安全

生产。

陈淑玉

“在班组长岗位创新推行‘四到位’安

全管理模式，助推了我们中心的安全管理

工作上台阶。”中铝物流山东分公司铁路

运营中心安全员姜德明说，该中心去年实

现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无违章。

该中心现有 4 个运转班和 1 个检修

班。运转班工种多、人员复杂，且四班两运

转，主要为室外流动作业，做好班组安全管

理工作难度较大。对此，该中心提出班组

长必须执行“四到位”安全管理模式。

“想到位”即班长总结上个班取得的成

绩和不足，找出下个班应该注意什么，预测

预想本班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相

应的思想准备，并对一天的工作分出轻重

缓急、做到心中有数。

“看到位”即当班班长接班前查看员工

劳保用品是否穿戴齐全、精神状态有无异

常，交接班后查看卫生是否整洁、人员是否

齐全，班中查看有无员工外出、现场有无违

章作业等，下班前查看记录是否有空缺、交

班事项是否完整等。

“说到位”即班长在交班时把注意事项

交代清楚；在接班时对一天的工作和注意

事项安排布置到位，对上级的部署要求及

时传达到每位员工；在班中对卫生不合格、

违章现象及时批评、制止、教育到位，对有

异常情况的员工做开导、说服工作，对班组

存在的问题及时向中心领导汇报。

“做到位”即班长以身作则，要求别人

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做好接班前后、待机时

间、下班前三个时间段的管理，严格落实中

心及班组的管理规定，对班组各项管理工

作做到有检查有考核，及时做好班组资料

的记录和交接班工作等。

“‘四到位’安全管理模式很接地气、简

单易懂，解决了班组长在什么时间做什么

工作、如何去做、做到什么程度，不仅让班

长工作能力得到提升，还增强了班组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运转甲班班长石金平说。

算清“安全账”

班组长“四到位”
让安全管理更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