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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口也有“身份证”

班组之星G

机械设备是一个点，但影响的是一个面

25年如一日，她用责任心守护工地

用 8元的成本，完成以往投入 270元才能完成的金属切割作业，这个班组是怎么做到的？

将“智能因子”植入班组

金涛 张宝

在建筑工地，女性本来就不多，从事机械

管理的少之又少，因为设备检查不仅要具有

较强的专业能力，而且责任重、压力大，还要

爬上爬下考验体力。可她在这个行业一干就

是 25 年。她就是中建二局江苏分公司唯一

一名女机械管理工程师代志英。

建筑机械是指工程建设中所用的机械设

备，由垂直运输起重机械（塔式起重机、施工

升降机）、混凝土机械等各种机械组成。怎么

能看出机器设备有问题？代志英总结了一套

“三字经”：一看、二听、三摸。

首先是看。工地设备进场，都要经过代

志英的“火眼金睛”。以塔吊为例，通常进场

前要进行基础施工，包括基础桩打设、基础预

埋支腿等多个程序。前年 8 月，在塔吊安装

前查看基础时，代志英就发现一台塔吊支腿

四脚水平高差有问题。“如果重心偏移，后面

塔吊安装后垂直度可能会超出规范要求，出

现事故。”在代志英的及时复核指正下，水平

高差问题得以纠正。

其次是听。如有螺丝松动，塔吊操作运

转起来会有不同程度的异响，可由此判断大

致位置再进一步细查，直至隐患排除。

摸则是听到异响后的进一步检查，寻找

震动源，查找到症结所在。“电动机有轴承，如

果坏了，会震动得厉害。”代志英说。

常年干这行，哪里是风险点，哪里会出现

通病，代志英一说一个准。不过，她还是强调：

平时重在预防，要紧绷安全弦，时刻不放松。

作为工地机械设备的总管家，代志英一

保安全，二促生产。她只要在检查中发现问

题，无论大小，都会及时处理。

2022 年 11 月 5 日 9 时许，工地二号塔吊

发生断电故障。已经连续三四天小到中雨，

仰望高塔，前来维修的机械租赁公司维修工

战战兢兢不愿上去。“雨不是太大，工人等着

塔吊运转吊料，工期等不起，我们穿好雨衣上

塔吊，你在平台上检查线路时我给你打伞，陪

你上去！”帮小伙子系好安全带、挂好防坠绳

后，51 岁的代志英带着年轻的修理工冒着雨

一步一步向塔吊上爬去。

这样的事，代志英不知道经历过多少

回。她总说，机械设备是一个点，但影响的是

一个面。机器坏一天，停一天工，几十号、上

百号的工人都无法干活。“更重要的是要把安

全隐患找出来，不把危险留给工人们！”

大型机械入场，代志英有她的底线。她

认为不能通过的，坚决不签字：“别的项目我

不知道，咱们的项目就得一是一、二是二！”对

于“代大姐”的严格要求，施工作业人员十分

感动，因为“一旦发生事故，我们是第一个直

接的受害者”。

平日里，代志英无数次拒绝设备公司的

宴请，甚至有司机想加她的微信都难。虽然

代志英铁面无私，说一不二，但有司机感慨：

“人命关天，现场管得严格一点还是好，我们

安全更有保障！”

20 多年来一直跟建筑机械打交道，代志

英称自己是学以致用，并庆幸从来没有丢过

自己所学的机电专业。2015 年她还在天津

大学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深造，获得了大学学

历，如今操作起电子化系统管理平台同样是

一把好手。不过，她深有感触地说：“现今机

器设备越来越先进，但不能全部倚仗自动化

程序，关键还得靠责任心。”

如今，53岁的她思考最多的是怎么带好徒

弟。至于对徒弟的要求，她也认为“学历高点，

专业对口固然最好，但责任心头等重要”。她

强调：“我们的工作关系人命，真是马虎不得！”

3月 14日，在长江江底 70米深处，中
国石油管道局四公司员工正在进行中俄东
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工程采用该局自
主知识产权的 CPP900 全自动焊接装备进
行施工，现场技术员通过对施工数据的全
过程采集，实现全生命周期数据成果移
交。施焊结束后，质检员对焊道外观、焊缝
宽度、余高等进行检查，并及时填写相关信
息。每道焊口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一
旦出现工程质量问题，能追根寻源到原始
记录。

图为一名焊工正在刚刚焊接完成的焊
口旁填写个人信息。 宋洋 摄

抚顺石化工建公司电工二车间积极探索创新培训方法，
引领新员工“筑梦、成长、启航”。阚建国和刘明琦是去年9月
入职的大学生，被车间安排到维护班、中心变电所和试验班进
行为期4个月的轮岗培训。石化公司电气技能专家、变电班
班长梁震宇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学一项、会一项、精一项”的学
习计划。

图为师徒三人分析电气设备故障。 赵彦 赵钰 摄

凝“新”聚力

秦海涛

切割完成 30 块井下工作面用的单体支

柱铁柱鞋，需要投入多少成本？河南能源

永煤集团新桥煤矿机修厂铆焊班给出的答

案是：8 元。

用 8 元的成本，完成以往投入 270 元（即

两瓶氧气和 1 瓶乙炔的成本）才能完成的金

属切割作业，这个班组怎么做到的？

3月 14日，新桥煤矿机修厂加工区域内，

钳工刘凯输入加工指令后，宽 4.5米、长 12米

的智能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切割头迅速移动，

蓝色弧光追逐着红外线靶点和轨迹吱吱作

响，仅用数十秒便把厚厚的钢板切割成一组

加工零件。

“数智化车间就是不一样啊！”刘凯感

叹。之前切割，他都要用氧气乙炔手动切割，

不仅速度慢、有误差，而且劳动强度大、成本

投入高。

想要“四两拨千斤”，提高加工效率，降低

成本，就必须改变生产模式，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的牵引作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

数智驱动中形成新质生产力。

“备料是机械生产的第一环节，材料利用

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矿井的生产成本。”该矿

机修厂厂长、党支部书记杨相柏说，加工机械

零件种类多样，如何在各个生产环节减少材

料浪费，是打好“效益保卫战”的关键。

降本有需，班组有应。铆焊班一方面通

过征集“降本增效金点子”和试验论证，采用

0.8兆帕空气压缩机产气替代氧气乙炔；另一

方面在金属焊接、切割等多个作业环节引入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升级改造等离子切割机

等常用工具，对设备和生产数据进行实时获

取、分析和改进。

“以前一块钢板可能只用于一个生产计

划的零件生产，现在依托这台技改后的等离

子切割机可以实现一板多用，做到加工计划

和材料利用率的最佳平衡。”铆焊班班长李子

良说，在加工时，智能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会自

动分析加工计划所对应的钢板的最优规格、

尺寸和数量，将各区队、多机型的生产计划进

行合理排产，最大限度降低材料成本。

他们尝到了以“数”降本、用“智”增效的

甜头。1月中旬，他们班组接到任务，需要加

工 300块 200毫米×200毫米的铁柱鞋。以往

这样的工程量需要用到 8瓶氧气和 4瓶乙炔，

合计加工成本需要 2000 元。现在只需投入

64 元的电费和 100 元的人工费，而且加工出

的成品更标准。

这一切得益于该矿持续在“数转智改”赋

能降本增效上的探索实践。2023 年以来，该

矿在升级内部信息化系统、推进物资模块化

管理的基础上，以内部市场化为引领，以加工

设备升级为主导，以技术工艺创新为助力，丰

富修旧利废手段，实现了材料利用率同比提

升 20%，修旧利废物资总价值 3100多万元。

“随着降本增效工作的深入开展，对生

产 工 艺 和 维 修 工 具 的 优 化 也 纳 入 了 修 旧

利废范畴。”杨相柏说，未来，将有更多‘智

能因子’植入班组，为地面加工制修工作

带来全新、全面的变革，实现全价值链的

降本增效。

智能化实操基地的“扫地僧”
胡云峰

自从摘得 2023 年安徽省煤炭行业首次煤矿智能开

采员职业技能大赛桂冠后，皖北煤电集团麻地梁煤矿采

煤区职工亢凯就从原来的检修电工岗位上“消失”了。而

在采煤区智能化实操基地，多了个“扫地僧”——除了默

默参与组建这个基地，维修摄像头，还对前来学习智能化

实操的职工倾囊相授。

智能化实操基地系从原来的创新工作室演变而来，

设有维修区、集控区、电液控区等分区，惠及采煤自动化

专业的所有岗位，主控、主操、传感器、显示屏等和井下工

作面的配置一模一样。在这里，除了不能实现地面调度

室的一键启停，实时查看井下生产视频、与井下职工对话

等功能，在这里都可以实现。

据采煤区党支部副书记叶武全介绍，这个实操基地

所有的实操设备都和井下生产使用的一样，真正达到了

“实操即实战”的新型培训要求。职工除了可以根据需

要自行选择实操课程，学习做网络接头、修摄像头等实用

技术，还可以在微信群里提交培训“订单”。单位根据“订

单”制定培训计划，不定期开展专项培训，保证职工在实

操基地都能学到自己想学的技能知识。

“状元”就在这儿。亢凯在职业技能大赛上一战成名

后，单位领导把他从井下检修电工的岗位调整到了地面，

专门研究智能化技术。小伙子很争气，在利用智能化技

术优化生产工艺上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研究成功后将

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亢凯明白，自己是单位为职工苦练基本功树立的一

个标杆。“我一定要把标杆作用发挥好，这样工友们才能

看到希望，才乐于通过提升技能实现自身价值，进而在矿

井高质量发展的大舞台上创先争优、绽放光彩。”

踏实带班的身管班班长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高玉莹

“踏实，付雷雷带班就是让人特别踏实。”这是全国劳

模、大国工匠、北重集团戎鹏强对防务事业部 502车间身

管班班长付雷雷的评价。他说，“带班其实特别劳心劳

神，需要对车间现场的全工序以及上下道工序、生产周期

都烂熟于心，他凭着这股踏实劲儿，在给班组排班、排进

度中得心应手。”

“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是大家对 502车间的印象。作

为班组长，付雷雷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让职工

切实感受到家的温暖。

青工常乐一提起付班长就滔滔不绝。“我是 2019 年

11 月份进厂的，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班长。我刚

来这儿，人生地不熟的，班长特别热心，找到我们几个

新来的小年轻谈工作、谈生活，像大哥哥一样，特别照

顾我们。”

常乐以前是干铣工的，对车工的工作一知半解，付雷

雷就手把手教他怎么测量、锥度比怎么计算。第一次车

身管上的药室时，常乐不敢下刀，特别紧张。这时，付雷

雷站在他的身边鼓励他，耐心细致地告诉他该怎么下刀。

付雷雷的技术水平很高，别人不敢车的药室，他都能

轻松驾驭。他还对大家倾囊相授，具体到用多大的力度，

怎样找支撑点，都一一指导。“经过他的指导后，再车什么

样的药室，都是小菜一碟。”说起这些，常乐一脸骄傲。

在付雷雷的好搭档、副班长王建飞眼中，“班长安排

生产任务思路清晰，责任心强”。

某平衡炮身管是由多身管组装而成，单个身管最大

毛坯重达 23吨，长度可达 10米，属于超大型零件，不管是

吊装还是车、镗等加工，对 502车间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挑战。付雷雷迎难而上,根据身管外径制作了新的托辊，

保证身管车外圆的装夹找正精度。针对镗刀杆长度不足

的问题，他加工 2米长的刀杆与原刀杆配合加长使用，并

通过改造旧的镗刀体尺寸及喷油孔，保证了内孔加工精

度。同时，为保证吊装过程的合规性和安全性，付雷雷打

算通过汽车吊与车间起重设备协同完成零件吊装任务。

后因重型汽车吊使用费较高，通过重量计算，发现能够通

过两台起重设备完成零件吊装，既保证了安全性又降低

了费用。在付雷雷的合理安排及车间各岗位人员的通力

配合下，最终攻克了某平衡炮加工难题，顺利完成身管及

多种零件的加工任务。

付雷雷在班组安全管理上不仅做到了嘴勤——安全

教育天天讲，腿勤——坚持每日“三查”，更重要的是“脑

勤”——每天都拿“小本本”记录当天的工作情况，并提前

谋划后续生产节奏。

在付雷雷的带领下，身管班整体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各项荣誉是对他们最好的肯定。班组荣获内蒙古自治区

第二届企业班组安全建设优秀班组称号。组员刘彦冰当

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获 2023年“全国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常乐获评包头市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黄晓凯 梁犇

一支作业队伍在沪昆线泉江站内“喧闹”

地前进，伴随着机器的“滴滴”声，这群人由远

及近，原来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萍乡工务段探伤车间的职工，正对道岔等重

点设备开展探伤作业。

近期，江西迎来龙年首场寒潮，最高气温

面临“蹦极式”下降，给铁路设备带来严峻考

验。钢轨在遇冷收缩和列车碾轧的作用下，

内部会产生强大的应力，在巨大温差加持下

可能导致钢轨“冻伤”从而产生伤损。探伤工

们则需要使用钢轨探伤仪发出的超声波去检

查钢轨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刚刚下过冻雨，轨枕和石砟上会有冰碴

儿，大家一定要注意脚下，千万别滑倒了。”此

时，身为青年突击队队长的董靖武一边作业

一边提醒大家。

伴随着寒潮来袭，当天气温为 0℃，尽管

他们穿了保暖鞋、羽绒服，但手脚依然冻得有

些僵硬。

每次在线路上作业，他们都要携带 10多

公斤重的设备步行数公里。同时，为了正确

观察钢轨探伤仪探头的位置，准确感受探头

扫过焊缝表面时反馈到手中的感觉，他们通

常需要摘掉手套，搭在零下 10℃的钢轨上，

作业数个小时。

据了解，钢轨超声波探伤仪的 9 个通道

分别对应着 4 种不同的颜色，如果现场发现

伤损，屏幕上就会显示与正常波形异样或偏

离正常显示区域的波形。这些波形细小，很

容易受到钢轨上的一些螺栓、接头等地方的

“固有波形”影响造成漏判。

“滴滴滴”，脚旁的仪器突然发出一阵急

促的报警声，董靖武立即停下手中的动作，查

看屏幕上的波形，随后又将探头反复移动，在

疑似伤损的焊缝上重新检查了一遍，最后发

现只是钢轨表面的鱼鳞伤造成的报警，他这

才松了一口气。

“钢 轨 探 伤 就 是 要 跟 毫 厘‘ 较 劲 ’，我

们 要 在 上 百 个 钢 轨 焊 缝 中 检 查 出 以 毫 米

计的伤损，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董

靖武说。

“要在上百个钢轨焊缝中检查出以毫米计的伤损，必须严之又严、细之又细”

跟毫厘“较劲”

“六步九讲法”主动抓安全
任锁生

“小赵，今天看你精神状态不好，千万别

勉强下井作业！是不是班后没有休息好？没

休息好可以和我讲，不允许带着疲劳下井。”

“在上一个班，大家都能按照操作要领进

行现场作业，但是仍有麻痹大意的现象发生，

下一个班的职工还是要引以为戒。”

这是发生在华阳股份二矿运输工区大巷

队班前会上的一幕，队干和工长在对当班工

人进行上岗前的身心调适和工作总结。

近日，大巷队在班前会的安排上推出“六

步九讲法”工作流程，紧紧围绕“安全是管出

来的”理念，从准备、点名、工长“三必讲”、跟

班队干“三必讲”、队长（书记）“三必讲”、宣誓

六个环节等入手，主动抓安全，为班组安全奠

定坚实基础。

在该工作流程中，要求工长、跟班队干、

队长（书记）都要讲评上一班安全运行状况及

存在问题，逐一进行任务安排和预想工作，按

照“做什么、怎么安全做、谁来安全做、什么时

间安全做”等作出具体明确要求。要安排好

走动式巡回检查，抓住关键环节和薄弱地点，

讲明安全互保联保责任，将安全责任分摊到

每名员工。

班组现场G

人气超旺的井场“小方块”
张飞

“小张，马上要拆卸管线了，快把‘小方

块’拿过来。”“冯军伟，快把你脚边的‘小方

块’拿过来，这边要用。”“谁还有‘小方块’拿

过来，井口高压管线拆除还需要。”

3 月 15 日，在严 2-斜 15 井现场，一场压

裂刚刚顺利完毕，江汉油田采服中心井下作

业部 101酸化压裂队队员们正在有条不紊地

拆卸高低压管线，“小方块”成为最有人气的

工具。

“小方块”是该队队员将废弃的方形化工

料桶从中间一剖为二，做成简易的水桶，因为

外形像小方块，所以大家都称之为井场“小方

块”。它主要用来承接高低压管线内的残余

压裂液，保证压裂井场整洁。

别看它原理很简单，但作用很大。以前

压裂完毕后，为保证压裂液残余不滴落到地

面上，首先要将残液放到圆形大筒内，再使用

隔膜泵对残液进行吸取，启动隔膜泵必须连

接到泵车电瓶上。由于隔膜泵功率不大，加

上管线较细，抽吸效率不高，作业时间较长，

并且每年还要定期对隔膜泵进行检查保养，

比较麻烦。

这个“小方块”便于制作，又方便携带，收

集起残液来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维护成本几

乎为零，难怪“人气”超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