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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其美

班组现场G

特别讲安全的郑大姐

“只要你能在现场躺下干活，职工们就会在泥水里蹚”

不管泥里水里，站长总是第一个跳下工作坑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本报通讯员 曾子萱

“系紧安全绳，再检查安全锁扣——这是

第一步……”“记住啦！您都说多少次了。”

吊篮上，47 岁的郑桂花手持胶枪，在门

窗缝隙间丝滑地画出一道平整的直线，身后

的学徒小陈看得出神。

郑桂花是中建五局不二公司长沙智谷项

目的打胶工，年轻工友都喊她“郑大姐”。10
多年的打胶经验，让她练就了一手又快又稳

的功夫。“没有诀窍，都是一枪一枪打出来

的。”郑桂花告诉后辈。

2005 年，来自湖南邵阳农村的郑桂花第

一次随丈夫走进工地，学着干起了相对轻松

的打胶工。打胶需要乘吊篮到高空作业，这

让以前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她头晕眼花，一开

始甚至不敢做动作。

“那会一上吊篮两条腿就直发抖，不听使

唤。”郑桂花回忆。干得久了，她摸索出一套经

验：只要乘坐吊篮时不往下看，不东张西望，想

象自己还在地面，专心打胶，也就没那么怕了。

这个土法子还真管用。不知不觉间，郑

桂花的恐高症消失得无影无踪，打胶技术也

越来越好。

“难怪郑大姐老爱把‘安全’二字挂在嘴

边，一个安全锁扣检查半天，原来还有这段经

历呢!”小陈打趣道。

“咱们是高空作业，安全保障做不好，还

谈什么工程质量？”郑桂花一脸严肃地说。

其实，郑桂花对施工安全的这份执着还

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6 年前，她的大儿子

不慎失足堕楼，卧床至今。“我们夫妻俩都是

搞高空作业的，平时习惯了谨小慎微，没想

到 ……”提 起 旧 事 ，郑 桂 花 一 下 子 红 了 眼

睛。自此之后，每次高空作业，郑桂花都会

把安全绳再系紧一些。

作为市级重点项目，郑桂花所在的智谷

项目工期很紧，她也干得更起劲了。“家里等

着用钱的地方多得是，项目也到竣工节点了，

多出点力算什么！”郑桂花说得风轻云淡。吊

篮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她似乎并未察觉，

依然盯着墙面，如手持冲锋枪的战士一般持

胶枪作业。

“多干活，多挣钱，养好家。”这样的信念

支撑着郑桂花。作为班组长，她能吃苦、讲安

全的作风也感染着身边的工友。

“一路上既可守护管道的运行安全，还欣赏了春天的美
景，身体又得到锻炼，这叫三全其美。”3月 8日，中国石油西
南油气田公司重庆气矿永川采输气作业区巡管工余文波边
走边说。当日，他与同事张昌中要一起完成西永线管道巡
管任务。

拥有4000余公里输气管道的重庆气矿，结合不同区域特
点，因地制宜制定管道管理办法，采取节假日加密管道巡检、
分片区管理管道、与地方政府建立共管机制等举措，持续推进
管道的安全运行。

图为巡管工对管道警示牌进行清理。
李传富 喻晓豪 摄

赖雨冰 张磊

“现场作业完毕，人员、机具全部撤离至

安全地点，可以申请销记了。”3月 8日 0点 59
分，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通信

段工长李五秀麻利地吩咐现场防护员按时销

记。忙碌了一整天，现在又处理好天线一级

驻波告警故障的她，没有一丝疲倦，仿佛身上

有用不完的劲。

爬高、更换板件，怎么看，都是一个很考

验胆量和技术的活，外表柔弱的她干起来干

脆细致。这只是李五秀日常工作的冰山一

角，修模块、提水泥、挖电缆沟、扛机柜，她样

样不在话下，是公认的业务能手。

一路走来，她先后获得了技师资格证、登

高作业证，还成为通信工程师。

5年前她担任东莞东通信工区工长，工区

集中了无线、有线、客运广播等重要业务，为了

把安全担子挑好，李五秀给自己规定了最长不

超过 10天的业务掌握期限。从没接触过无线

业务的她白天跟班作业，晚上研究电路原理

图，熟记设备的性能数据，厚厚的《机车无线综

合技术》书籍她学到凌晨。一个星期后，她熟

练掌握了相关设备的故障处理方法。

工区全是男同事，为了把队伍带好，李五

秀没少跟自己“较劲”。

带队到区间干活，劳动强度小不了。为

了提高自己的体能，李五秀每天跑 5公里，大

碗吃饭，大口吃肉。区间干活，她逼着自己跟

各种小动物对视，在以前，她看见个蟑螂都会

尖叫着跑开。

为了当好表率，李五秀最早到工区，最晚

离开，把班组管理得井井有条。在业务上，她

一有机会就积极传、帮、带。在生活中，遇上节

假日她会在家做好饭菜送到值班同事的手里。

在李五秀的带领下，工区连年被评为优

秀班组。而她自己也先后被评为“优秀党员”

“三八红旗手”“先进女职工”。

跟自己“较劲”的女工长

班组之星G

本报记者 周怿 本报通讯员 庞世乾

3 月 17 日，星期天，下午 4 点多周丽霞接

到丈夫蒋书波的电话：“今天值夜班，不回家

了。”“好，知道了。”挂了电话，周丽霞长叹一

声，“又是两天没回家了。”

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采油管理一区 103
注采站站长蒋书波太忙了。在采油厂领导

来调研时，103 站的一个职工说出了大伙的

心里话：“我们担心站长调走，又想他快走，

这个站的工作量太大，希望他到其他地方轻

松一下。”

来了个不惜力的“老蒋”

“只要你能在现场躺下干活，职工们就会

在泥水里蹚。”经历过采油工、副班长、班长、

副队长、队长和党支部书记等岗位，让今年

51岁的蒋书波有了如此感受。

2014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这是蒋书波到

103 站担任党支部书记后第一次值班。刚进

办公室，一同值班的好几个职工以各种理由

请假。不到 8点，蒋书波接到电话说，一处管

线穿孔需要紧急抢修。

蒋书波和在岗职工从早上 8点一直忙到

晚上 8 点。他在职工们的抱怨声中得知，地

下管线老化未能及时更新，导致故障不断。

再加上大型施工机械不适应现场施工，焊接

管线时全靠人工，造成工作量增大，所以一到

周末，就有个别值班人员请假。

这一天蒋书波流下的汗水也被职工们看

在眼里，他们知道来了个不惜力的“老蒋”。

“风风火火，敢说敢干，职工的劲头一下子上

来了。”葛树昆说。

维修只是治标，不能治本，如何破解这个

难题？蒋书波一边调查汇总，形成报告提交

有关部门加快管线更换步伐；一边重新考取

了电气焊证书，奋战在管线维修的工作坑

里。渐渐地，职工们发现“老蒋”干活有门道，

效率也高，是个破解难题的好手。

不管泥里水里，蒋书波总是第一个跳下工

作坑，或趴、或跪、或坐、或躺进行电焊操作，时

间一长落下了肛周囊肿，先后做过三次手术。

但每次一出院，他又毫不犹豫往坑里跳。

把讲道理变成拉家常

“他回到家给我们讲大道理，一开始我和

女儿都不愿意听，后来觉得他讲的有些道

理。”周丽霞说。

“这么多年，职工们经历油藏经营改革、

公司体制机制建设，怎么把大家的心思聚起

来，把精神头鼓起来，照本宣科是行不通了。”

蒋书波觉得，在家给老婆孩子讲，只要她们不

嫌烦，职工们就能有共鸣。

他把讲道理变成拉家常，班前会上讲一

讲、工作间隙聊一聊。这几年油田加大基础

管理力度，现场增加了一些工作量，部分员工

不理解甚至有抱怨。借着一次更换管线动土

作业的机会，蒋书波扳着手指头给大家算起

了账：“大家想想，是更换一次管线至少十年

不用补的工作量大，还是三天两头焊补管线

的工作量大？”这一算，职工们不吭声了。

蒋书波先后获得集团公司劳动模范、连

续三年油田劳动模范和一次个人三等功。每

一次把证书拿回家，女儿会对周丽霞骄傲地

说：“爸爸的‘军功章’有咱俩的一半！”

让员工身暖心也暖

面对人员持续减少、队伍结构老化、生产

经营压力增大和员工诉求多元的现状，蒋书

波坚持大家的需求在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

里，只有解开员工心里的疙瘩，才能增强队伍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员工于丽英印象深刻的是，以前骑电动

三轮车巡线，尤其是冬天特别冷。蒋书波看

在眼里，争取资金为全部三轮车装上了帆布

棚子，让员工“身上暖了，心里也暖了”。

微信、抖音也成为蒋书波了解员工思想

动态的好帮手。他通过朋友圈了解到，廖师

傅低血糖，蒋书波就常备糖果和小饼干带在

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基层带队伍十多年，蒋书波深知，员工

性格有差异，但都渴望被尊重和认可，“只要

方法对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岗位明星”。一名

员工由于身体原因经常完不成任务，久而久

之产生了躺平心理。蒋书波发现该员工心思

细腻，在录取资料的过程中摸索出了每一口

井的配注规律，整理成合理化建议。蒋书波

推动以该员工的名字命名工作法，并让她给

大家传授经验。自此，这名员工就像换了一

个人。

只要把员工放在心里，员工就会把责任

扛在肩上。103站管理着 180多口油水井，23
名干部员工承担着 7.23 万吨的原油产量任

务，2023 年超产 0.88 万吨，管理指标位居采

油厂前列。

为职工做事一箩筐，自己记不清；职工为

他尽一份心，蒋书波感恩不已。去年端午节，

蒋书波和父亲同时住院，妻子照顾父亲，同事

们轮流照顾了蒋书波 3 天。每次提及，蒋书

波都有点哽咽。

班组掀起争当星级员工热潮

丁玉萍 胡强

“一场考试下来，像打了场胜仗，感觉终于战胜了自

己。”3 月 18 日，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三区 12-9
计转站，岗位长贺广勇顺利通过半年一次的三星级员工

复审考试。

“恭喜贺岗长，我想拜您为师，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入职一个月的陆泰明羡慕地说。

“有什么秘诀多教教我，别保留哦。”获得一星员工

的胡兴梅谦虚地求教。

“每月多拿 1200元津贴，得请客！”还有人跟着起哄。

如今，在采油二厂一线班组，争当星级员工成为一

种新风尚。

为提高一线技能操作人才能力和素质，采油二厂建

立“星级认证”考核体系，组建专兼职内训师团队，编制

岗位学习训练地图，配套“考点通关”积分体系和星级员

工激励机制，按照技能水平由低到高设置一星、二星、三

星、四星、五星 5个层级，发放相应奖励，有效激发了技能

人才的学习热情和工作激情。星级认证每半年进行一

次复审，未通过复审的员工实行动态管理，“一盘活水”

让技能人才队伍焕发内在动能。

“一线班组员工争当星级员工热情高涨，江矿二大

队参加星级考试人数占在岗人数超过 50%。”星级认证

内训师孙健介绍说。

自 2023年 2月该厂推行“星级认证”考核以来，已认

证江苏矿业、博塔油服、中泽油服、胜利化工 4 家系统外

外包队伍，参与率达 79%，目前已有 264人通过星级员工

认证考核。

“‘星级认证’考核，有效解决了业务外包队伍自主

学习意愿不强等问题，进一步促进队伍稳定，推动素质

水平和管理水平双提升。”采油二厂人力资源室副经理

潘跃强说，今年将全面推广这项工作，实现业务外包队

伍“星级认证”全覆盖考核，不断提升一线员工综合素质

和业务外包队伍的管理水平，为采油厂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的技能人才保障。

星级评定激发比学赶超热情

廖炳达

“‘星级评定’结果出来啦，裴德堂综合评比得分

171 分，排名第一，成为三星级质检员，真厉害！”3 月 19
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车辆段南宁动

车所动车质检员梁天力看了本岗位的星级综合评定结

果后，和工友热烈讨论起来。梁天力口中的“星级评

定”是该段提高动车检修队伍素质、激发队伍活力的重

要举措。

该段作为广西唯一一个动客车段，动车检修队伍达

上千人，平均年龄 28 岁，实战经验不足等问题普遍存

在。十年跨越，广西高铁从无到有，从和谐号到复兴号，

从一开始的 8 组增加到现在的 149 组，动车组车型的不

断丰富和配属数量的不断增加，动车组检修保养工作面

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如何提升职工的检修技能，解决职工成长过程中遇

到的难点痛点问题，成为段领导思考的重点。2023年初

起，该段分工种、分岗位、分星级，在动车领域推行岗位

星级综合评定，综合评定出无星至五星不同等级的“星

级职工”。

为确保星级综合评定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该段

针对参与星级评定岗位的特点，“一对一”量身定制评定

标准，不同岗位人数有差距，设置的星级也有所不同。

此外，该段还将星级评定与职工收入挂钩，工作表现有

差距、每月收入就有差距，鼓励职工真学真考，真正体现

了“干好干坏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潜移默化促进

动车检修质量提升。

“星级评定与工资收入挂钩，让职工们有了荣誉感

和落差感，通过公平和系统的评比，比学赶超氛围更加

浓厚。”该段副段长顾宁说。

不仅如此，该段以每月考评成绩为基础，设置了一

票否决的失格项点，并实行半年考评，末尾淘汰，建立能

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动车检修人才用人机制。

自推行岗位星级综合评定以来，该段职工在学星、

追星、夺星中钻研业务，提升技能，共有 75名职工获得技

师资格，8名职工获得高级技师资格。

3 月 19 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公交
集团电车分公司动物园枢纽站管理中心
103路驾驶员何少花来到电车供电所宣讲
全国两会精神。

全国两会结束后，何少花就马不停蹄
地走进公交站所、车间班组，来到一线职
工身边宣讲全国两会精神，畅谈自己的参
会感受，把会上的好政策、好消息、好声音
与大家进行分享。她表示，希望通过自己
的宣讲，让一线职工切实感受到全国两会
的意义，也为他们加油鼓劲，为提升城市
公共交通服务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何少花在日常工作中总结出一套“心
勤”工作法，还创立工作室与同事交流工作
经验，通过“五小”创新成果提高驾驶员工作
效率，确保公交车安全高效运行。2023年，
她荣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称号。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分享感受

“咱们是高空作业，安全保障做不好，还谈什么工程质量”

高飞 胡梦沙

每天，西昌钢钒公司板材厂精成公辅设

备管理单元吊车点检组班长冯树国都会接到

很多任务。

吊车点检组主要负责板材厂的桥式吊

车、电动葫芦、地爬车等 332台起重设备的点

检维修工作。冯树国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完

成得妥妥当当。不久前，他获得公司“卓越之

星”党员荣誉称号。

热区钢卷库有 12台桥式吊车，吊车上方

是铁皮瓦，下面是高温钢卷。当吊车发生重

大故障，冯树国在吊车平台一干就是七八个

小时。夏天热得像蒸笼，汗水湿透衣服是常

事；冬天冷风穿墙，冻得他四肢发麻。

今年年初，热区钢卷库的吊车电动夹钳

发生夹伤钢卷边部的质量问题，让冯树国寝

食难安，他深知夹伤的钢卷客户不要，1个钢

卷就得损失几万元。

为了找到夹钳伤卷的原因，他带着点检员

爬上爬下，穿梭在吊车之间，记录每台吊车运

行状况，结合热轧带钢生产现场实际，优化改

进了钢卷夹钳防划伤装置，成功解决了这一质

量问题。

在此基础上，冯树国带领班组人员提出

10 条精益管理改进项目。其中，桥式吊车轨

道和车轮调整的精益管理优化方案，不但减

少桥式吊车故障，还提高车轮的使用周期，降

低备件费用。

2 月的一天，冯树国接到生产现场的求

助电话：“冯师傅，18 辊龙门吊又发生了吊车

碰撞事故，你有没有避免事故的高招？”

冯树国急忙赶到现场，通过近距离观察吊

车，他发现新安装的龙门吊没有设计防撞功

能，导致经常发生碰撞事故。

找到根源后，冯树国和检修人员经过两天

改进施工，为龙门吊新增了激光防撞仪，并经过

多次调整测试，使龙门吊形成连锁激光防撞距

离功能。当龙门吊激光检测仪检测到大车距离

障碍物 1.5米时，龙门吊大车自动停止，不但能

保障生产正常运行，还有效防止碰撞事故。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在西昌钢钒

公司吊车点检维修这个平凡岗位上，冯树国

就是一颗闪光的“卓越之星”。

平凡岗位上的“卓越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