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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快讯G

吹响降本增效“集结号”

10余年间，马景来班组培养了 7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1名全国技术能手……

这个高手云集的班组是怎样炼成的？

班组现场G

集思广益

他山之石G

甘志鸿

涂佶伟是新钢集团炼铁事业部原料作业

区一名大班长，他提议采取加强密封、减小冷

风吸入量、更换变频器降低滚筒转速等措施，

可使烘干效率提高到 91.87%。他在带班中

还优化生产组织，持续做好错峰用电，全月峰

段开机效率仅为 35.6%，谷段开机效率 97.74，

大大降低了电耗。10 月，他被事业部评为

“降本增效标兵”。

据了解，炼铁事业部围绕下半年降本目

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开展降本增效系列

活动，引导员工思考“降本增效我能做什么”，

针对工艺、技术、管理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

意见和建议。

2500 高炉作业区倡导职工树立“每一分

钱都可以转化为事业部的竞争优势，每一次

降本行为都是为事业部的发展做贡献”的降

本思维，把降本增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

动。职工们纷纷响应，作业长胡小钢一天之

内就收到建议 49 条。班组成员李中卫建议

制作更换皮带托辊专用工具，以缩短更换时

间，减小对皮带的损伤，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生产费用。

据了解，降本献策活动开展以来，炼铁事

业部职工降本献策率达到 100%，班组择优

60%上报作业区，作业区再择优 30%向事业

部上报。事业部将根据效益和可操作性每月

评选出“献策达人”、优秀“降本增效”班组和

“降本增效标兵”。由此，职工的成本意识、责

任意识、效益意识都极大增强。

赖雨冰

“小赖，你最近干活越来越细心了，有进
步。”秋日的铁路线上，到处是迷人的风景。
一片枫叶，一朵野花，都是心情愉快的来源，
但再美的风景都抵不上搭档肖工对我的表
扬。“谢谢表扬，但不挨你的骂我还不习惯
呢！”我调侃道。

三年前，我转岗到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广州通信段惠州通信集中修。集
中修的很多维护工作需要两人相互配合，每
次分配任务时，我都不喜欢跟肖工搭档，因
为他总是挑我的刺。

肖工是公认的技术能手，也是高级技
师，经他手的活完成得又好又快。而我一开
始做事粗心，没少挨他批。

“你看你，连水泥沙子的比例都没搞清
楚就倒水，这样的包封效果怎么能持久？真
没用！看着，下次就按这个比例配备水泥

浆。”肖工抢过我手里的水桶，一边采取补救
措施一边气愤地说。我心里不满地嘀咕：

“不就是技术能手吗？摆什么老资格。”但我
还是深刻地记住了水泥沙子的比例。

去年有一次巡视设备，我负责给肖工做
防护，在接到来车预报时，我想着列车离我们
还有一段距离，就没有及时汇报。肖工听到
电台的来车信息，停下手里的工作，把我带到
安全的地方，严厉地说：“只要有来车信息，就
得提前跟作业人员通报，让作业人员心里有
数，方便撤离。你也是工作多年的通信工了，
如果连安全意识都没有，还不如及早回家
去。”那天我委屈万分，心想还不是想让你多
干一会活。不服气的我晚上回去把安全联络
规则又看了一遍，确定肖工说的是对的。

每跟肖工搭档一次，我就挨骂一次，但
也长进一次。慢慢地，我改掉了粗心的毛
病，干起活来也条理清晰了。

挨骂一次，长进一次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慈姗姗

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八三厂流传着这

样一个段子：在车间里随便扔一块砖，即使没

砸到一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能砸

到一个全国技术能手。虽是玩笑，但也并非

虚言。

马景来班组就是该厂一个高手云集的班

组。“从成立伊始，马景来班组就持续推进高

技能人才的培养与建设，成为航天战线攻坚

克难的‘铸剑先锋’。”该企业工会负责人告诉

记者，10 余年间，从这个班组走出了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7人、全国技术能手 21人、

大国工匠两名。

毫无保留

“我 2005 年 8 月毕业后入职航天二院成

为一名数控铣工。马景来、我、常晓飞、曹彦

文四代师徒航天报国的事迹曾在《焦点访谈》

特别节目中播出，我和常晓飞先后成为大国

工匠……”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市劳模工匠短视

频风采展示活动启动会上，曹彦生介绍自己。

今年 40 岁的曹彦生是马景来班组的一

员。他从一名普通机床操作工人做起，现已

成为国内数控多轴加工和智能制造应用技

术领域的专家。

马景来班组是以航天科工首席技师、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马景来命名的，是航

天科研生产一线的高技能班组，承担着关键

结构件精密加工任务，平均年龄仅 30岁。

“我的师傅马景来是一位登上过国庆 60
周年阅兵彩车的航天老兵。我上班第一天，

师傅就告诉我，他会毫无保留地把毕生所学

都传授给徒弟们。”曹彦生说。

1971年，不满 17岁的马景来到二院二八

三厂开始 3年的学徒生活。那时有些师傅思

想保守，不愿把真正的绝活传授给徒弟，马

景来感到很痛苦。后来，马景来自己当上师

傅后，便手把手、毫无保留地教徒弟。

铝合金薄壁舱体加工是马景来的绝活，加

工精度能达到 0.01 毫米。从基本的站姿、装

卡，到自己的绝技绝活，马景来都言传身教。

“这对我后来带徒弟树立了一个标杆。”

曹彦生告诉记者，他的徒弟常晓飞夺得数控

铣工项目全国技能大赛冠军，后来常晓飞带

的两名徒弟又获得该项目的全国冠军。

以赛带培

24 岁成为高级技师，26 岁成为金牌教

练，在 90 后曹彦文眼中，哥哥曹彦生是自己

的偶像。大学毕业后，曹彦文投身航天事业，

进入马景来班组，成为常晓飞的徒弟。为了

快速提升，他主动给自己加压，每天工作学习

14个小时以上。

“2015 年我进厂没多久，正好赶上全国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北京赛区的选拔赛。厂

里特意安排了上一年获得全国数控技能大

赛数控铣工项目冠军的常晓飞当我的师傅，

传授给我很多操作心得和比赛经验。”曹彦

文说。

以赛带培是马景来班组的一条经验，如

今已经成为二八三厂培养高端技能人才的重

要途径。那次比赛中，年仅 22岁的曹彦文一

举斩获加工中心操作工项目冠军，并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班组成员冀晓渊是以赛带培的受益者。

“我正常应该在 2024 年参评高级技师，但由

于以赛带培机制，2012 年我在全国数控技能

大赛中取得第二名，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016 年就被评聘为高级技师，整整提前了 8
年，大大缩短了职称晋升年限。”

冀晓渊也努力做一名好导师。在 2019
年第三届全国智能制造大赛上，他带领二八

三厂参赛选手夺冠，被授予“优秀教练员”称

号。“组里的师傅们都以能带出好徒弟为荣，

徒弟们的第一次出征、第一次获奖，都是班组

喜庆的日子。”

做好规划

冀晓渊是马景来的关门弟子，现任马景来

工作室的负责人。他一直记着马景来总说的

一句话：“选了好苗苗，必须要好好培养，让他们

心踏实了，才能走得远，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马景来班组高技能人才不断脱颖而出

得益于一体化的技能人才培训机制：导师带

徒、以赛带培、职业生涯规划。”冀晓渊拿出厚

厚的一本《马景来班组建设工作手册》给记者

看，“这都不是空话。”

这是一本有些年头的手册，每个人的技能

等级规划情况都记录在案。“每个可以申请高

一级技能等级的人员都会在班组会上被重点

关注，师傅们会全力帮助他们。”冀晓渊介绍。

建立家属联系群
本报讯 建筑工人在工地违章违纪怎么办？今年以

来，中交二航局中交锦上项目建立家属联系群，并把违章

违纪照片发送给违章人员的家属，促使班组工人自省自

查。通过“家庭＋安全”的方式，以“情”为“媒”，用慈母

心、夫妻爱、儿女情，打好安全亲情牌，筑牢建筑工人心中

的安全大坝，助力项目建设安全顺畅。 （方国俊）

消防“金蛋”护安全
本报讯 在山东能源鲁西矿业郭屯煤矿的消防沙箱

里，放着一个个“金蛋”。这些消防“金蛋”采用一级防火

材料石膏制作，灭火时扔到火源根处，能够有效地阻止火

势蔓延，起到快速灭火作用。根据《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要求，必须在井上下重要区域和岗点配置消防沙箱及消

防沙袋。以前使用的纸质消防沙袋容易受潮、损耗率高，

而“金蛋”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孔庆玉）

大修现场变课堂
本报讯 既有全厂性的集中培训，又有分岗位的现

场学习——沧州炼化将大修现场“巧变”培训课堂，借助

塔器打开人孔、设备拆解时机，采取“老带新、现场干、现

场教”等培训模式，现场开办大机组开机操作、气柜内部

构造、DCS 系统运行原理等公开课，培养班组里的技能

骨干。 （张玉香）

安全管理数字化
本报讯 在河南油田采油二厂稠油联合站，入站人员

只要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站内的硫化氢分布图、职业危

害因素监测点分布图等相关安全管理信息就会显示出

来。将二维码应用在安全管理上，源于不久前的一次安

全检查中，相关负责人提出要将安全图表数字化，进一步

提高安全管理质效。今后他们将对生产区域各巡检点的

相关安全风险及巡检要点全部数字化。（乔庆芳 李月）

小小改造扩容量
本报讯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选矿车间粉矿

仓的容量影响着生产供需和球磨正常运行。为扩充容

量，该公司职工创新工作室团队通过现场察看和讨论研

究，设计了一套粉矿仓清堵装置。经过改造，粉矿仓的有

效供矿容积由过去的 300吨增加到约 500吨，在提高工作

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曹正方）

焊工手里有团火
本报讯“焊工手里有团火，四季炙热无法躲。十个

焊工九个黑，全身上下都是灰。”在中建路桥集团衢州石

七线公路工程项目的钢筋加工棚内，一位桥梁钢筋笼焊

接班组的焊工饶有兴趣地哼唱。在施工现场，桥梁班组

的工人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钢筋笼的制作中，现场氛围

如火如荼。一阵阵清脆的电焊声此起彼伏，伴随着火花

四溅，钢筋笼逐渐显现雏形。 （焦占凯 龙涛）

防尘“天幕”
一项施工“神器”——防尘“天幕”近日在中建二局承建的

肥西县直属机关幼儿园绿地分园改扩建项目建设现场启用。
这个由钢结构支架搭建的防尘网使约4000平方米的基坑作业
现场成为一个封闭式的作业空间。据介绍，采用这套防尘“天
幕”系统，相比传统施工作业能够减少近80%的扬尘。

王明强 余小敏 摄

李继峰 任都

“设定踮踮脚能够上的小目标，厚积薄发，帮助我从操作

小白成为技能大拿。”10月上旬，中煤三建三十处宝兴源项目

部掘进队机电工田争明自信地登台，与工友们分享设立目标

一年多来的心得。

去年年初，该项目部面对开工迟、队伍新和工期紧等难

题，定下“夯基础、强班组、抓培训、重考核”的推进方案，并为

每名职工制定周、月、季度和年度目标。同时，将职工一些暂

时无法实现的目标拆分为“微目标”，把班组和个人目标晒在

“目标墙”上，成为职工努力学习的“催化剂和动力源。

“在我们这儿，每个班组都有一面‘目标墙’。每个目标定

得不太高，也不太低，避免挫伤职工的信心和士气，让职工技

能提升保持小步快走的节奏。”项目部经理毕洋洋说。

好制度，严执行，每个职工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牵引

着。从班组长到员工，从支护工到电机工，人人都瞄准“小目

标”奋力前行。

“我的小目标就是每周掌握一项打眼的新技巧。”打眼工

牛宇哥辉打开记录本，上面详细记录着他规划的学习内容。

他在项目部的比武中，已经连续三季度夺得冠军。近 3个月，

他先后为班组的工友传授“钻头精准定位法”“钻杆维修技巧

识”等知识，提高了打钻班整体操作水平。

小目标贴在“目标墙”上，看得见、摸得着，职工们锚定目

标前进，整个项目部形成了“人人有目标追求、天天能进步”的

浓厚氛围。在今年的全员大比武中，项目部全员达标，还实现

了零工伤零事故。9月，他们在遭遇地质复杂构造的条件下，

进尺创 150.8米大断面施工纪录。

班班有面“目标墙”

现身说法
何永兴

“工友们，前不久我在-2435工作面作业

时不注意敲帮问顶，结果一块巴掌大的矸石

落在脚背上……”10 月 15 日中班班前会上，

川煤集团华荣柏林矿业公司采煤一队职工李

师傅的现身说法，给工友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安全培训教育课。

据悉，该公司从四季度开始，加强了对严

重及以上“三违”人员的教育培训及帮教。他

们在井上显示屏开辟了典型“三违”专题栏

目，公开曝光各类严重及以上“三违”行为，让

其丢面子；加大对典型“三违”人员的处罚和

现场教育，现场立即制止并讲清“三违”的危

害，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还让其丢票

子；组织集中帮教，让其抄写规程措施、清单

明白卡内容及风险管控措施，并通过教育使

其认识到自己的违章行为对安全工作的危

害；让严重“三违”人员在本区队及班组现身

说法，讲述“三违”的经过、教训，让广大职工

接受教育。

八字方针
张志喜 吴秋红

首钢水钢质检监督部化验中心力学岗位

职工王光荣看到钢材单捆重量已快到预警

线，及时通知钢轧事业部现场组织生产的二

棒成品班班长邢涛调整钢筋尺寸。

王光荣作为力学检验岗位人员，主要负

责水钢钢材产品出厂物理性能检验、外观缺

陷判定、巡库等工作。他严守“把关、预防、报

告、改进”这八字方针：“把关”即在熟知国家

及公司相关执行标准的前提下，对产品质量、

数据、外观尺寸严格把关；“预防”则是利用手

中工具，比照标准，对相关数据进行逐一比

对、逐个查看；“报告”即出具的每个数据都必

须真实、及时、准确、可追溯，因为任何一个数

据出错都会对公司造成损失；“改进”即工作

中需要配合钢轧事业部有关人员对相关工作

进行改进，以满足生产所需。

“安全提醒卡”
刘焕荣 魏小燕

“请仔细读一读卡上的内容，上面写明了

岗位安全注意事项，如果还有不懂的，尽管来

问我。”近日，胜利油田油藏动态监测中心临

盘监测项目部工会主席肖辉昌将一张张“安

全提醒卡”送到测试井班组职工手中。

该项目部认真落实现场安全管理责任，

向班组职工发放“安全提醒卡”。卡片采用人

性化的方式制作成口袋大小尺寸，方便随身

携带，内容按照不同工种制作，对测井工、试

井工、井口工、仪器操作工等在测试井施工中

的安全生产标准和注意事项一一标明。卡片

还贴心地注明了不同施工工种须穿戴的劳动

防护用品、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着眼细微之

处，将安全教育融入测井施工人员的日常。

中国能建易普力公司定期组织班组讨
论会，让一线职工在进行各类技能培训和
业务学习的同时，也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
共同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图为 10月
22日，该公司的一家工厂内，职工正在召
开班组讨论会。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张松才

“巡线不是逛景，不光人到，更要心到、责

到。”10月21日，57岁的中原油田油气储运中心

管道运维中心运维二班员工单叶华边走边说。

一米一米查，一处一处看，一趟一趟巡，

输油管道上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

迹——该管道运维中心担负着 77.5千米输油

管道的巡检重任，工人们日复一日低头仔细

查看，忠诚守护着油田“主动脉”。

中原油田黄河北共有 6 条输油主管道，

这些管道半数敷设于 2000 年前后，其中 2/3
为钢质材料。濮三中转站到大王庄段输油管

道长 8.1千米。这段 21年前投用的管道腐蚀

严重，穿孔多。单叶华踏草滩、蹚水泊、爬桁

架、穿树林、翻牛圈……巡线足迹不离管道。

隐患藏在细微处。管道两侧有草丛，单

叶华用木棍拨开看。管道临近沟渠，他贴着

沟边巡、沿着渠沿走，望望水面有没有油花。

单叶华巡线，不戴耳机，不看手机，一路

“左顾右盼”。仲秋时节，管道两旁的金银花

半人多高，密密匝匝。他不时蹲下身，深嗅细

闻。“管道两侧的土虚，管道里的油温有 60多

摄氏度，一旦有油漏出，就会把上面的土拱起

来，散发出刺鼻的味道。”他说。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单叶华在加密巡检

中，循着油味在一片桃园里发现两处脸盆大

的漏点。他立即向值班干部汇报，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2020 年底，管道运维中心配备了金属磁

记忆无损探管仪。使用这套仪器，无须开挖

土层，就能精准采集管道发生的弯曲疲劳和

腐蚀造成的壁厚变薄等信息。

管道检测班的董晖虚心拜班组的“老把

式”姬根荣为师，跟着他双手托着 6千克重的

磁记忆探管仪，不抖不晃，在管道正上方平稳

行走，一刻不停地观察屏幕上的波纹变化，采

集数据。 6 条输油主管道探下来，就是 12
天。董晖走得两腿酸胀，右臂累得发抖。回

到家，他缓一个小时，才能拿起筷子吃饭。

3 年多来，董晖和工友们利用探管仪测

出管道破损、腐蚀点 82 处。现场开挖后，符

合率高达 95%。

不光人到，更要心到

我在班组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