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匠心筑就“地下长龙”

本报记者 叶小钟

大学毕业第一年成为盾构机主操作手，

第三年成为盾构工区盾构机机长，驾驶百吨

“长龙”开疆破土……他就是中铁二十一局轨

道公司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项目盾构副经

理张培佳。

入职 13 年，张培佳征战 5 座城市 8 条线

路，实现安全推进 10公里。在他多年盾构施

工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地下掘进穿越，

是在成都地铁施工中成功下穿了重特大风险

源直径 2.4米的成都市主供水管线。

当时，作为主管技术和兼管生产的副经理，

张培佳带领团队制定了严密的施工安全技术方

案。盾构机需要平行下穿管道 120余米，施工

中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影响到百万人口的供

水。在盾构机掘进穿越管道的十余个日夜里，

他几乎没有离开现场一步，困得实在不行了，就

在办公室打个盹。经过连续奋战，他们打下了

成都地铁6号线项目盾构最艰难的一仗。

2022 年 9 月，因工作需要张培佳调动至

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铁路项目，负责九工

区花城街站 12.06米大盾构施工。

花城街站为广花城际铁路的终点站，配

线段双线隧道采用盾构法施工，开挖直径为

12.06 米，左右线管片净间距仅 1.14 米，是国

内首条最小净距并行大直径盾构施工的双线

隧道。同时该项目管片采用纵缝滑入式 CT
连接件、环缝插入式快速连接件取代传统螺

栓，是全国首例大直径盾构法隧道纵、环缝均

采用新型连接件。

今年3月20日，随着直径达12.06米的盾构

机刀盘开始转动，“广花铁兵25号”土压平衡盾

构机在广州市花城街站启动。张培佳与项目团

队一起，努力研究盾构机选型、改造，填补华南

复杂地层大直径盾构施工空白。面对国内首例

并行难题，他带着团队多方奔走，在 150米“风

险区”增设分隔墙、加装内支撑，给管片换上“新

型连接件”，让错台、漏水等问题大大减少。

向玉婷

彭水电站 8号弧门检修现场，焊花与水雾

在缝隙间飞舞。彭水水电公司机械班 45岁的

秦兴超套上厚重防护服，一头扎进直径 60厘

米的管道——这个把 19 年青春熔进焊枪的

“铁裁缝”，又开始了他的“变形记”。

侧躺、反撑、悬空，焊枪贴着管壁探入黑

暗，飞溅的焊渣在防护服上炸开“噼啪”的烟

花。“去年倒挂钢梁焊导流洞，脖子僵了三天。”

他咧嘴笑着，汗珠顺着晒得黝黑的脸颊滚落，

随手一抹，又专注投入工作。

在电站的“战场”上，焊接难度和作业空

间永远成反比，大坝闸门、压力钢管等“钢铁

巨兽”内部结构复杂，关键焊缝多在“视觉

盲区”。

“每一处‘视觉盲区’都是一次挑战。”秦兴

超的身上藏着“盲焊三件套”：用不锈钢边角料

打磨的反光镜、刻进肌肉的触觉记忆、像指南

针一样精准的本能。

只见他把巴掌大的弧形镜卡进管缝，折射

的焊点如夜空中闪亮的星，焊枪随即精准落

下。“镜子就是我的眼睛。”他骄傲地说，19年的

时光，早已把每个角度、每种触感，修炼成身体

的一部分。

“焊缝就是焊工的脸面。”这句话秦兴超说

得比谁都认真。焊前打磨，金属碎屑像银色的

雪簌簌飘落。焊接时，防护服里的汗水浸透衣

衫。焊后检测，他先用手电筒检查表面光洁

度，再用着色剂、还原剂仔细观察裂纹，最后用

手电筒一寸寸丈量光洁度。

休息间隙，他摘下面罩，脸上被防护镜压

出红痕。“别瞧这活儿憋屈，焊好了特有成就

感。”他笑着展示自己的“发明”——用废弃钢

板焊接的折叠板凳，既能当座椅又能充当焊接

支架。

秦兴超不仅在工作中做到极致，还把这

份热忱融入生活。自家院子里的葡萄架，钢

管连接处的鱼鳞状焊缝，与电站设备工艺如

出一辙。

弧门检修仍在继续，秦兴超又一次钻进狭

窄管道。在这常人难以忍受的空间里，他如

“铁裁缝”，用焊枪缝补大坝“筋骨”，也用热忱

编织着生活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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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当锚，扎得深才立得稳”“把自己当锚，扎得深才立得稳”
张滢丹

从机工、三管轮、二管轮、大管轮，再到轮

机长，过去 30年里，王遵明一步一个脚印，成

长为独当一面的船舶“大管家”。 作为全国

劳动模范，不久前他参加了庆祝中华全国总

工会成立 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

王遵明目前担任中交三航局二公司船机

施工处“三航砼 26”轮机长，是全船机电、动

力设备的技术总负责人。

“凡事都喜欢‘钉’着”

1995 年夏天，19 岁的王遵明踏上了上海

码头。时任“三航砼 3”轮机长唐家庆的一句

话让他记忆犹新：“船上每一个零件都是

‘命’，守好它们就是守好饭碗。”

从跟着师傅检修船机设备开始，王遵明

像锚爪抠进海底，在机油味与机器轰鸣中扎

下根来。“我没啥大本事，就凡事都喜欢‘钉’

着。”这份朴素的信念，成了他 30年职业生涯

的“锚点”。

刚接触混凝土搅拌机时，王遵明连阀门

和压力表的区别都分不清。师傅让他记录设

备运行数据，他握着笔的手微微发抖，生怕

写错一个小数点。

往后的日子里，王遵明几乎成了机器的影

子。白天蹲在机器旁一边记录工作数据，一边

翻阅手册，晚上就打着手电不断“折腾”零部

件。夜里值班，他抱着一壶凉水蹲在轰响的机

舱角落，耳朵渐渐能分辨出不同声响——这台

机器“咳嗽”是轴承缺油，那台“喘粗气”是水泵

淤了泥……

2005 年，“三航砼 3”负责长兴岛振华港

机建设的混凝土浇筑施工。当时正值台风

季，涌浪较大，王遵明反复在甲板和机舱来回

巡视，生怕设备受影响“罢工”。果然，在进入

机舱后，突然听见主机发出“咯噔”一声，他二

话不说就钻进烫手的机器堆，指尖触到某根

管子的颤动不对劲——比平日快了半拍。汗

珠砸在铁板上滋滋响，他咬着牙换了密封圈，

直到机器重新“哼起”均匀的“呼噜”才终于松

了口气。师傅扔来半块烤红薯，又惊又喜道：

“你小子耳朵长进铁里了！”

这一年，“三航砼 3”创下了一个月浇筑

6000方混凝土的新纪录。

“不试试怎么知道”

2020 年 10 月，王遵明应工作需要，接受

新的挑战——造船。

东海大桥因海域泥沙输送大环境的改

变，其中 205个桥墩区域冲刷严重，可能会影

响大桥整体结构安全。

建设伊始，项目即明确了把袋装块石、混

凝土抛填到桩基内部，进行修复的思路。然

而，传统直溜筒抛石机效率低，且无法在复杂

水流中精准抛填，为此，王遵明带着团队驻扎

船厂。

为抗住 9级风浪，他大胆采用方驳船体；

为减少材料损耗，他优化斜向溜筒角度；为解

决袋装混凝土强度不稳定问题，他首创“现制

现抛”流水线。历时 6个月技术攻关后，首艘

斜向溜筒工艺试验船诞生了——“三航砼

26”。然而，船舶试运行阶段，抛填效率仅达

设计值的 60%。

技术团队检查完整套系统，发现主要问

题是活塞式空压机运行不够稳定。“能否采用

压力较低但相对稳定的螺杆式空压机？”王遵

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此话一出众人议

论纷纷，担心螺杆式空压机会供压不足。“不

试试怎么知道？”王遵明眼神坚定。

为此，王遵明直接住在了船厂，经过 60
多天的改良，螺杆式空压机与袋装混凝土打

包系统终于完美契合，搅拌效率大幅提升。

最终，“三航砼 26”累计在东海大桥抛填

了 21 万立方混凝土，承担着东海大桥 205 个

桥墩下部群桩区海床冲刷防护任务，为跨海

大桥筑牢“水下长城”。

“手上的感觉比图纸更实在”

跟船机设备打了近 30年交道的王遵明，

比谁都清楚技术传承的重要性。2022 年，他

牵头成立“王遵明船舶轮机技术能手创新工

作室”，推出“技术讲坛”“案例分析”“技能比

武”三大平台，致力为公司培养一批船机设

备骨干人才。

“第一次参加培训，王师傅拿着故障零

件让我们轮流摸，说‘手上的感觉比图纸更

实在’。”船员小何对此记忆犹新。王遵明带

徒弟有“三必须”标准：设备检修必须严格按

照规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必须烂熟于心，

故障分析必须写出三种解决方案。

如今，他培养的 30余名技术骨干已独当

一面。王遵明传授给他们的不仅是技术，更

是匠心。

现在的王遵明，每天清晨依然第一个钻

进“三航砼 26”的机舱。他弓着腰检查阀门

的背影，像极了船锚沉入水中的弧线。海风

中，似乎还能听见老轮机长的叮嘱：“把自己

当锚，扎得深才立得稳。”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G

班组之星班组之星G

大数据集成平台助职工“以星定薪”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

州东车辆段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自主研发大数据集成平

台，开设星级评价系统模块，细化 11个方面的评定标准。

通过自动采集多系统数据，实时生成客观评价结果，精准

描绘岗位业绩画像，划分出一星至五星，再通过星级排名

与岗位绩效挂钩，实现了“以星定薪”，即“加星＝加薪”，激

发了职工提升业务技能的内动力。 （向帅 刘文轩）

“三员”服务促和谐助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苏华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

班组为单元，13 个班组各选出一名“群工干事”，全力做

好“三员”服务：一是负责对公司决策与职工在生产管理

环节中遇到问题时，当好上下传递“联络员”；二是针对班

组员工的思想动态、生产管理环节中好的做法和存在问

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当好问题收集“信息员”；三是

汇集职工意见，对班组共性问题就地解决，切实做好“调

解员”，促进了企业和谐劳动关系。 （顾明辉 卢克余）

全员“找茬”除隐患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油长城钻探苏里格气田分公

司采气作业二区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防爆电气“找茬”

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专业电气专家为班组员工进行深

入讲解，从理论基础到实际操作，全方位提升员工的安全

意识与技能。班组员工深入现场，仔细排查防爆电气设

备的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隐患。此次活动

增强了员工的安全责任感，为气田的安全稳定生产提供

了坚实保障。 （邵帅）

“多维考核”为队伍建设“强基蓄能”
本报讯 近日，张家峁救护中队开展二季度标准化

考核验收工作。此次考核以“理论+实践”双轮驱动，神

南救护大队技术骨干全程现场指导。理论考核结合矿井

六大系统，检验队员对复杂井下环境的认知与应变能

力。针对指挥员群体，增设战术应用专项考核。实践环

节中，一般技术操作全程模拟实战场景，体能训练则着重

考量小队协同作战、耐力续航及突发状况处置能力，推动

训练成果向实战能力快速转化。 （李小峰）

“三步走”提升班组管理水平
本报讯 中国铁路成都局重庆车辆段以班组自主管

理为核心引擎，通过“班前预想、班中联防、班后总结”“三

步走”措施，提升班组管理水平。在抓好班前预想上，工

班长及时了解职工思想状况，合理布置当日工作，有针对

性地确定控制项点；在抓好作业互控上，工班长全面掌握

现场动态，让作业人员时时互控；在抓好班后总结上，工

班长对职工当日作业情况进行考核，对发现的问题纳入

“问题库”管理。 （李各）

本报讯（记者刘旭）理论联系实际、培育结合工作、成果

带动成长……5 月 21 日，沈阳市国防及中省直企业工会航空

产业链卓越班组长培育活动在沈飞公司正式启动。此次活动

旨在通过劳模工匠担任带班导师的创新模式，为 100 名来自

航空产业链重点企业的班组长提供为期 5 个月的系统性培

训，锻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基层管理铁军，助力沈

阳国防工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课堂不在讲台，而在车间；教案不是 PPT，而是

一次次实操。”全国劳模于东海的发言掷地有声。本次培训

特邀洪家光、王刚、于东海、张文良等 10 名国家级、省市级劳

模工匠担任带班导师，他们均是从一线班组长成长起来的行

业标杆。

每位导师将全程跟踪指导 8~10 名班组长学员，通过“微

信群日常答疑+半月成果分享+每月现场问诊”的立体化带教

机制，将“罗阳突击队”“李志强班组”等顶尖团队的实战经验

转化为可复制的管理方法论。

在培训课程中，班组长学员将系统学习班组长角色认知、

精益管理、领导力沙盘等 5 大模块。尤为突出的是“改善项

目”实践要求——每位班组长需带着实际生产问题参训，在劳

模指导下完成至少 1个现场改善项目并通过答辩。黎明公司

喷涂处理工段喷涂班班长潘帅说：“我带来的低压风扇自动化

喷涂课题，正需要劳模导师的实战经验点拨。”

沈阳市国防及中省直企业工会相关工作负责人指出，此

次培训既破解企业管理人才断层难题，又放大工匠精神的辐

射效应。随着我国航空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一线管

理者的能力跃升已成为核心竞争力。沈阳以“劳模工匠班组

长培养班组长”的创新实践，探索为国防工业人才梯队建设提

供新范式。

劳模工匠给班组长当导师

“让青春和油井一起喷薄”

“铁裁缝”的“变形记”

从机工到轮机长，王遵明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船舶“大管家”

张飞

5 月 19 日清晨 6 点，天还没完全亮，江汉

平原的风带着几分凉意。在一处偏远的王

1-支平 2 井现场，江汉油田采服中心井下作

业部 101酸化压裂队的职工已经有条不紊地

忙碌起来。轰鸣的设备声划破寂静，红色的

工作服在晨曦中格外醒目。

101 酸化压裂队常年奋战在油田一线，

承担着酸化、压裂等关键任务。这些工作看

似枯燥，实则技术性强、风险高、节奏快，任何

一点疏忽都可能影响整个油井的产量。

黄培忠是队里年纪比较大的职工，今年

已经 50岁。30年来，他从一个学徒工干到如

今的技术骨干。有人问他：“干这行苦不苦？”

他说：“当然苦，但干着干着就习惯了，就像吃

饭睡觉一样自然。”有一天凌晨，一台高压泵

突发故障，眼看施工进度要被耽误。黄培忠

二话不说，一头钻进泥泞的设备区，打着手电

排查问题。几个小时后，机器重新轰鸣，而他

已满身泥水。黄培忠笑笑说：“我这一辈子就

干了这一件事，干得踏实。”

黄宇泰是队里的 90后，刚来时是个“门外

汉”。如今，他已经成长为最年轻的见习队

长。面对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不断更新的技

术要求，他没有退缩持续提升自己的技术能

力。“让青春和油井一起喷薄。”这是黄宇泰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去年，他参与优化一项压裂参

数方案，使单井产量提升了近15%。

101 酸化压裂队的工作节奏快、强度高，

但队里的每个人都像一块铆足劲的齿轮，紧

密配合，毫不松懈。无论是配液比例的精确

控制，还是施工过程中的风险预判，每一个细

节都仔细打磨。在一次局重点井钟 99-1 的

大规模压裂作业中，现场风大、温度低，施工

条件极为不利。全队连续奋战 48小时，最终

顺利完成任务。

在地下几千米的地方，这群朴实无华的

班组职工在每一次起泵、每一声指令、每一滴

汗水里，写下自己的“骄傲”：为国家能源安全

而坚守。

当“水不挂壁”成为铁律
沈艳秋

5 月 14 日周三上午 10 点，春日暖阳倾洒

大地，中油电能热电一公司技术监督部油化

验班班长梅秀金，正专注地记录着化验数据，

神情严肃认真。这些待周检的汽轮机油样

品，来自一到四号机组。每周三早上 8点半，

是风雨无阻的取样时间，汽机系统取 12 瓶，

锅炉系统取 18瓶。

将样品整齐摆入样品柜后，梅秀金马不

停蹄地开始擦拭化验仪器。紧接着，他又投

入到清洗满是油渍的烧杯、试管、量杯等玻璃

器皿的工作中。反复冲洗的器皿，已经光洁

如新，他却还在继续。

“必须让水自然流下，没有挂壁的情况出

现，才算清洗干净。有些做特殊化验的器皿，

倒入蒸馏水也不能挂壁。”这看似简单的“水

不挂壁”，实则是他们工作的铁律。

清洗完器皿，梅秀金又将它们小心翼翼

地放入烘干箱进行烘干处理，随后拿起拖把，

仔细地将化验间的地面拖得一尘不染。从取

样、化验、清洗到打扫，每一个环节他都全神

贯注，不曾有丝毫懈怠。

在这看似平凡又琐碎的工作中，梅秀金

和油化验班的职工将每一项工作做到极致。

这份对工作的热爱，是对“岗位责任心”最生

动的注脚。

今年以来，安徽淮北矿业集团铁运处临涣电务段充分发挥好周五“小课堂”作用，让每名职
工都成为“老师”，在周五检修空隙时间分享自己的技术特长、学习心得、故障处理经验等知识。

图为在周五“小课堂”现场，职工在进行“一对一”信号机故障处理经验传授。
黄华伟 朱佳妮 摄

绿色生产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天然气产销厂深入开展“绿色基层单

位”创建活动，依靠科技创新推广光伏发电，加大压缩机组碳
排放监测治理，严格施工现场扬尘防控措施，使油气生产现场
变成“绿色企业行动”基地。图为该厂东濮采气区员工在“花
园式”集气站采摘红杏。

范永光 赵奕松 摄

周五“小课堂”

为职工“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