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炮”加入选矿作业区的提效“队伍”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通讯员 任宏扬

“这次粗破中间仓改造及时，问题解决得太

漂亮了。”首钢矿业大石河铁矿选矿作业区职工

刘海洋说。

该选矿作业区入选矿石种类较多，其中干

选矿具有粒度细、湿度大等特点，在翻卸过程中

容易导致中间仓漏斗频繁出现粘堵问题。

“以往处理粘堵问题只能靠手拿‘7’字形水

管，在皮带观察孔处用高压水冲漏斗。但这种

方法效率较低，且处理过程中岗位靠近高压水

流，存在安全风险。”作业区设备点检侯建霖说。

面对这一“顽疾”，选矿作业区创新工作室

成立技术攻关小组，研究确定粗破中间仓加装

空气炮改造方案,并组织员工使用电镐一点点破

除仓内坚硬积矿层，以满足整改条件。

“我认为空气炮应该安在中间仓方口上沿，

空气炮释放的压力能够将粘堵的矿石振动下来。”

“但矿石偶尔也会堵在中间仓方口上沿更

高位置，空气炮的作用将会发挥不出来。”

“那我们就逐点位测试一下”……

经过反复测量关键数据，最终确定空气炮

安装在中间仓方口上沿300毫米位置处。创新

团队立即安排施工，克服技术、时间等多重难

题，如期完成空气炮的安装调试工作。

随后，创新团队又对喷吹管的直径、角度、

长度、走向、高度等关键参数进行数十次调整优

化，显著提升了空气炮的工作效能。改造后，当

漏斗堵塞时，单次处理时间从原来的5~30分钟

大幅缩减至几秒钟，每月因堵塞影响生产的时

间减少了90%以上。

“这次改造让创新成果在现场发挥出了提

效率、保生产的作用。”作业区区长刘宏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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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年轻团队，在戈壁山谷中历经 4年多磨砺

一群人和一条路一起“成长”
本报记者 蒋菡

5 月 29 日下午 3 点，新疆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精河县的一处山谷里，新龙口特大桥

上一群工人正在进行紧张的桥面系施工。“这

个施工点两公里长，我就这么来回走。”技术员

汪龙周边走边查看施工情况。

他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在桥面上行走经

常遇到大风，甚至有八九级，“我已经习惯了”。

穿越苍茫的北天山，戈壁滩上坐落着中

铁建工集团 G577 线精伊公路 SG-1 标段项

目部。“全长 92公里的精伊公路建成之后，将

成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这条路

海拔较低，可以避开大雾大风和冰雪灾害，

保障 24小时通车。”项目经理王宇飞介绍，他

们标段的任务是完成长达 25公里的路基、桥

梁等建设，包括 4 月 7 日贯通的全线控制性

工程——新龙口特大桥。

该标段将在 6 月底完工。从 2020 年 10
月进场到现在，这个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年

轻团队走过了 4年多的时光。山谷中的路一

点点修起来，修路的人也在一天天成长。

“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干吧”

汪龙周所在的工区主要负责建设新龙口

特大桥。“这桥全长 5596.5 米，是新疆连续跨

度最长的公路桥梁，作为技术员，我盯现场

压力特别大。”他坦言，“既怕活干不好，又怕

耽误工期。”

2021 年毕业的汪龙周，先到贵州一个项

目上干了半年，次年 3 月来到新疆，“面对一

片沙漠戈壁，心理落差很大”。经过很多次

跟自己内心做斗争，他下定了决心：“既然来

了，那就好好干吧。”

回望走过的路，汪龙周觉得最辛苦的是

干桥梁基础的时候。“因为桩基是循环作业，

从开孔一直到最后的混凝土浇筑，时间特别

长，而且得一气呵成，我要一直盯着。”他说，

曾经从第一天的早 7点盯到第二天早 8点，没

合过眼。

干活不惜力的汪龙周，信奉“多干不吃

亏”。“现在吃亏，不要怕，往后看，你会发现

不吃亏。”外公 88岁时说过的这句话，他一直

牢记着。

“现在很多人不愿吃苦，我觉得还是应

该迎难而上。”他说自己很珍惜这份工作，因

为“想到达更高的山峰，必须脚踏实地”。

苦尽甘来。汪龙周将新龙口特大桥贯

通 当 成 他 职 业 生 涯 中 攀 上 的 第 一 座 山

峰。在山谷里修路这 3 年，让这个初入职

场的年轻人更加笃信“任何事情都应该迎

难而上”。

“签了字就要担一辈子的责任”

新龙口特大桥所在的山谷原来是牧道，

每年三四月份大批牛羊进山，10 月以后有大

批牛羊下山，一群有几千头，非常壮观。

32 岁的麦麦提江对羊群很熟悉，他五六

岁的时候就给家里放羊了。从和田地区的一

个放羊娃到今天，他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

中学时麦麦提江成绩很好，中考后被免

费选送去天津上高中。后来他考到兰州大

学，2018 年毕业到了中铁建工，先后在广东、

河北、甘肃干项目，2021年回到家乡新疆。

4 年来，麦麦提江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

部副部长。“现在负责整个施工的技术把关，

每道工序都要签上名字。”他说，“签了字就要

担一辈子的责任”。

在他看来，整个工程的一大难点就是修

建新龙口特大桥。桥址沿阿卡尔河沟谷布

设，容易遭受崩坡积体、泥石流、危岩等不良

地质影响，从桩基到承台、墩柱、盖梁，再到桥

上结构的每一道工序，都充满了挑战。

在伊犁河谷，每年的 6月到 8月是洪水季

节。2023 年夏天那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令

麦麦提江记忆犹新。“一下就把我们刚打完的

桥墩子掩埋了，路也埋了，车也埋了，施工材

料都埋了。”

大桥顺利合龙，让麦麦提江挺有成就感。

“我从大桥底下到顶部都完整地干了一遍，如

果以后再干类似的活，可以独自承担了。”

“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2020 年 10 月 7 日，这是项目副经理刘志

强初到新疆的日子。

戈壁上打水井太难了。有个拌合站打

了四五口井都打不出水来。项目部也是今

年才刚打出了井水。

而立之年的刘志强曾经到过多个国家

参建工程项目，最远去过非洲肯尼亚。“在新

疆施工工期短一些，比较考验施工组织能

力。”他淡淡地说。

这里冬季漫长，一般 3月底或者 4月初才

能开始正常施工，干到10月中下旬。再加上每

年的三四月和 10月都刮大风——基本都是 8
到 10级，实际可利用的施工天数更少。“很多时

候风太大，别说干活，人都站不住。”刘志强说，尽量

充分利用有利天气，灵活安排施工内容。

新龙口特大桥处在山间出水口的位置，建

设者抓紧时间修涵洞、筑堤坝，避免水害。

干了这么多年工程，刘志强的切身感悟

是：“个人思想上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阻力。

你要真想把这件事干好，就没有什么克服不

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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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管理打造“安全铁军”
本报讯 今年以来，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分

公司机械检修班通过“三化”管理，打造一支安全生产铁

军。技能提升常态化，班组构建“线上+线下”双轨培养

体系，全员参加线上学习活动；隐患排查动态化，通过突

击检查与全员监督，形成“发现—整改—归档”闭环管理；

健康守护精准化，创新建立“一人一档”健康管理系统，每

周四“血压守护日”干预职工异常指标。 （徐施 卢克余）

“清凉套餐”助职工清凉度夏
本报讯 入夏之后气温持续走高，中国铁路兰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兰州房建公寓段各班组为职工送上“清凉套

餐”。该段结合各岗位特点，避开高温时段作业，防止职工

中暑；开展“送清凉、送关爱”慰问，在各食堂配备绿豆、白

糖、茶水等防暑品，及时为生产一线的职工送去绿豆汤、西

瓜和矿泉水等清凉餐饮；举行暑期心理知识讲座，针对职

工思想问题，及时开展“一人一事一谈”。 （马永兵）

“交通安全课”送到基层
本报讯 为有效强化班组职工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遏制酒后驾驶及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刘庄矿业于近日

组织策划“文明出行 拒绝酒驾”专题宣讲暨有奖竞答活

动。宣讲团队深入基层生产单位，结合矿区通勤特性与

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开展普法教育，通过互动式宣教切实

增强班组职工法治观念，为企业安全生产及和谐矿区建

设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陆刚）

粽叶飘香迎端午
本报讯 5 月 26 日，中国中煤华利和翔公司开展“粽

叶飘香，端午情长”活动。活动现场粽叶清香四溢，糯米、

红枣等食材一应俱全。经验丰富的班组职工化身“老师”，

示范粽叶折叠、馅料填充、捆扎等技巧，新手们围学请教，

互帮互学。欢声笑语中，形态各异的粽子摆满桌面，大家

在包制过程中增进交流，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李磊）

师徒结对查隐患
本报讯 江苏南京扬子石化芳烃厂硫回收装置针对

生产介质特点，开展查找身边隐患行动，通过以老带新、

师徒结对，为青年员工传授装置“体检”秘笈，重点对阀

门、法兰、液位计等易泄漏部位排查，及时消除安全环保

隐患，确保设备健康运行。 （袁荣强 匡文静 雷鸣）

炉膛深处的追光者：让0.2毫米凹痕无处遁形

“红黄绿”管理法提升职工健康水平
黄慧 陈辉 王田

“胡师傅，你的血压是147/100，您属于‘黄

色’体质，处于亚健康状态，平时多注意，降压

药一定要按时吃，避免血压控制不好引发严重

病情。”日前，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维修二班

“健康小屋”管理员张琳娜，对前来检查身体的

职工一遍遍叮嘱着。

为提升全厂员工健康水平，2023 年 4
月，清河采油厂启动员工体质“红黄绿”三色

管理机制，在全厂 7个站点建立“健康小屋”，

每月分批次组织员工到健康小屋，开展健康

指标监测和身体素质测评。

综合评分60分以下的员工为“红色”体质，

健康指标超高，列为重点关注人群；60分至 85
分的员工为“黄色”体质，健康指标部分超标，

属健康危险边缘和亚健康状态；85分以上的员

工为“绿色”体质，为身体状况良好。2004年以

来，全厂有 3人指标从红色转到黄色，有 6人指

标从黄色转到绿色，职工健康指数持续好转。

安全“童”行
为进一步关心关爱职工和职工子女，5月25日，中国铁路

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电务段精心策划开展了“安全‘童’
行”主题亲子活动。活动设有安全知识讲解、亲子蘑菇丁拼火
车、模拟开火车等环节，吸引了众多职工及子女热情参与。

袁俊杰 摄

精细排查

蔡罗刚

5 月 14 日早上 9 点，中煤伊犁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1号机组“四管”防磨防爆检查工作

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周敏打开手电筒，光线瞬间刺破炉膛的

墨色。这位工龄十年的锅炉检修班点检长在

1 号锅炉炉膛内辗转腾挪。安全帽擦过管壁

时，积灰扑簌簌落进衣领，他却浑然不觉，指

尖如雷达般扫过管道焊缝。

“停！这里有‘咬痕’！”他突然定格在水

冷壁前，手电筒光束精准锁定管壁上的针尖

凹痕。“四管泄漏就像血管破口，等肉眼看见

‘血’，锅炉早‘休克’了。”周敏掏出测厚仪，屏

幕跳出“壁厚减薄 0.2毫米”红色预警。

这 样 的“ 管 道 体 检 ”，每 天 要 检 查 500
根。从 0.5米高的积灰迷宫到 50米悬空的炉

膛顶部，5033根管道都是周敏和同事的“重点

病人”。去年大暑，为了按时完成检修任务，

周敏和同事在 40℃的炉膛里连续奋战 10 小

时。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抹了把混着煤灰的

脸：“听着锅炉‘轰轰’转，比吹空调还得劲。”

15 时，脚手架上突然传来喊声。周敏举

着内窥镜，屏幕里省煤器弯头处的阴影像一

块顽固的污渍。“角度太刁，常规探头进不

去。”周敏转着扳手若有所思，突然眼睛一亮：

“把探头改成‘直角肩’。”20分钟后，特制的 L
型探头果然拐过死角，清晰“揪出”3 毫米深

的腐蚀坑。

在这个“80 后掌舵、90 后冲锋”的班组，

创新永远是最燃的燃料：他们把反光镜掰成

波浪形，让光线学会“拐弯侦查”；给管道贴上

红黄绿三色标签，打造“健康档案系统”。

暮色漫进炉膛时，周敏的工作服已结出

盐花。他摸出磨损的笔记本，在“今日检查

512 根”旁画了颗星星——这个习惯，他从刚

参加工作时就开始坚持。如今本子里还夹着

一片泛黄的管壁，那是他独立发现的第一个

磨损点，像枚微型勋章。

“点检长，你看这个焊口的纹路。”同事的

声音打断了周敏的回忆。周敏举着探伤仪，

小心翼翼地给管道做“CT”。炉膛外的夕阳

爬上他们的肩膀，将两个沾满煤灰的身影投

在锅炉壁——一个微微驼背，一个腰背挺直，

却同样透着股子认真劲儿。当最后一组数据

记录完毕，他们摘下防尘口罩，露出被煤灰勾

勒的“烟熏妆”，相视一笑时，牙齿白得发亮。

周道彬

晨曦初露，当 6点钟的阳光透过薄雾，洒

在繁忙的工地时，江苏盐城大丰港项目总工

黄继成已头戴安全帽、手执施工图站在项目

部门前。

“今天 3号基坑的土方开挖，必须严格按

照方案进行分级放坡；钢筋绑扎班组要注意，

间距偏差不得超过 5 毫米。”在晨会上，黄继

成依据《专项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逐条进

行安全技术交底，他的笔记本首页醒目印有

《安全生产十大禁令》，这是他每次交底前的

必备课。

戴上测距仪，揣上记录本，黄继成开始了

每日 4 万步的巡查。目光扫过现场：限位器

是否失效？脚手架连墙件是否缺失？混凝土

试块养护室的温湿度是否达标？在综合信号

楼的支模架前，他蹲下身，用测距仪反复测量

立杆间距——“121 厘米，超方案设计值，立

即调整”。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他就像施工

现场的“行走规范”：用激光测距仪核对轴线

偏差，靠回弹仪判断混凝土强度。一本本《施

工日志》中记录了满满的实测数据，一张张整

改通知单标注了隐患的坐标。

午后，暴雨突至，正在开挖的基坑面临积

水风险。“启动应急预案！抽水机组就位，覆

盖薄膜保护浇筑面！”他一边盯着天气预警，

一边对照《雨季施工方案》调配资源。两小时

后，雨势渐歇，他立刻带领技术人员穿着满是

泥浆的雨靴冲进作业面，俯身检查钢筋有无

锈蚀、模板是否变形，直到确认完全符合规范

标准才长舒一口气。

这样的“较真”贯穿每一道工序。他像精

密齿轮般卡在施工链条上：钢筋隐蔽验收时，

他会举着规范手册逐根清点；管道焊接时，他

会带着焊接工艺卡现场抽查；午休时，他仍在

核查材料合格证与复试报告。“标准不会因为

天黑下雨打折扣。”他常说。

夜色中，项目部的灯依然亮着，晚总结会

上，他正在总结当天的现场状况：吊机司机操

作证到期预警、灌浆料流动性不达标的原因

分析……每个问题都是对规范标准的追溯和

作业指导书的优化。

“今天发现支模架验收流程存在盲区，建

议增加二维码扫码签验环节。”新入职的技术

员小陈提出创新方案，他赞许点头，随即翻开

《工作笔记》：“改进必须基于既有制度框架，

明天我们先走变更审批流程。”

从晨光熹微到星斗满天，他的每一天，是

数千次对标规范的执着，是“差一毫米也不

行”的坚守，更是对“遵章守纪，按标作业”职

业信仰的生动诠释。

“标准不会因为天黑下雨打折扣”

这个挂篮施工班组人人有绝活
本报记者 刘静 本报通讯员 赵纯杰 张森

在平漯周高铁的建设版图中，全长 19.1 公里的舞漯特大

桥跨越许信高速、宁洛高速、漯舞铁路、唐江河、澧河，在这宏

大的工程画卷里，有一个特别的群体——中铁十五局跨澧河

连续梁施工班组，他们如同精密仪器中的齿轮，默契协作，用

各自的绝活，为大桥的建设保驾护航。

这支成立于 2024 年 7月的挂篮施工班组，18 名成员个个

身怀绝技。37 岁的班组长吴亭亭安全帽上常年别着三支不

同颜色的记号笔。红色标注隐患点位，醒目警示；蓝色标记整

改时限，明确任务；绿色确认验收成果，闭环管理。通过这样

直观的方式，复杂的工程管理变得清晰明了。

在班组管理中，吴亭亭有许多“绝活”，他创新构建“三维

网格”管理体系，借助云端实现物料追溯、工艺参数、验收记录

的高效管理。独创的“五维考评法”，将班组成员的技能水平、

质量意识、安全行为、创新贡献、协作能力纳入动态积分。在

高空交叉作业中，他将高空坠物、机械伤害等风险转化为 32
套标准化处置预案，还发起“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充分调动

班组员工的安全意识。

33岁的张阳阳蹲在弧形翼缘板旁，手中的木楔敲出均匀

的“咚咚”声。作为班组里最年轻的木工，他的手掌布满老茧，

却能仅凭指尖触摸分辨出 0.2 毫米的模板错台。在挂篮悬臂

浇筑的关键环节，张阳阳的“预变形魔法”更是让人津津乐道。

他会根据当日气温、混凝土坍落度，在模板拼接时故意预留

3毫米的“反拱”，当1200吨混凝土的重压落下，模板的回弹曲线

恰好与设计线形重合。这个曾跟着父亲学做榫卯家具的安徽汉

子，如今在百米高空，用传统木作技艺破解着现代工程的难题。

44 岁的肖会明站在挂篮边缘，背靠着晃动的防护栏杆，

手中的扎钩如指挥棒般划过钢筋网格。直径 32 毫米的螺纹

钢在他手中，勾、挑、拧，3 秒钟就能完成一个钢筋节点的绑

扎。他和工友们自创的“三点定位法”，让每根钢筋相互支撑，

形成三角结构，即便面对 6级大风，钢筋位置依旧稳固。

“听声辨位法”更是一绝，通过敲击钢筋连接套筒发出的声

音，能精准判断连接紧密度。在舞漯特大桥跨澧河连续梁挂篮

施工中，团队单日完成 160个钢筋接头，合格率达 99.98%。

这群“钢铁裁缝”，让每个螺栓、每道焊缝都承载起中国高

铁的重量。

今年 6 月是第 24 个全国“安全生产
月”，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
头西车辆段提前部署安排，围绕“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
题，组织职工加强现场排查力度，对数控镗
床、数控车轴车床和数控成型磨床等精密
设备进行重点检查。 刘泊廷 王成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