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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采煤机两个滚筒，全部修复要使用 400多公斤气保焊丝，总长度约为 44公里

焊丝上的“马拉松”

给冰激凌“照X光”

陈海朗

4月 8日，在中煤新集设备维修公司一矿

综修车间铆焊班，闪闪的弧光像节日的烟花

一般此起彼伏。烟尘净化器宛如一只只巨

兽，伸着长长的脖子，将焊接产生的烟雾一股

脑地吞进肚子里。

在厂房安全通道西侧，曹孟汉和胡敬波

两位技师正密切配合，精心焊接着采煤机滚

筒齿座。他们细心测量确定齿座的大致位

置，用点焊初步固定，然后反复微调齿座间的

距离与角度，并不时拿出纸笔记录、计算着。

已经焊好的齿座焊缝均匀而光滑，一层压着

一层，就像小鱼的鳞片。

趁着喝水的空当，健谈的曹孟汉打开了

话匣子。“我们现在修复的这个采煤机滚筒是

在 2040型采煤机上使用的。在井下，煤机用

摇臂带动滚筒切割煤壁采煤。采煤过程中，

煤壁和矸石的反作用力会造成滚筒截齿和齿

座变形、撕裂、磨损，在检修时就要对这些齿

座进行更换。”

滚筒修复过程中，检修人员既面临技术

挑战，又有巨大的劳动付出。

在焊接齿座前，首先要将损坏的齿座从

滚筒上用割炬切割下来，这需要足够的细心

与耐心，不仅要将原来的齿座清理干净，还不

能损伤滚筒和邻近齿座。由于齿座分布在各

个位置，切割时有时要蹲着、有时要站着，最

难受的姿势莫过于弯腰或是半蹲。为保持割

炬火焰的平稳，切割时要屏住呼吸，长时间保

持着一个姿势，其难度可想而知。

滚筒上每个齿座的角度几乎都不相同，

必须严格对照图纸要求逐一确定具体位置并

初步固定。这也是一项细活，检修人员不仅

要具备绣花的耐心，还要具备绣花的细心与

技术。一方面定位要精准，另一方面齿座的

角度和高低同样不能有偏差，否则就会影响

到后期的使用效果和滚筒寿命。焊接中还要

考虑高温变形、应力等诸多因素，必须打好提

前量。因此，在滚筒修复工作上，没有多年的

“摸、爬、滚、打”是难以胜任的。

曹孟汉讲了个小插曲。在一次滚筒验

收时，使用单位验收人员反映说齿座焊接不

合格，要求检修人员立即到现场。一听有质

量问题，他二话没说便去了。到现场后，验

收人员指着截齿质问：“为什么齿座有的挤

得很紧、有的很松，而且朝什么方向的都有，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曹孟汉一听哭笑不

得 ，心 想 这 真 是“ 秀 才 遇 到 兵 ，有 理 说 不

清”。后来，技术人员对照图纸逐一量给验

收人员看，每一个焊接的齿座误差没有超过

1 毫米的，完全符合标准。验收人员尴尬地

笑了。

由于齿座分布没有规律，焊接只能靠手

工操作完成，这就要求焊接人员要有过硬的

焊接技术。每个齿座的焊接必须一气呵成，

才能更好地保证焊接质量与美观度。

该型号滚筒直径 2.5 米，共有 70 多颗齿

座，全部修复要使用 200多公斤气保焊丝，总

长度约为 22000 米，即 22 公里。一台采煤机

两个滚筒就是 44公里，这就相当于让焊丝跑

了一个马拉松，还多两公里。

据了解，购买一套这样的新滚筒需要 50
万元。正是铆焊班职工的辛苦付出，为企业

降低了成本，“抠”出了经济效益。

智能化引发学习热

汪为琳

伴随着智能化矿山的加速建设，铜陵有色冬瓜山铜

矿正悄然掀起一股与智能化息息相关的学习热潮。

深井影像探测是一项涵盖电脑操作与数码成像的技

术活，面对新配备的深井影像探测仪，大伙不敢轻易上

手。原先进行充填钻孔检测，需要区领导出面求助矿相

关技术部门来完成。为了尽快掌握这项网络新技术，充

填班职工展开影像调试、数据采集等技术攻关。通过一

步步演示、一项项操作和一组组数据记录，终于掌握了正

确读取显示器参数、有效校正视频成像等技术，现已成功

对井下负 280米、负 730米等中段的主充填钻孔进行影像

探测，大伙称之为钻孔检测“云技术”。

“智能化矿山建设需要掌握更多自动化与数字化方

面的知识。”充填维修班高级焊工技师周洪深有感悟地

说，“过去维修焊接设备只需保证焊接点的质量不出问

题，现如今不仅要事前分析管线材质、焊接条件等事项，

还要密切掌握每一套管线走向、对应采场分布等信息，同

步绘制出新修复管线铺设图。”好学的周洪掌握了一款手

机绘图软件，每次完成焊接任务，他还要将新修复管线与

对应采场分布图上传到“职工微信群”，让作业人员对错

综复杂的管线一目了然，避免充填误操作。

“智能化矿山不能‘坐享其成’，只有掌握相关技术，

才能不断在实践中体现矿山智能化的优越性。”井下充填

工小王对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和遥感控制运行产生浓厚

兴趣，打算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一学。

这里“只闻声不见人”

高飞 尤朝发

“只闻机械声，不见驾驶人。”4 月 11 日，鞍钢集团攀

钢西昌钢钒板材厂酸轧后库的 6 台大型天车嗡嗡作响，

开启“无人驾驶”新模式，整个现场看不见一名工人。这

是西昌钢钒公司首例成功投运的无人驾驶天车和库区智

能管理系统。

此前，该公司没有天车无人化运行案例，板材厂信息

化工程技术人员会同施工方人员，通过调研选型决定在

酸轧后库推进智能化改造工作。他们针对酸轧后库 6台

由人工操作的天车，在冷轧卷入库、上料、出库操作过程

中存在收发错误和人工找料时间长等缺陷，采用行车位

置跟踪、天车防碰撞技术，与冷轧生产执行（MES）系统

和冷轧产线一、二级系统衔接，打通了工厂内部、外部物

流和信息流，有效提高天车作业效率。通过新建酸轧后

库智能管理系统，改造配套设备设施，使原料钢卷收料、

上料等工作流程实现无人化、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酸

轧后库达到智能化管理。

“无人天车、智能钢卷库晚上可关灯作业，为厂里实

现‘黑灯工厂’建设打下基础。”该厂设备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板材厂将坚持“综合集成、融合创新”思路，通过信息

化平台达到集控、操控一体化管理，实现安全、生产、设

备、绩效全信息联动，为生产运营提供大数据支撑。

4月7日，位于冀东油田南堡1号人工
岛附近的南堡 1-3 导管架平台正在进行
修井作业，春潮涌动中，修井机的轰鸣声在
大海中回荡。

入春以来，海上油气生产也迎来了黄
金季节。作为南堡作业区原油上产的主力
平台，南堡1-3导管架平台也开启了自投
产以来的第一次海上油井措施增油作业。
这是一座无人值守海上采油平台，由南堡
作业区终端一号岛中控室负责管理。针对
春季海上风大的特点，一号岛中控室管理
人员及时做好风暴潮、大雾等恶劣天气的
预报预警。同时，中控人员严格落实《无人
值守管理规定》，每两小时进行一次远程巡
检。截止到4月15日，南堡1-3导管架平
台已实现无人值守安全生产运行371天。

杨军 王翔 温雪婷 摄

无人值守平台生产忙

徐祥涵

“以前我担任分厂车间主任时，车间里有

车工班、铣工班、钳工班，工种复杂，人员分

散。公司实行扁平化集中管理后，我管理分

厂所有铣工作业人员和设备，班组开展工作

更加专业化了。”这是中国兵器江南工业集团

机加二分厂新上任的铣工班专职班长惠晓文

对公司新管理模式的描述。

为强化班组安全责任，提高班组工作效

率，今年 1月，江南工业集团实施班组扁平化

集中管理模式。将分厂、车间、班组三级管理

压缩为分厂、班组两级管理。对不同车间、

相同工种的班组进行合并，将 97个班组重组

为 36 个大班组。根据作业顺序重新划分班

组工作区域，按照班组建制对设备进行集中

摆放。

“以前在机关负责工艺技术，理论知识扎

实，现在作为班组质量员，更多的是到现场。”

谈到自己的岗位变化，新任铣工班质量员秦

明富说道。除了新任班长从车间主任选拔以

外，还有班组的质量员、安全员、现场管理员

也会从分厂机关的工艺技术员、生产调度员

中选拔。

如今的班组大变样——生产操作人员不

再担任班组管理岗位，他们可以专心完成加

工任务。由专职班长负责安排全班事务，专

职质量员、安全员、现场管理员分别负责班组

的首件两件、工艺纪律检查、产品质量异常处

置、安全生产、五品四数等各项班组基础管理

工作。

管理层级过多会导致信息传递力减弱；

人员结构不合理会导致机关管理和后勤人员

比例偏高；车间工种人员庞杂，则不利于专业

对口管理。而实行扁平化集中管理后，机构

和岗位的调整使得企业逐步形成“大基层、小

机关”的管控模式，强化管理末梢责任落实。

班组设备集中布局调整后，生产效率得

到提高，减少了产品转运时间。各班组在安

全责任区上划分得更加清晰，班组长能更好

掌握安全生产动态，提升了员工的责任心，加

强了班组安全管控力度。

“撤销车间层级、班组分类整合、设备集

中摆放，这一系列措施使班组工作更高效。”

说起扁平化集中管理，有班组成员说。

如今，江南工业集团已经完全实现扁平

化集中管理，方案落地成效明显，专业职能不

断凸显，岗位职责更加清晰，信息反馈效率提

升。将分厂部分管理及技术人员下沉到班

组，使得基层技术队伍力量得到了大幅增强，

有效推动一线管理人员结构完善。

将分厂、车间、班组三级管理压缩为分厂、班组两级管理，对不同车间、相同工种的班组进行合并

扁平化管理使班组工作更高效

在全球冰激凌行业首家“灯塔工厂”——和路雪太仓工
厂，人工智能视觉识别系统已经大量运用于该工厂的产品质
量检测环节。同时，为保证食品安全，所有产线均安装有高
精度金属异物检测设备，能够实现 100%在线检查并自动剔
除。图为3月22日，一台金属检测设备正在对即将装箱的冰
激凌“照X光”，用于保证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 蒋菡 摄

认真对待每个细节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实习生 王文涵

“中控操作时必须一人操作一人监护，大家要及时发

现设备隐患，防止粉尘积聚发生自燃。”在新疆广汇清洁

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备煤车间安全管理例会上，备煤四班

班长王少华正向组员进行安全提醒，这是该班组一周一

次的“规定动作”。

备煤车间是该企业七大生产车间之一，负责整个清

洁炼化公司的原料煤储存、筛分和调配工作，作为公司的

重要生产供应车间，承担着为全厂提供稳定煤源的重要

使命。今年 4月，该车间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螺旋给料机技改已运行 13个月，设备未发生一次故

障，备件消耗为零；干燥机设备技改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

和检维修成本。备煤车间积极参与技改项目，在帮助企

业降本增效、创新转型方面走在前列，并获得多项专利。

“认真对待操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力争做先锋。”备煤

一班副班长马向平表示，班组一直坚持提高员工业务技

能水平，不断调动员工安全生产积极性。除了积极参与

公司组织的各类培训学习活动，班组还采取培考结合的

方式，在班组开展班组小课、技能分享、技术比武和岗位

练兵等活动，提高工人实操能力。

邱高军 安慧翔

4 月 1 日 17 时，天空中渐渐显露出落日

的余晖，三江侗乡，群山掩映。两辆载着 15
名柳州工务段路桥集中修作业人员及工机具

的工务工程“大黄”车缓缓停在焦柳线雷岺一

号隧道旁。

作业负责人高权是一位在铁路桥梁与隧

道专业从事养修工作 30 余年的老工长。在

群山环绕的空地上，他对作业队员们最后一

次强调今天上线作业后的注意事项；“今天，

我们要在焦柳线雷岺一号隧道打出 10 个泄

水孔，有 3 个必须：第一，水钻操作手必须戴

安全帽脱手套作业；第二，水钻必须要打进山

体岩层；第三，所有人必须注意人员和作业工

具之间的安全距离！”

随着汛期的到来，柳州工务段精心筹备，

积极组织管内各线、桥车间切实开展防洪防

汛检修工作，抽调各路桥车间精干力量开展

焦柳线防洪防汛集中维修工作，确保桥梁、隧

道等铁路重点“咽喉”要道结构与设备稳定，

保障汛期行车安全畅通。

在漆黑的隧道里，柳州路桥维修工区青

工梁阐娴熟地抬起水钻底座抵在离地约 80
厘米的洞壁上，一锤一锤将底座上的膨胀螺

丝牢牢地打进钢筋混凝土的衬砌内，工友王

林则默契地将水钻钻头卡进底座地导轨上。

“我觉得打泄水孔作业很像中医里的针

灸。”梁阐看着组装好的高压水钻不禁调侃

道。“比喻得很形象，我们就是要像中医一样

打破洞壁内外压力差，将隧道内的‘湿气’汇

聚一点流出来。”在他身后的融安路桥车间主

任李扬锋道。

头戴安全帽的梁阐操作着高压水钻打入

隧道钢筋混凝土衬砌后的原始山体，随着钻

头与隧道洞壁的高速旋转摩擦，不断有黄白

色的泥水从水钻周身的缝隙涌出，汇聚到下

方的排水沟。“还要再打深，现在还是黄色的

泥水，等渗出的水是黑色就说明打进山体了，

那种泄水孔才有用。”师傅高权在他身后指导

着，师徒之间的“衣钵传承”在这场路桥集中

修中不知不觉地进行着。

“雨水一多，山体暗河活动情况难测，我

们的工作非常重要，要正确标记出每处直连

水脉的穴位。”在距打泄水孔作业现场十余米

的隧道深处，柳州路桥车间书记韦明吉正带

着工长万豪杰沿着隧道洞身的湿润面探寻山

体隐藏的“水脉”，为明后天的泄水孔钻眼提

前“定穴”。

集中修期间，这群为隧道“祛湿”的“中

医”将走遍焦柳线上的每一座铁路隧道。

为桥隧“祛湿”

张玉香

“哎，师傅，把你那安全帽带重新系一

下。”4 月 10 日上午，在沧州炼化炼油一部硫

黄装置防雨棚更换项目施工现场，安全工程

师刘亚囡在地面看到二层平台一名施工人员

安全帽带松了，立刻冲上前大声喊了一嗓子。

从事安全管理工作这四五年，刘亚囡发

现一着急自己的嗓门就拔高几个调。

2 月份，炼油一部气分装置更换空冷管

束，刘亚囡负责现场安全管理。施工项目涉

及动火、受限空间、高处、吊装等多种作业，存

在交叉作业风险。动火点在三层平台，周围

的空冷和下部的塔器管线内都是液化气，任

何一点火花飞溅都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在运行的液化气装置区内开展动火作业

要承担多大的安全风险，刘亚囡非常清楚。

为此，开工前她提出了把施工区域用防火布

全部包围的隔离措施，没想到却被施工人员

认为是小题大做。刘亚囡一下急了：“你能确

定你一丁点的火星都不会外溅？干工作是挣

钱养家的，不是用来玩命的。”经她一再坚持，

施工区域被严丝合缝装到“套子”里。刘亚囡

还不放心，每天催着运行部工艺管理员用便

携式报警仪检测作业区域周围密封点，确认

现场无任何泄漏才让开展作业。

施工的 1个月内，刘亚囡每天泡在现场，

与多个施工队沟通，为各工种施工作业排

序，严防交叉作业。同时做好安全检查，检

查脚手架搭设是否规范、检查内外报警仪是

否都放置、检查监护人是否履职等。三层平

台一趟趟上来下去，一遍遍确认各项安全措

施，磨破嘴皮和施工人员强调安全注意事

项，生怕有什么疏漏。这项高风险作业最终

顺利完工。

干安全注定操心多。去年冬天，炼油一

部 G134施工，因涉及高处、受限空间、特级动

火等多种作业，在近 3 个月全年最冷的施工

期内，刘亚囡和炼油一部其他两名安全管理

人员一起，全程盯守作业现场，一遍遍和监护

人强调安全注意事项，愣是把受限空间内动

火的高风险作业打造成公司现场施工作业的

安全标杆。

炼油一部生产装置最多，施工作业量最

大，最多时每天能开出 30多张作业票。为确

保施工人员工作时长，刘亚囡每天 7 点多就

到单位签票，录入每名施工人员安全交底情

况。白天，要开展安全检查，还要录入安全管

理档案数据。晚上，要为高风险作业做 JSA
分析，次日如果有受限空间作业，还要安排采

样分析。对于刘亚囡来说，每天的工作时长

是 12个小时起步。

“亚囡干工作一点不含糊。”在炼油一部

安全总监李世祥眼里，刘亚囡敢于“强势执

法”，干细活也比较认真，她在现场管安全，大

家心里踏实。

一点不含糊
班组之星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