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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曲轴智能制造班组通过全员创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小小“智能团”也能释放大能量

班组现场G

毫厘之间“镗”向世界

邹明强 单建云

4 月 28 日，在面 23-6-X5CZ 井施工现

场，一个身穿红工装、头戴红色安全帽、佩戴

黄色监护袖标的年轻人正在忙碌，精心落实

每一项防护措施，对施工现场工序进行安全

检查。

他就是龚伟，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巡检

三站副站长。

“李师傅，请戴好安全帽，天再热也要穿

戴好劳保用品。”“老刘，你距离设备太近了，

当心机械伤害……”每天在现场，同事们听到

最多的就是他的唠叨。

自 2022 年厂管班站运行模式实行后，龚

伟时刻把巡检站安全责任扛在肩上。他每天

仔细了解现场的施工内容和施工工序，对危

险性较大的施工如起重作业、沟下作业等进

行重点监控。大到工程主体施工，小到工器

具的安全检查、员工的劳保穿戴，甚至员工的

衣食住行，都在他的监管范围内。

用龚伟的话说，“少了问题，自然多了平

安。”

今年 1月，为积极应对极寒风雪天气，他

提前组织员工对 6台露天在用设备运行情况

及 3 台备用设备放空防冻情况全面排查，同

时对露天重点设备、重点部位压变仪器防冻

失效保温情况进行排查整改，确保生产集输

运行正常；停雪后第一时间清理积雪，确保春

节期间生产集输安全平稳运行。

有着 17年工龄的老党员龚伟，关键时刻

始终带头冲锋在前。

去年 6 月，省道辛沙路路面铺设工程已

全面展开，施工项目涉及巡检三站所辖 8 条

管线。针对本次大型施工现场监护点多、线

长、面广的复杂情况，龚伟带领员工严格执行

地面施工全天候盯守制度，确保地面施工全

过程盯守。每天 6 点至 19 点不间断巡视，确

保危险点无遗漏。他及时跟施工方沟通，掌

握施工动态信息，采取张贴警示标志等有效

措施降低施工误挖误撞管线风险，做到“施工

不结束，蹲守不撤离”。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田晓军

7 时 30 分，晨会过后，上早班的 4 名成员

与 3 名晚班同事完成交接，迅速投入岗位。

镗床班组组长刘鹏跨上长 5.5 米、宽 4.5 米的

工作台，对内径 3.4米的大型阀门进行镗孔加

工。安装镗孔专用刀具，并通过数控系统快

速编程、定位、试切、测量、进刀、切削……整

套工序一气呵成。

在重达百吨的落地镗铣床前，人虽显得

渺小，却是机器的“大脑”。组员们心手合一、

精雕细琢、相互配合，不一会儿，一件大型阀

门零件便加工完成。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是我国高端

大型阀门制造基地，产品重量动辄百吨以上，

且每套阀门设备都是根据不同工程项目的不

同工况条件单独设计，加工制造难度可想而

知。其中对机加工精度特别是阀轴孔镗孔精

度要求极其严苛，是整个加工过程中保证产

品性能和质量的关键工序。

镗床班组的 7名成员不仅是这道工序的

“把关人”，也是“闯关人”。

2021年初，公司承制坦桑尼亚朱利诺（东

方电气）DN6350蝶阀项目，该项目是迄今为止

全国最大口径的水轮机进水蝶阀，产品重 500
吨，内孔直径超过 6.35米，需镗加工内径 1.37
米的阀轴孔，同轴度误差不能超过0.05毫米。

产品加工难度大、精度高、生产任务紧，

很多工艺要求超出成员们的加工经验范围，

特别是蝶板轴端传递力矩的剪切套沉孔及台

阶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用之前的常规单刀

镗孔加工方法，效果并不理想。

为此，镗床班组成立联合攻关组，认真分

析 DN6350 蝶阀的结构特点，一遍遍研究图

纸，一次次试验刀具。经过近一周的工艺攻

关，团队创新采用圆弧插补的铣削方式，使用

直径 35毫米、长度 260毫米的专用铣刀，完美

解决了沉孔内表面粗糙度的问题。

为了不耽误工期，大年三十，班组人员吃完

年夜饭就匆匆赶回厂里。组长刘鹏是荆门人，

十几年来与家人两地分居。因职责所在，他在

和家人匆匆相聚后，又返回荆州，投入到生产

中。历经两个寒暑，产品终于成功走出国门。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制造公司总

经理李季说，如同镗孔加工本身一样，镗工需

善用巧力，不断打磨，才能成为凿开铜墙铁壁

的“利刃”。

据了解，该班组经手的近千套大型阀门

产品已从荆江之畔走向东南亚、西亚、欧洲、

南美、非洲等地。

夏富青 荚锋

“这次的轮值安全员由雍长安担任。”5 月 6 日，在安

徽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维修班的班前会上，班

长文辉话音刚落，便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就他那样还担任轮值安全员。”“咱们班就他安全意

识最差，看他怎么管别人。”面对众人的嘲笑，雍长安脸色

通红，尴尬回应：“轮值安全员我可干不了，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多修修设备。”文辉坚定地回应：“这是我们班组

长集体决定的，可是要考核的。”雍长安无奈，只好硬着头

皮答应。

雍长安是该班的一名骨干维修工，能吃苦，肯钻研，

可就是安全意识不太强，工作中小碰小伤偶有发生，为此

没少挨文辉批评。雍长安却总是满不在乎：“干维修哪有

不磕磕碰碰的。”为了帮助雍长安提高安全意识，文辉可

是费尽心思。

在负 790 米维修间，雍长安对正在工作的赵健说：

“地上的油怎么没清理干净？人走在上面有滑倒的风

险，不安全。”“这油可是你昨天修举升缸时淌下来的，昨

天我看你不也在上面走吗？怎么今天就不安全啦？”一

句反驳说得雍长安无言以对，只好拿起纱布将地上的油

清理干净。

而在负 850 米维修大库，看到杨锐维修铲车时随意

将维修工具放在铲车顶，雍长安心虚地提醒：“维修工具

这样随意放，万一掉下来容易伤人，最好摆放整齐。”“你

也知道这样不安全啊！平时经常看你这样随意放工具，

文班长说你多次也没见你改，正人先正己吧！”面对杨锐

的反驳，雍长安红了脸，心中有所触动。

临近下班时，雍长安看到一向严谨注重安全的文辉

竟然不规范地戴着矿帽来找自己，羞愧地说：“文班长，今

天看到的几处安全隐患就像一面镜子，让我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谢谢你的良苦用心。”

文辉将雍长安的矿帽重新佩戴好，语重心长地说:
“是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往往能造成大的安全事

故，所以安全无小事，以前经常批评你，你总是无所谓，希

望这次能真正让你提高安全意识。”一番话让雍长安连连

点头。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走进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曲轴智

能制造事业部，机器轰鸣声均匀有力，一条条

智能化生产线一字排开，工人们在岗位上紧

张有序地忙碌着。

“五一”前夕,该公司曲轴智能制造班组

获评 2024 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这支由平均

年龄 35 岁的 15 名职工组成的队伍是该公司

的核心生产班组之一，也是智能制造的标杆

典范。

锚定“智造”

“对上一个班发现的问题要多注意，安全

和质量问题一点马虎不得……”5 月 3 日一

早，曲轴智能制造班组副组长卫红建早早来

到车间，进行交接班工作。

作为班组的“元老”，卫红建已经在一线

耕耘了 30多年。

“我刚进厂那会儿，近 100名工人守着一

条生产线，每人在一台机床上进行手工操作，

速度慢、精度低、浪费多。”卫红建说，那时，

“精加工”“智能化”就成为他的梦想。

2020 年 10 月，公司大力推动智能化改

造，卫红建敏锐地意识到自动化、信息化和智

能化将给传统制造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他抢抓机遇，积极学习相关知识，成了

公司智能制造的领头雁。

与此同时，经过天润工业工匠学院的系

统培训，公司优中选优，选拔了一批年轻人组

建智能制造班组。

这是一个剑指高端、锚定“智造”的团队。

目前，班组全线智能化率达到了 96.77%，

并通过实时监控系统，全面实现了对生产流

程、设备状态以及产品质量等各环节的精准

把控。

智能化改造成效显著——班组全员劳动

生产率突破性地达到 380 万元/人，超全国平

均标准 23 倍，班组人员优化为“7+7+1”人员

配备，人员虽然较之前精简 70％，产能却较

此前提升了 65％。

盯准质量

一个曲轴从原料到成品需要经过钢坯、锻

造、毛坯、加工等步骤，其中，智能制造班组负

责加工环节。一块毛坯经过班组的操作、总

检、包装等工序，加工成乘用车曲轴、轻型曲

轴、中重型曲轴等不同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一个零件加工成产品需要近 30道工序，

量的是精度，看的是质量，比的是细心。

在生产轻型曲轴产品时，班组成员邓景

元偶然发现数控机床的刀具磨损变大、工件

的质量状态变粗等异常情况。

“组长，看一下这个刀具，出故障了。”发

现异常后，邓景元立刻叫来卫红建一起进行

故障判断。卫红建通过“望闻问切”，查找刀

具磨损点，并采取更换刀具、首件加工测量的

方法确定产品的精度。故障排除后，为班组

节省一小时生产时间。

这样大大小小的故障，需要的是高度的

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细心。

与邓景元一样，将细心贯彻到底的还有

张旭胜。他是班组的包装工人，直接面向订

单企业，把控产品外观质量成了他心中绷紧

的弦。

2022 年，由于人员变动，张旭胜临危受

命由操作工转岗为包装工，负责产品的外观

检查工作。

包装环节被称为“质量的最后一公里”，

一边对接总检，一边面向企业，考验细心和耐

心。清洗、擦水花、连杆顶塞规测量、丝孔外

观检查……每天近百件产品，张旭胜重复完

成每个环节，一干就是 700多天。

长年累月的包装，让张旭胜手上出现了

厚厚的茧，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两年来，

张旭胜经手的产品无一出现问题。

改进技术

在公司的宣传栏上，清晰地列出了第三

主业布局，其中，科技创新被摆在了首位，也

成为曲轴智能制造班组制胜的法宝。

在公司的众多智能化班组中，曲轴智能

制造班组的人均劳动生产率遥遥领先。

相同的设备和自动化程度下，如何使得

效率再提升？

智能制造班组组长刘砚达给出了答案：

技术改进。班组每月提出 15条改进意见，形

成了技改上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

劳动生产率。

此前，操作时顿繁出现止推侧面工层台

与精铣主轴工序不符，造成返工返修甚至废品

的问题。刘砚达和组员们进行头脑风暴，集思

广益锁定症结。

“经过一周的讨论研究，后续我们采用止

推侧面前道工序不加工，直接在精车工序时

一次成型的方法。”刘砚达介绍，改进后，加工

产品合格率大大提高。

尝到技术改进带来的甜头，智能制造班

组不断选树先进典型，鼓励技术改造。班组

职工深入推进导师带徒、结对帮带等多元培

养模式，采取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多种

方式，因材施教，激发每一位员工的潜能。他

们还推广“师傅传承大讲堂”和“工匠人才大

讲堂”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模式，实行“师傅”与

“徒弟”双向选择机制，有效推动了绝技绝活

的传承和发展。同时，班组职工积极参与工

匠学院组织的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个人技能

水平不断提高。

20余名中高级工，两名威海工匠，1名威

海市首席技师，4 名威海市文登区名师……

天 润 工 业 智 能 制 造 班 组 人 才 辈 出 ，他 们

正 以 不 辍 的 匠 心 意 气 风 发 地 走 在 创 新 之

路上。

阅 读 提 示

镜子

班组长“上大学”

未雨绸缪

“五一”前夕,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曲轴智能制造班组获评 2024年全国工人先

锋号。这支由平均年龄 35岁的 15名职工组成的队伍是该公司的核心生产班组之一，也是

智能制造的标杆典范。

中国石化扬子石化水厂未雨绸缪，制
定三级防汛应急预案，及时做好装置雨排
疏通，排查污水处理装置隐患，从人员、物
资、操作上筑牢防汛“安全堤”。图为5月
7日，该厂装置员工对污水泵进行检查维
护。 李树鹏/摄 门圣卿/文

少了问题，多了平安

李继峰 李海涛

中煤三建朝源煤矿综采队检修班被评为

一季度的金牌班组。全班 24名组员，个个能

征善战，拥有绝活绝技。在干好检修之余，每

班割上几刀煤，工程质量也顶呱呱。

走进这个班组，你会发现一个暖心的细

节。“王飞龙师傅、张磊师傅、冯刘江师傅……”

班长陈伟点名时，后面都加上了“师傅”这个后

缀。

“加个‘师傅’，看似平常，却带着对职工

的敬重！”前段时间，陈伟的一次尝试在班组

群里得到了工友的点赞。此后这个做法在检

修班就延续下来了。当班长已有 7 个年头，

陈伟做职工的思想工作有自己独特的思路。

也积累了不少“带兵小窍门”。

班里曾发生一起“点名风波”，引发了陈

伟的深刻思考。

“我们的一名见习班长，在点到一个老工

人的名字时没有带姓，直呼其名。那名师傅

就没有回答。”陈伟说。当时会场上鸦雀无

声，场面十分尴尬。陈伟见后，立马起身，代

替那位见习班长主持会议。后来，经过多次

沟通，才让那名老师傅的“火气”降下来。由

此陈伟认识到，一个小小的点名环节，把握不

好，很容易影响职工情绪。

“一声‘师傅’拉近了班组工友的关系，大

家都能感觉到班长这份真心实意的关爱。”煤

机检修工张磊说。班组里，有工作了 30多年

的老师傅，也有刚刚入队的小师傅。在这个

班集体，大家一律平等。

“尊重职工从细节做起，我们队有好传

统。”综采队队长周磊说。

在综采队，职工得到“礼遇”：上下井时，

队里提前安排车辆，等候职工；培训时，将知

识“掰碎”，易于职工吸收消化；各种劳保福

利，安排专人办理，发到职工手上；工资分配

时，邀请职工代表全过程参与……

“综采队的职工最辛苦，他们应该得到真

心全面的尊重、呵护……”生产矿长李永强语

重心长地说。

金牌班组的暖心细节

“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年纪还能上大学读书。”抚顺石化
公司石油三厂分子筛车间“王海班”班长孙建辉兴奋地说。为
进一步提升基层班组长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该公司于4月
底组织直属单位58个基层车间的64名优秀班组长到中国石
油大学进行一周的强化培训。此次培训为班组长量身打造了
一套素质能力提升课程，内容涵盖职业素养、班组管理、安全
管理等4个模块9项内容。 赵钰 杨钊 摄

廖娜

“五一”假期，中铁电气化局运管公司上海维管处徐州

维管段萧县工区的大院里传来孩子们的阵阵欢笑声。“以

前小孩们都不爱来。”工区职工崔燕彬说，“现在这里环境

好了，还有菜园、果园、秋千架，孩子们来了都很高兴！”

近年来，运管公司工会积极倡导“幸福之家”建设，力

求让员工拥有更舒心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幸福之家”怎

么建，住的人最有发言权。对此，徐州维管段进行了总动

员，以征文的形式让每位一线班组员工都畅谈自己想要

一个什么样的“家”。

“想感受大学生宿舍的感觉。”

“希望能拥有个阳光房,下雨天不用抢着收衣服了。”

在随后的改造中，徐州北工区宿舍摇身一变成了上

床下桌的大学生宿舍同款，阳光房也闪亮登场。

“幸福之家”在 179篇征文里变得具体。

工程作业队队员们一合计，基础的装修咱自己就能

干！省钱还细致。工闲时段，队员们纷纷亮出自己压箱

底的绝活。学设计专业的员工因地制宜忙设计，有装修

经验的员工搞装修。经验不够的，主动包圆了材料物品

运送、清洁等工作。人人参与，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一点一点地干，一天一天地变。最懂自己的就是自

己。一通改造下来，宿舍楼不仅完成了墙面整体的“美

白”，更是根据员工们的喜好进行了“定制”，加装了洗手

台、调整了水池位置、翻新了食堂出菜窗口等。

热情会传染。各个班组都铆足了劲，把想法变成现实。

萧县工区的房子被员工亲手画上了超大幅党建和高

铁主题墙绘，成了萧县火车站旁靓丽的风景线。院子里

大家亲手种下的花草、焊制的彩色秋千，则是这群接触网

工们送给探亲家人的专属浪漫。

幸福农场、自制棋桌、心形全家福、特色文化墙……

一个个征文里的创意在员工手中成为现实。

工区的房子各美其美。大伙共同奋斗、用心经营的点

滴融入了房子的边边角角，也牢牢地联结起了大伙的心。

“这是我离不开的家了！”作为萧县工区墙绘的主创

人员，韩刚与妻儿在墙绘前拍摄了“最美全家福”。

“从无到有，每个角落都是回忆，总忍不住要回去看看！”

调离徐州北工区后，原工长王伟时不时就回工区“探亲”。

“幸福之家”的样子

金牌班组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