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妻子妻子眼中的高坤：

他就像家里的大树，为我和孩子

们遮挡生活中的风雨。不论工作多

忙多累，他总对我和孩子笑面以对。

尽管他早出晚归，忙碌身影不断，但

他总会抽空陪伴孩子学习，为我们准

备美味早餐，默默承包了大部分家

务。他热情友善，与同事、邻居、朋友

和谐相处。他总是那么有责任心，一

旦接到电话，不论何时何地，总是第

一个冲出去解决问题。他就像一头

坚忍的骆驼，将工作和家庭扛在肩

上，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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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培中心的“米其林”大厨
■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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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煤炭企业机电专业技术人

员，把煤炭工人的辛勤付出变成美好生

活的薪酬回报，把扎实的机电管理转变

为能源安全的坚实保障，是我持续努力

的方向和不断前进的动力。树立终身学

习理念，是我的座右铭，我要时刻保持向

上的姿态，锐意进取，以一名时刻在路上

的“奔跑者”的心态，做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铁粉”与积极践行者，用智慧和勤劳

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她是个“铁娘子”，对工作充满热情

与干劲，每天与段队班组工人师傅打交

道，每周去现场查找隐患，有时加班加

点梳理标准化专项检查的验收资料，我

看在眼里，有时也心疼她。作为北疆能

源企业的双职工家庭，我们携手并肩在

各自岗位贡献光与热。她是家里的半

边天，女儿总是念叨妈妈做的糖醋排

骨。她在工作中严肃认真，在朋友眼中

热情大方。我理解支持她，希望她照顾

好自己，多注意身体。希望她在工作中

取得更多成绩，保持阳光心态，享受学

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小确幸”。

丈夫丈夫眼中的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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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技术员，我的使命是确

保设备安全运行。每当设备出现故

障，都是对我专业技能和应变能力的

检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学习新

知识，提升技能水平，应对挑战。我

坚持以创新思维解决设备管理难点，

积极引进新技术、新材料化解现场

难题，为设备优化运行提供有力支

持。我坚信，技术进步永无止境，设

备更安全、更稳定、更高效、更环保、

更智能是不懈追求。我奉行理论联

系实际，知行合一、善行而终，如此

才能达到成功目标。

■本报通讯员 郑辉阶

他以拳拳爱岗之心，奋战一线十余

载；他以娴熟精湛技术，化身港口能工巧

匠；他把责任扛在肩头，用奋斗书写担当，

刻录下奋斗的美丽剪影，描绘出奋战的动

人画面。他就是高坤，港口公司黄骅港务

一名技术员，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渤海湾

这片辽阔海域的新时代奋斗者。

苦练本领
成为一专多能的“金蓝领”

2011 年，国家能源集团招募选拔第

一批大学生村官，机电专业出身的高坤

抓住时机入职黄骅港。联想到矿业工人

的辛劳和艰苦，他犹豫过、踌躇过。当来

到黄骅港，他预想的忧虑一扫而光。

当初的黄骅港虽不具如今的规模，但

那一个个傲立堆场的“钢铁巨兽”使他震惊

不已。一排排单机、一条条皮带，那震耳欲

聋、忙而有序的场面，他从未见过。

当时，堆场扬尘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一天现场转下来，脸上汗水加煤灰，呈现

一种“沟壑纵横”的状态。“‘黑领’变‘白

领’不现实，但是打造‘金蓝领’不是梦！”

2013 年被聘为技术员的那一刻，他在心

中默念。

他潜心学程序、练技术，把每一个生

产难题转化为技术突破课题，征服一套又

一套设备，维修技术日渐精进，很快就成

为公司的“高级技师”、集团“技术能手”。

通过不懈努力，高坤练就一手“望、

闻、问、切”快速排查故障的绝活儿，成为

设备管理和故障排除屡试不爽的制胜法

宝。十多年来，他管辖的12台单机、18条

皮带等设备一直保持大修“零返工”的纪

录。他“沉湎”于流程清洁生产，提出 20

余条清洁生产合理化建议，在清扫器更

新改造、维修保养以及洗带装置的迭代

更新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今，看着同事们穿着白衬衣遥控操

作设备，再也不用走上跑下现场操作，他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看来我还是

太保守了，‘金蓝领’也能变成白领！”

务实开拓
成为自主创新的“急先锋”

“工作在港口、创新在岗位”是高坤

的座右铭。他立足工作实际，勇于创新，

推动了多项技术革新。

针对堆取料机回转平台油缸易漏油、

易失控的难题，他克服设备设计缺陷，自

主设计新型转向油缸，应用后故障率下降

90%以上；他为翻车机区域牵引车发动机

变速箱自主设计加装冷却器，解决了该类

型发动机摩擦片多年易磨损的通病，反馈

建议被厂方采纳并应用；针对取料机电气

故障频发难题，他克服设备老旧、机构部

件功能与现代港口生产不相匹配的矛盾，

重新设计接触器、优化整机电气电路，设

备故障率下降80%以上。2013年以来，他

以港口运输设备和生产装卸提质提能为

抓手，努力挖潜增效，推动公司转型升级，

先后承担23项创新技改项目，节约近300

万元维修资金。

“他很少从外部找原因，凡事‘反求

诸己’。”作为高坤的“亲密战友”，秦港项

目部的周文政最有发言权。

煤炭港口作为传统能源运输产业，

受制于行业小众，近年来革新较少，尤其

在智能化、智慧化发展上，总体进展较

慢。怎样让黄骅港达到洋山港等集装箱

港口的智能化水平，成为他日思夜想的

问题。

为此，高坤与工友们将通信技术和

计算机控制技术有机结合，通过持续攻

关和自主创新，逐步实现黄骅港翻、堆、

取、装作业全过程智能化管控，实现黄骅

港从人工作业到计算机智能管控的变

革。煤炭堆场作业区配员直接减少一半

以上，得益于设备智能化作业，有效消除

了作业过程中的人为不稳定因素，作业

效率相比于人工提升10%以上。

通过他与团队持续创新攻关，黄骅

港逐步实现煤港装卸生产全过程粉尘

的有效治理，形成“自动化监测、立体化

监控、智能化控制、精确化预警、智慧化

预测、科学化管理”的生态环境智慧管

控体系，实现了环境从感知到分析、到

预测、再到治理的全过程智慧化管理，

达到提高抑尘效率、减少用水成本、改

善生态环境的目的，促进了黄骅港可持

续发展。

基于此，2023年，高坤被借调至泉州电

厂开展设备环保节能改造。今年3月，他

又在泰州电厂进行环保设备改造的可行性

研究，“工人专家”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授业解惑
成为技术散播的“领路人”

面对自己的一身绝活儿，高坤毫无

保留地传、帮、带，并探索“培训、练兵、比

赛、晋级”“四位一体”的职业技能模式之

路，助力技术工人队伍整体技能提升。

他将 116 条生产流程、12 台装卸设

备的“病历”编制成《常见故障原因及排

除方法汇总》，在此基础上，实施“111”培

训计划，即在每年每星期都抽出一小时，

向维修人员传授维保知识。自2017年至

今，共开设 50 多堂课，培训 400 余人次。

他乐于分享自己多年积累的图纸和独特

的“望、闻、问、切”诊断技巧，并通过组织

各种晋级比赛，成功培育出大批高技能

人才，其中 5 人荣获全国青年技术能手、

集团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为公司战略

发展储备了大量高技能人才。

高坤主动承担维修车间早晚班值守

工作，公司已然成为他的半个家，一有紧

急抢修工作，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他。他经常开玩笑说：“我手机24小时都

开机，有问题请随时拨打‘高坤热线’。”

龙年春节，高坤又一次选择坚守岗位，确

保设备“零故障”运行。他说：“尽管这份

工作有些累、有些苦、也有些脏，但只要

能让煤炭顺利出港，我所做的这一切就

有了意义。”

磨 砥 刻 厉 志 如 磐 ，爱 岗 敬 业 守 初

心。高坤用坚守诠释了热爱，用过硬的

技术换来公司上下的一致认可，用时间

见证了责任与担当。

有问题请拨打“高坤热线”

人如其名，她犹如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盛

开的一朵马兰花，扎根煤矿，以勤劳善良、坚

韧不拔、向上生长的品格和作风，践行着矿山

人的责任和担当。她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

“五一”巾帼标兵，雁宝能源优秀共产党员、巾

帼建功标兵、优秀安全协管员等称号，2018

年、2021年光荣当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十

一届党代会代表。她就是雁宝能源宝日希勒

露天煤矿工务队机电专业工程师马兰。

宝日希勒露天煤矿是公司最主要的生产

单位之一，男职工达 95%以上。作为屈指可

数的“半边天”，马兰丝毫不觉得自己“不如

男”。18年来，在脏活儿、重活儿面前，她从不

懈怠。设备隐患排查现场，她在冰冷的“铁疙

瘩”前爬上爬下，厚厚的衣帽也阻挡不住零下

40 多度的严寒。西北风顺着领口、袖口一个

劲儿地钻，同行的班长老孟都不禁直打寒战。

“马总管，你说你一个女同志，天这么冷，

不在屋里眯着，跑来检查，图啥呢？”

“非说要图点啥，就图自己查得更细点，

让大家更安全些，高兴上班来，平安回家去。”

马兰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林林

总总的工作事项。诸如“安全隐患排查-电子标

识牌未及时更新”“排土场挡墙缺失，反坡不够”

“一线工人反映挖掘机作业声太大”……这“密密

麻麻”的背后，是她沉下心发现、倾听的见证。

一年 365 天，她几乎出勤在岗 300 天。在

日积月累的实践中，她总结提炼的“有疑必解

释、有问必解答、有难必解决、为工人解困、为

生产排患”五项工作法，为工作开展提供思路

指引，并被推而广之，收到实效。

为更好地胜任岗位，马兰潜心钻研机电

管理、班组建设和核算等相关知识，强化研

学新知识，注重创新方式方法，讲求工作效

果效率。根据岗位实际及班组情况，先后规

范《机电设备台账》《隐患排查清单》《班组建

设记录表》等设备报表及各种记录 20 余个，

叮嘱职工从“填好每一次日期”入手填写标

准化内页资料，做到“给了表就会填，能够按

照要求规范填写”。

如何让露天矿现场更加智能化，做到少

人则安、无人则安？这是马兰从事机电信息

化工作以来一直探索的课题。在她推动下，

将矿用无线智能电子标识牌“落户”到坑下

现场，给不断变幻的“水平高度”“道路指示”

插上了数字化、智能化翅膀。

到现场查看设备、参加安全检查、了解

矿坑下现场生产是她雷打不动的日常，马兰

起草编写班组制度、液压挖掘机作业规程、

设备操作规程等数 10 项，为安全生产提供有

效依据。她参与排查安全隐患和问题近百

个，督促整改完成率达 98%以上。

多年来，马兰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和女工

协管活动，用绵薄之力、点滴之情架起与职工

群众的连心桥。

“酒精和84消毒液不能混用，要不氯气会

跑出来，对眼睛、口腔还有鼻黏膜造成伤害。

大家在掺配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区分。如果

不小心接触了消毒液，要立即冲洗……”马兰

目光坚毅地看着大家，开展“战时培训”。

工务队党支部刚成立时，支部没有专职

党务工作者。她主动请缨承担党务工作，协

助书记开展支部党建工作，梳理和完善党支

部各项内业资料，常常加班至深夜，第二天

她又是第一个到岗。段里缺少核算员，她又

把核算工作揽了过来。按照露天矿工作要

求，她参与编制《工务队绩效管理考核办法》

《工务队工资分配方案》等多项制度。她还

兼任每月段队的材料预算、工资奖金分配等

工作，一遍遍测算、一稿稿修改。经过多年

磨练，她从当初的“一问三不知”，变成了如

今别人眼中的“老人”“总管”、多面手。

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平淡淡；没有惊人

壮举，只有波澜不惊。她犹如一棵永不凋零

的马兰花，绽放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为

能源事业增添了一抹亮眼的粉蓝色。

■本报通讯员 赵金旭 张梦琦

“都管你叫谢老转，说你有三十

六个心眼儿、七十二根转轴。你这

心眼和转轴就用在收拾破烂儿上

了？”在辽宁热力锅炉专业运行一

班，看着蹲在地上戴着花镜细致收

拾拖布的班长谢士宁，杜金光揶

揄道。

谢班长钉完拖布扶着腰慢慢

起身，手中的拖布看着很结实，他

露出满意的笑容，不紧不慢道：

“破家值万贯，多钉一把拖布多修

缮一把椅子，公司就能少一点开

销，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听过吗？

去把八米照明关上，卫生都扫完

了不用照明了。”杜金光一边听令

去关灯，一边嘴里叨叨咕咕：“要

省 你 从 大 处 省 ，省 个 十 万 八 万

的。天天跟个家庭妇女似的，日

子让你过得这个细啊，你在咱公

司有股份吧？”谢班长嘿嘿乐道：

“你这嘴赶上趿拉板了，不是嫌我

减亏治亏干的都是小活儿吗？你

把哥儿几个叫过来，我给你们上

一课，让你们知道我的心眼儿和

转轴。”

杜金光将信将疑叫来另外几

个同事围坐在谢班长身边，谢班

长问他：“上回启炉到并汽时间，

你怎么升不到规定压力和温度

呢？你不是嘴碎吗？你倒是把温

度压力说上去啊？”杜金光被揭老

底儿顿时涨红了脸：“谁知道呢？

油也投着呢，给粉机也转着呢，谁

想就拱不起来压力温度。”谢班长

轻笑道：“当升温升压到一定时必

须停油枪，不然油枪投入情况下，

给粉机转数就上不来，煤粉量就

加不大。煤质的热量要比油大，

更有劲，这就是你排气量恒定却

升不到规定压力温度的原因。”

杜金光恍然大悟：“怪不得，

那天班长你接过来，停了油枪几

下就把汽并上了。”谢班长笑道：

“油一吨 5000 多元，煤一吨 900 多

元，你如果早点停油把给粉机粉

量加上来会节约多少钱？作为运

行职工就从小的减亏治亏入手，

等大负荷供暖开始了，我们就用

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心为公

司大的减亏治亏出力。机组全停

对于运行工作，不是刀枪入库马

放南山的休息，而是为冬季供暖

期厉兵秣马做好技术储备。”

谢班长看着一脸崇拜的杜金

光和众人道：“我的三十六个心眼

儿和七十二个转轴都是现场技术，

以后每个班都对你们进行培训，咱

们一起提升技术水平，做好减亏治

亏工作。”说完，他卡着老花镜的

脸上泛起了笑容。

“上午课程结束又能吃到职

培中心的特色菜了！”

“是啊，宗师傅做的牛肉大

包子还有蒸碗，味道真是一绝，

想想都流口水。”

起锅烧油、菜料下锅、抡锅

颠勺，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几

分钟时间，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小

炒便端上了桌。

看着职工吃着饭菜流露出满足的神

色，主厨宗培居擦拭着额头的汗珠，心里

无比欣慰。

现年 54 岁的宗培居来到乌海能源职

工培训中心做主厨已经 15 年了，因为热

爱厨师这一行业，年轻时便跟在厨艺精

湛的老师傅身边打下手，边学边干，将师

傅独特的技艺摘抄下来，看到其他地方

特色菜，翻阅书籍，牢记做菜秘诀，日子

久了，逐渐练就一身高超的厨艺，力求将

每道菜都做到精益求精。

“好吃的菜品太多，能有几道特色菜

让职工们记住，那便是成功。90 年代我

们参加宴席，都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蒸

碗’，但随着时代变化，这项技艺也快失

传了，我就想着将这道美食传承下去，

让后人能够尝到‘蒸碗’的味道。”执着

的宗培居打定主意，带领后厨众人着手

准备。

为适应职工培训中心日益繁复的基

层各单位职工培训需求，每天凌晨 5 点 40

分，宗培居准时出现在后厨，着手安排菜

单，查阅材料，既要荤素搭配，又要让在培

训期间的职工都能品尝到特色菜，黄焖

鸡、扒肉条、肉馅豆腐，是蒸碗特色三大

样，也是职工点评最高的菜品，越简单的

菜品准备工艺越复杂，光是前期的准备工

作，都颇费一番周折。

菜市场哪家肉质最嫩，哪家蔬菜最

鲜，宗培居都“门清儿”，各家肉铺一一进

行对比，自己品尝过后选出最佳，再去批

量订购，以至于市场摊主都认识了宗培

居，看到他的身影，都会主动把自家最好

最新鲜的食材准备好。

“就想让咱自己的职工吃到最好的饭

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企业效益也好了，

职工幸福指数直线增加，在食物方面的需

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

提高餐饮质量，让来这里学习的职工学得

开心，吃得舒心。”好上加好是宗培居对自

己的硬性要求。

随着培训内容的增多，各厂矿对技术

人才专业度的需求逐步提升，为不耽误生

产，培训班课程常会以 8 天、12 天为周期

连续开展，每到这时，宗培居和帮厨都会

忙得团团转，但他不仅没有因工作繁重降

低标准，反而考虑到职工的情绪不断调整

菜单，让每顿饭都能做出家常菜的口味，

作为职培中心的标志“大包子”就是最受

职工欢迎的菜式。

精选嫩牛肉，纯手工剁馅，一口下去，

满嘴留香，像极了放学归来妈妈端来的刚

出锅的包子，没有配菜，却吃出了幸福的

味道。

都说在外吃饭久了难免会生厌，但在

职培中心，宗培居从细微处着手，不断调

整菜单搭配，让职工在繁重的学习中感受

到家的温暖，简单却美味的饭菜缓解了课

业带来的压力，更让职工培训中心的餐厅

美食成为职工口中向往的期待。

只要用心，普通小事往精做，便能收

获意想不到的收获，一如宗培居，小小主

厨做出“米其林”般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