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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营地的掌勺大厨
■ 本报通讯员 吴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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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记者 刘晓婷 通讯员 薛 敏

找好测量点，用肩部支撑脚架前端，身

体与三脚架呈 15 度角；双手同时拧开三脚

架旋钮，顺势把三脚架撑开与肩持平，让三

脚架顶端中心点与地面标记点垂直对准，然

后用仪器准确指向巷道掘进方向……

这套看似简单的测量动作，神东煤炭地

测公司大柳塔地测站的何文斌已经一丝不

苟地重复了12年。

矿井地质测量工作被誉为煤矿安全生

产的眼睛。作为一名测量人员，面对庞大复

杂的矿井生产系统，要日复一日、精准高效

地完成一线生产区队的测绘放线任务，何文

斌用12年的实干和担当为矿井安全生产保

驾护航。

2012年大学毕业来到地测公司，何文斌

被分配到大柳塔地测站担任井下测量工。

准备大展拳脚的何文斌，突然意识到，大学

课本所学知识和井下现场压根就是两回事，

生搬硬套根本就行不通，怎么办？

要想熟练地测量、绘制图纸，唯有多下

井看现场，多问师傅，才能把学到的知识与

实际工作更好地结合。此后，在师傅下井干

活时，何文斌主动挑最重的仪器扛，在现场

请教老师傅，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2016年活鸡兔井12下208综放工作面

前期掘进巷道时，临近切眼贯通回风顺槽，

需要精确测定贯通点位置和高度，由于贯通

口两端巷道总长近 9.6 千米，且巷道起伏较

大，超长距离的观测过程中，累计的误差越

来越难以精确控制，时间紧、任务重、要求

高，怎么办？”何文斌回忆道。

为解决这个技术难题，何文斌反复查阅

技术资料，探索高精度控制井巷方位和高程

的有效方法，最后通过引入陀螺定向、分段

复核原始数据成果和严密的计算分析，优质

高效地完成了巷道贯通工作。

大柳塔煤矿生产区队较多，井下生产区

域点多面广，日常测绘任务繁重，这就要求

测量人员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提

高作业效率。

为提高工作效率，何文斌不断加强理论

知识积累，他的办公桌上摆满各种专业书

籍，手机里更是下载了众多作业规程和考试

题库，以便做完手头工作随时翻看。他还坚

持通过日常岗位练兵和技能大赛历练取长

补短，不断给自己设置难题，追求比别人更

准一点、更快一点地测量挑战。就这样，靠

着一点一滴地积累，争分夺秒地学习实践，

不知不觉中，何文斌从一名初学者成长为测

量方面的多面手。

如今，何文斌能将井下的每一个位置精

确绘制到图纸上，自如地探索井下每一个区

域。凭借精湛的技艺，何文斌在2023年“国

家能源杯”智能建设技能大赛——神东煤炭

集团第八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工程测量员

项目比赛中斩获一等奖，并于2024年3月荣

获“陕西省技术能手”称号，前不久，被公司

授予“神东青年五四奖章”。

“测量是个不断进步的工种，只有精湛

的业务，才能满足日益更新的工作要求。”

何文斌不断改善自己的测量技艺，享受着在

测量中不断“升华”的过程。

工作中，有时候为了消除一厘米误差，何

文斌在井下一待就是几个钟头。他深知，煤矿

安全生产需要一份精益求精的匠心，否则真有

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多年来，何文斌一边埋头查找资料，熟

读工程设计图纸，一边扛着测绘仪器和三脚

架穿梭在各条井巷中，从实地测量到数据计

算、从成果输出到精准绘图，十余年的冬去

春来，时光荏苒，何文斌的足迹踏遍大柳塔

煤矿“一矿两井”的各个角落，遇到不满意

的数据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调整、复测，

日复一日，心无旁骛。

凭借始终如一、严谨求实、勤奋刻苦的

工作作风，何文斌高质量完成了超过100公

里的井巷测绘，100余处巷道贯通、立交和9

个大型万米工作面的掘进测量，用万千个精

准的数据指导完成了巷道的安全高效掘进。

以双手测量经纬，用匠心描绘矿山。何

文斌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挑战极限，从一名

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为省级“技术能手”，

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砥砺自身，为矿井的安全生

产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面向未来，他踌

躇满志，怀揣对矿山测绘工作的热爱和对测

量精度的极致追求，不断在矿井测量“战

线”上，“测绘”出精彩人生。

妻子妻子眼中的何文斌：

忙碌的日子总是很多，他就像

一个旋转不休的陀螺，在家时，电话

两头少不了谈论工作。他做事追求

完美，凡事总想做到极致，都说专注

的人会发光，一路走来觉得这样的

人也挺可爱。作为他的爱人，虽然

心疼他的辛苦，但更多的是对他工

作的支持。希望他能照顾好自己，

多陪陪家人。

气势雄伟、险峻幽幻的大渡河

金口河大峡谷内，横亘着枕头坝一

级和深溪沟两座电站，8 台巨型轴

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健康稳定

运行，将每一度绿电通过铁塔银线

点亮万家灯火。

保障两座电站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的，是大渡河检修公司的“铁

军”，保障“铁军”有力气干活儿的，

是以余乐福为班长的食堂团队。

受枕头坝、深溪沟两座电站特殊地理位

置影响，大渡河检修公司将枕深检修项目部

临时营地设在远离电站的乐山市金口河区

城区附近，营地常年驻扎着近百名检修职

工，大家的吃饭问题成了一个大麻烦。

“余伯伯，深站中午送55人的饭！”

“收到！”

“余师傅，枕站中午送15人的饭。”

“好的，加上试验中心5人，沙坪项目部

10人，枕站一共30份饭”……

检修期间，枕深检修项目部微信工作群

里，每天上演着这样一幕幕。

余乐福现任检修公司枕深检修项目部

综合班副班长，18 岁参军，21 岁入党，担任

过司务长，掌管几百人的后勤吃穿；退伍后

在原国电岷江电厂从事火电厂工作，与

“火”结缘；46 岁转岗至大渡河公司开启水

电检修生涯当起机械检修工，与“水”打交

道；48 岁响应公司号召，挺进新成立的枕深

检修项目部，干起了他熟悉的老本行，重新

掌勺，从事后勤管理工作。他在部队考取

了二级厨师证，如今厨艺愈加精湛，湘菜、

粤菜、川菜……没有他不会的菜。

在余班长操持下，2015年9月，新成立的

枕深检修项目部在金口河区永乐临时营地

升起第一缕炊烟，做出第一顿饭菜。项目部

新成立，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他手把手

教服务员炒菜，亲自下厨做示范。就这样，

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他和8名女工组

成的食堂团队默默挑起枕头坝、深溪沟两站

检修人员吃饭问题的大梁。

从 2015 年项目部成立第一天到如今，9

年时间，食堂就餐人数猛增14倍。

2023年—2024年检修期，大渡河公司全

流域七厂九站设备检修工作进入新一轮高峰

期。余乐福所在的枕深检修项目部同时负责

枕头坝、深溪沟两站机组、主变、线路等主设备

检修，要对两站两台巨型轴流转桨式机组同步

A修，这一艰巨任务为项目部后勤保障带来前

所未有的考验。“双A”检修期间，平均每天就餐

人数130余人，高峰期达170人之多。

从早到晚，由冬到夏，排菜单、留菜样、

做统计，一样都不能马虎；择菜、切菜、炒

菜，事事都不容易。条件虽然有限，但在余

师傅带领下，职工吃到的都是用尽心思、倾

尽全力做出的色香味俱全的美食。8 双粗

糙的双手洗菜的遍数、刷餐盘的次数，数不

胜数。小小食堂承载着项目部的烟火气，

记录着职工的欢声笑语和苦辣酸甜，成为

项目部职工避风遮雨的港湾、休息解乏的

驿站、交流感情的场所。

除了吃饭问题需要解决外，临时营地的

公寓住宿问题也由老余默默承担。临时营

地年久失修，公寓内设施破旧老化，出问题

需要维修便是常态。

“余伯伯，我寝室的便池冲水阀又坏啦！”

“余伯伯，寝室的面盆水龙头换好了，谢

谢您！”……

老余同志拳打脚踢、一手操持、具体落

实，既不影响职工休息，又让职工住得满

意，老余把分寸把握得十分精准。

“检修工不容易，长期住在营地，营地就

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大家在检修现场工作很

辛苦，我干过检修工作，所以我特别理解大

家，我只想带领团队把饭菜给大家做好，把

后勤给大家保障好，让大家回到营地有热饭

吃、有热水澡洗。”这是余乐福在职业生涯末

期仍然初心不改、坚持发光发热的初衷。

“王工，2 号机精处理 A 混床树脂

捕捉器压差又超标了，怀疑混床水帽

漏泄，请组织员工检修。”7 月 3 日 10

点半，辽宁庄河公司生技化学运行主

管杨国军将电话打到化学检修主管

王大勇处。

“昨晚机组负荷55万千瓦，运行8

小时，树脂捕捉器压差已达到 0.08 兆

帕，超过 0.1 兆帕混床就要退出了。

经树脂捕捉器排污门后窥视窗检查，

排水中含大量树脂。”

“这怎么可能？前两天刚修好的

混床，怎么又出现了这种情况。”二人

“对齐颗粒度”后，王大勇立即组织人

员前往现场开展检修。

混床是一种常见的化学水处理

工 艺 ，用 于 去 除 水 中 杂 质 和 污 染

物，提高水质纯净度。通常来说，

树脂捕捉器压差大就是前面的混

床水帽出现了问题。检修人员办

理工作票后，搭设脚手架、开人孔，

按部就班进行有害气体检测、通风

机通风。

具备工作条件后，王大勇带领工

作负责人孙立国进入混床内，对上次

焊接的树脂输出管焊口进行金属着

色探伤，对多孔板周边焊口进行检

查……一阵检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

发现，这让检修人员有些傻眼。

检修与看病同理，找不到故障产

生根源，再装回去，缺陷依然存在。

一筹莫展之际，王大勇灵光一现：“总

不能是多孔板下边的水室存着树脂

吧。”

“怎么可能，树脂遇见水，流动

性极大，怎么存得住？”孙立国顺嘴

回道。

“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

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都是事

实。这不是我说的，是福尔摩斯对华

生说的。”王大勇打趣地说，随后立即

组织大伙把所有水帽拆掉进行彻底

检查。

当看到树脂输出管周围出现的

一堆堆树脂时，孙立国傻了眼，赶紧

拿来水管一阵猛冲，可树脂并没和想

象的那样一泻而下。于是，大家立即

找来木棍一阵捣弄，树脂终于被捣

碎。检修人员一边清理着树脂，一边

七嘴八舌地分析着故障原因。

“应该是上次出树脂管焊口裂开

补焊时，多孔板下漏泄的树脂遇到高

温后，板结在一起造成堵塞。”

“对，当机组低负荷时压力低流

量小、树脂冲下去的少、大负荷时，压

力高流量大，树脂冲出的就多，最后

聚集到后边的树脂捕捉器造成压差

超标。”

在这群检修“侦探”的复盘分析

下，缺陷原因逐渐清晰明了。这时，

树脂也被清理干净，混床恢复备用，

一场检修“悬案”就这样被顺利侦破。

把责任和使命扛在肩上，把专注和

精度烙在心中，一点一线，用双手测量经

纬，用匠心描绘矿山，毫厘之间掌控万米

贯通，推进煤矿测量服务优质高效，矢志

当好矿山开采的眼睛。

身边的身边的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

朱德华在测试检查融雪装置设备。

通讯员 任振华 摄

朱德华在机械室测试区间轨道电路电压。

通讯员 任振华 摄

7 月的朔黄线上，随着“天窗停电命

令已下达、各维修小组可以上道作业”一

声令下，电务班组各小组如潮水般涌入

神池南偌大的站场。

设备是运输畅通的关键，设备稳定运

行离不开员工的日常维修养护，离不开

员工精湛的技能。随着铁路技术装备革

新，信息化、智能化蓬勃发展，如何紧跟

公司科技发展步伐，让老树抽新芽？最

好的办法就是从传统培训学习中找到切

入点，新旧结合，让员工精心为引进的新

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维修保养。

基于这个想法，朔黄铁路原平分公司

神池南站副站长朱德华采取“传、帮、带、

教”等多种培训方式。比如：不定期开展

电缆接续、信号机安装、道岔更换等故障

应急抢修演练，让全员熟练掌握故障处

置流程和技能；充分利用收工会、研讨会

等零星碎片化时间，常态化组织可视化

单点授课；引进 VR 技术，根据现场设备

不断培训课件，让员工不限时间、空间在

模拟中接受新知识，学习新技能；合理利

用现有培训基地，让技术骨干担任教导

员，对各作业组员工进行轮训，共同研讨

班组每周共性问题。

“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有所侧重，而且

学习氛围很好，不但激起了大家的学习

热情，还有利于我们迅速了解设备特

性。”新入职员工张凌云说。

“为检验他们是否真掌握，我们对每

个员工制定《个人履职能力提升表》追踪

员工培训效果，班组再根据效果制定员

工技能提升计划，使培训更具针对性。”

朱德华说。

寒来暑往，刮风下雨，任何天气条件

下，在神池南站场总能看到朱德华的身

影。时而弯腰检查设备，时而停下环顾

四周，脑袋不停地在思索着什么……

“怎样才能在保障设备安全的同时，

保障班组 7 个作业组 62 名员工人身安

全？”这是他永远牵挂的问题。

神池南站信号设备占原平分公司信

号设备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加之地理

位置特殊，是承接包神、新朔、朔黄、大秦

四条铁路干线的“大脑”和“中枢”，只要

有一个关键设备发生故障，就会影响到

集团运输秩序。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朱德华脑洞大

开：将党小组建在班上，党员带头服务，

守护职工安全。

思路决定出路，说干就干。朱德华根

据班组党员数量多的特点，迅速成立由

党员牵头负责的“隐患排查组”“设备提

升组”“科技创新组”3 个党员示范小组，

负责班组隐患排查、设备质量提升等关

键工作。在检修作业安排时，侧重点更

加明晰，避免任务分配不合理问题，使员

工管理更加便捷。

朱德华充分利用智慧运维在电务专

业的运用方式，把故障处置的重心从“有

问题立即上道处理”转变

成“加强预警数据分析”，

减少非必要上道频次，成

功将微机监测和专家诊断

系统进行结合，做到了综

合运用。

“对于那些不影响行

车或道岔扳动的预警信

息，我们集中到天窗处理，

减少非天窗上道作业的次

数。对于监测出来非天窗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由班

组管理人员带队、监控组

全流程管控。”朱德华说。

如何保证非天窗员工的人身安全，朱

德华也有新办法：充分运用“天网”视频监

控和运维中心，由视频分析员全程跟踪，全

过程监控防护，现场作业一目了然。

解决了员工的人身安全问题，提升了

员工的业务技能，如何提高员工的积极

性又摆在朱德华的面前。正在他一筹莫

展之际，公司“448”精益管理工作法出

台，一套符合神池南电务特色的设备管

理方案应运而生。

“神池南站信号设备太多，我们按照

任务、组织、责任、计划、标准、保障、控制

和考核评价八个体系，把设备养护任务细

化到月，形成月度维修工作计划表，再按

月分配到当月天窗中，将工作任务系统有

序地铺排到日常，使工作更加清晰。”

朱德华将班组工作任务清单化后，

如果工作进度跟不上，临近月末没有完

成，必然会严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转。

对此，班组又根据控制体系，制定应对机

制，通过质量回检，对照卡控表逐项检

查，且拍摄视频进行质量认证，录入运维

系统……层层递进，不仅能提醒班组工

作进度，还能提前控制没有完成的工作。

除反向约束外，他还设计了正向激

励。按照“多劳多得、能者多得”原则，全

面优化班组员工考核管理办法，采取全

员参与方式，建立任务赋值标准，根据员

工每天完成的实际工作量，得出当日履

职积分，月底进行汇总排名，将履职积分

作为绩效收入的直接依据，实现了员工

绩效考核的精准兑现。

朱德华通过“八大体系”的应用，将班

组人员分工、设备管控、考核激励科学管

控起来，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一年来，朱德华带领神池南电务班组

63 名员工，创新设备维护模式，高质量完

成班组管内473组道岔、618架信号机、628

个轨道区段的年度检修任务以及17项施

工配合任务。今年1月，朱德华荣获国家

能源集团“优秀车间主任”荣誉称号，7月

荣获国家能源集团“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岗位建功行动先进个人，这不仅是对

他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他的激励。他心怀

重载，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

来的”伟大号召，奋力在设备管理、人才培

养、技术革新的山峰上勇毅攀登，谱写着

山区重载铁路高质量发展的最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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