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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凌晨，南京六合220千伏
变电站仍是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工程投运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负责变电部
分施工的项目经理毕冰冰奔忙在各个工
作点位，一遍遍强调，“要注意细节。”

六合变电站是六合地区的枢纽站，
至今已运行42年，2021年，国网南京供
电公司启动了对这座老站的改造工作，
由于附近已无空余的用地，工程采用边
运行边改造的方式，这无疑给变电站“建
造师”——项目经理们带来了巨大挑战。

“电缆沟施工区域距离110千伏运
行设备最近处只有6米，施工的震动可
能造成毗邻效应，影响运行设备。”毕冰
冰回忆，六合变电站施工期间站内单主
变运行，一旦出现故障，影响范围巨
大。因此，在施工的一年半时间里，为
了守住老站安全运行的底线，他挖点
子、想法子、找专家，努力寻求能够减少
震动的施工方式。

采用机械化联合作业，7天内安全
完成220千伏构支架整体拆除；引进打
桩引孔机械，降低震动造成的毗邻效
应；利用钢制桁架吊杆结构对二次电
缆沟整体托举和加固……功夫不负有
心人，就这样，毕冰冰带领施工团队在

“螺丝壳里做道场”，突破了一个又一
个看似“不可能”的技术难题。

“项目经理的工作都是‘多线并进’
的。”毕冰冰说，除了六合变电站之外，他
还有不少项目正在进行：220千伏盘城
变电站尾工未完，110千伏骆家变电站
正进行电气安装，110千伏枣林开关站
正在施工……“不好意思，刚刚现场正在
GIS耐压试验，马上就从六合过去。”每
天，毕冰冰都要“赶”好几个项目现场。

“就像一次考试，虽然经历了这么
多工程，但每到投运时心都是悬着的，
丝毫马虎不得。”自工程进入投运前的
冲刺阶段，毕冰冰就把家“搬”到了站
里，每天组织安排停电交叉作业、验收
消缺工作，做好各方的“协调员”。

那段时间，毕冰冰还在感冒中，经
常说不到几句话就咳个不停，大伙儿劝
他休息，他总摆摆手说：“我们越早完
工，电网风险就能越早消除。”

11月16日清晨，新的六合变电站
顺利投运，长达一年半的五级电网风险
也终于结束，毕冰冰悬了21个月的心
放了下来。

然而，六合变的投运并不意味着改
造工作全部完成，“目前六合变已有3

回220千伏出线和3回110千伏出线投
入使用，今年年底前，我们还要继续完
成剩余14回线路的建设任务。”六合变
电站负责线路部分施工的项目经理卞
正达介绍。

接手六合变改造任务
时，90后的卞正达刚刚入
职1年，“面对高难度的改
造工作，说没有压力是假
的。”卞正达回忆，边运行
边改造的方式给线路施工
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六
合变的线路施工范围内有
4条220千伏架空线、7条
110千伏电缆、3条35千
伏架空线路正在运行。

“头顶有电、脚底有
电，我们在中间施工，施
工方案必须严谨。”为了
啃下“硬骨头”，卞正达
泡在现场勘察、琢磨，带着图纸反复研
究。他坚持在每次迁移带电电缆前，都
进行多版方案论证、专家审批。

他还带领施工团队创新提出“轻轻
移，慢慢提”的策略，去除老旧电缆保护
管，再为电缆穿上稳固的“新外衣”——

哈夫管，架在高于电缆隧道的专用桥架
上，确保电缆安全运行。

六合变改造的线路数量庞大，线
路改接涉及20回架空、电缆线路，与多
个110千伏变电站关联，如何最大限
度保障供电？卞正达对临时的搭接方
案进行反复论证，最终研究制定了3组
临时电缆搭接的方案，并上报了7个阶
段的停电计划，将原本因为站内改造
需要停役检修的三回线路又重新供上
了电，保证了线路施工期间的城市用
电可靠性。

当然，工程建设不只有冷冰冰的机械
和轰鸣声。六合变电站周围有一片葡萄
园，今年夏天，卞正达自掏腰包为施工团
队带去了新鲜的水果，也成了那片葡萄园
的“宣传员”。“做好施工队伍的后勤保障是
我们项目经理应该做的，而且施工期间每
次到现场看到果农们，时间长了也觉得亲

切，多帮他们做些宣传，希望他们有个好
收成。”得益于他的真诚帮助，工程建设赢
得了周边居民的理解与支持。

“亲自参与、见证六合变电站的成
长，每个奋战在这里的人都由衷感到骄
傲。”卞正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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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建造师”：啃下“硬骨头”，突破“不可能”！
本报通讯员 张书玮臧琳冬

周军，是南钢能源动力事业部发电厂扬子动
力检修综合班班长，在“金智杯”2023年南钢焊
工岗位技能“百冠赛”中荣获冠军。

坚守恒心，打造强“焊”人生

2016年，周军作为成熟人才引进南钢并担
任发电厂扬子动力检修综合班班长。面对新的
岗位新的角色，周军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他暗下
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把工作做好。8
年来，他始终坚持冲在生产一线，别人焊不了的
漏点他来焊，别人完不成的抢修他来干，各种困
难位置的焊接他带头上，遇到生产任务繁忙的时
候，他“一人站两岗”，连续1个月连班生产，把每
一条焊缝起头和收尾做到完美。2022年，他带
领的班组获得公司“先进班组”荣誉称号。

周军说，在新环境就要积极接受新的焊接知
识，通过理论学习指导实践操作，再将理论知识
在实践中“磨练”才能快速掌握焊接的技巧和方
法。正因为周军干一行专一行，不畏电焊工的苦与累，又敢于接受
新事物、新理论、新知识，才练就一身炉火纯青的焊接技术。

淬炼匠心，练就精湛技能

“我总是暗自和每一个工件较劲，力求每一次的焊接成型极尽完
美。”周军说，“对于焊工来说，手感很重要。每种焊接方法都有不同
的特性，每种焊接位置、焊接材质有不同的操作方法，需要通过长期
反复地练习和工作积累来固化，就像运动员反复练习一个技术动作
一样。”为了不断加深手部的肌肉记忆，实现焊接技术“稳、准、匀”，周
军甚至在焊枪上绑上石头、铁块来练习焊接手法。他常常用来练手
的方法是焊接钢圆管，“在焊接时从仰焊到平焊要不停地变换焊接姿
势，保证焊枪角度，才能保证焊接质量，如果稍微分心，就可能出现焊
接缺陷，影响焊缝强度和焊接结构的使用寿命。”周军分享道。

刻苦勤奋、追求卓越的周军出战各类焊接大赛，并连续3年获
得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南京南化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优秀
焊工”的称号。这些荣誉是他用信念、汗水、坚持换来的。在备战公
司焊工岗位技能“百冠赛”时，周军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学习理论知
识，空闲时就赶到公司焊接培训基地练习实操技巧，经过层层竞技，
周军以绝对优势夺得比赛冠军。

守正创新，攻克技术难题

“2022年，发电厂水冷壁管经常发生‘爆管’，设备故障影响到
生产，我提出用焊接的方法进行维修，一开始大家反对，因为当时没
有人尝试过。后来我们商量，若能让机器正常运转一个月就算成
功。”就这样，顶着压力与质疑，周军在困境中突围，不但修好了设
备，相关设备至今都没有再出现问题。

修，永远只是被动地迎接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还需要自己成为
出题人。周军带领班组人员自主创新，攻坚克难。近年来，周军累
计完成8项难题攻关，为发电厂节约资金200余万元。

不改初心，传授焊接技艺

经过不断努力，周军获得了江苏省电建“焊接指导老师”的资
质，同时周军的焊接能力吸引了一大批同事前来学习请教。为提升
发电厂焊工整体技能水平，周军累计开展各项焊接培训300余小
时，每年为发电厂及扬子动力25名焊工做焊接技术指导服务，培训
10名新招焊工走向生产岗位。他把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身边的工友，充分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他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个渴望进步的焊工都能成为“焊接师
傅”，为公司和行业培养焊接技能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把焊枪，他端了21年，焊光闪耀刺眼，焊花飞溅烫身，手背上
曾被灼烧的伤痕，记录着他的辛苦付出。21年如一日的一线坚守，
是对初心和使命的诠释。披星戴月地奋战源于心中责任和匠心，更
是甘之如饴的担当和奉献。未来征程中，周军将会继续不忘初心，
弘扬工匠精神，发扬“干”字文化，在南钢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勇
做新时代的奋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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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扁鹊三兄弟行医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由此联想
到班组安全管理工作，当学扁鹊三兄弟，善于针对不同情况，分类施
策，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药到病除，从而确保企业安全目标的实现。

“无病”要常防。抓安全工作，我们应该像扁鹊长兄那样，把“无
病”作为处世行医的最高追求。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让问题止于
未萌、禁于未发。要从无声处听惊雷，时刻保持“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忧患谨慎之心，从风平浪静中看到暗流
涌动，从天朗气清中看到狂风暴雨，特别警惕“平流无石处”。要深
入一线、深入职工，掌握实情，从点滴细节中预判可能出现的安全问
题，提前采取防范措施，防止苗头隐患演变成安全事故。就像远航
船只上的观察员，眺望远方，随时发现前方可能出现的冰山暗礁，报
警提醒，排除风险。

“小问题”要早治。平时工作中，对一些低标准、老毛病、坏习
惯，我们不能见怪不怪、熟视无睹，应该相互提醒、及时制止、关口前
移。要像扁鹊二哥那样，治其病于病情初起之时。抓住小而典型的
问题，拿着放大镜进行分析，严守安全规章的红线，把一切“低老坏”
消灭在萌芽状态。仪征化纤一先进班组在安全管理中坚持“432”的
做法：接班前“四化”，办理工单明确化、劳保穿戴齐全化、工具配件
专业化、现场交接班规范化；上班中“三有”，作业有次序、操作有标
准、质量有监督；下班时“二清”，清理工器具和生产现场、清楚汇报
当班工作。“432”的安全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隐患”要早除。扁鹊之所以在兄弟中名气最大，就是因为他能
治疗重症，让患者痊愈。同样，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查纠隐患要敢触
雷区，查处问题要敢出重拳，查找责任要敢动真格。要敢于亮剑下

“猛药”，态度坚决，追责问责，处理严明。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
吸取教训，立查立改，举一反三，吃一堑长一智，达到人人受教育、个
个敲警钟的目的。认真查找管理不规范、制度不落实、责任不到位
的安全短板，把问题延伸找透、把漏洞全面找实、把原因分析找深、
把责任客观找准，真正实现安全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杜绝各类事故
的发生，实现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冬日陇上，穿过薄雾笼罩的村野抵
达岗位，江苏油田采油一厂外闯海安采油
项目组的29名员工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海安采油项目组服务于中国石油
浙江油田苏北采油厂，而对于采油一厂
外闯员工来说，上面有甲方，甲方上面
还有大包方，29名员工只有一个念头：
甭管接受哪一方的管理，保证工作尽
责，日清日毕，绝不拖后腿。

这话说出来，除了底气，更多的是
石油工人传统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
球也要抖三抖”的硬气。经过三年多外
闯磨砺，他们早已在人生每一个拐弯的
路口，积攒了崭新的认知，以及与过去
不一样的收获，29个人如同一家人，各
司其职，默契配合。

“我的办公室就在井场上。”这是54
岁的老员工张民常说的一句话。别看
张民家上有老下有小，2020年底主动
申请外闯苏北采油厂，成为海安采油项
目组经理。项目初建期间，面对全新的
工作领域，他带领团队按照甲方管理格
局，快速从人员配备、架构组建、学习培
训等方面超前部署，专业力量不足、生
产任务重等现状没有困扰到张民，他以
身作则开启“5+2”“白加黑”工作常态，
仅仅20天就达到规范运行要求。

海安地貌属江积、河积、海积平原
区，每年台风季，最高风力可达十级以

上。狂风暴雨中，井
场视频杆被刮断，后
台中控室显示屏漆
黑一片，监控不到任
何数据。张民沉着
处置井场、站库故
障，带领在岗员工跑
遍辖区所有油水井，
逐项落实生产数据，

第一时间加固信息传输设备和井场围
栏，从没因一次恶劣天气影响苏北采油
厂正常生产。

去年3月，苏北采油厂易主，被辽
河油田大包干，计划配产由2万吨上提
到2.5万吨。“采油采油，产量是否递增，
直接决定生产经营指标能否顺利完
成。”那一刻，张民深知和团队肩上的责
任更沉了，他利用自己转岗前当过采油
班站经理的从业经验，全力以赴配合新
东家，分析老井、停关井潜力，短短一周
内成功复产4口油井，日增油近10吨。

张玲是第一批来到苏北采油厂，分
配到海一联合站化验岗的女工。当时
正值凛冬，但每一次联合站核产，总能
在11米多高的罐顶见到她的身影。为
了精准掌握油井产量和储罐库存量，她
冒着呼啸的寒风，一遍遍检尺吊样，在
罐顶操作一上午是常有的事儿。

海一联合站往往在夜里两、三点钟
开始销油，张玲就得跟着生产节奏调整
自己的作息。有时下了白班顾不上吃
几口饭就赶紧休息，再顶着漆黑夜色回
到站里。每次销油少则七八车，多则十
几车，每一车她都不含糊，做细做实含
水化验，让买卖双方利益都不受一点儿
质疑。一个夜班下来，眼里布满血丝，
黑眼圈也更明显了。

“你是革命小砖头，哪里需要就往

哪里搬！”这是同事调侃张玲的一句
话。如今，联合站没她不熟的岗位。
资料，她能填报；同事请假，岗位周转
不灵，她义不容辞顶班；站上设备出
现故障、维修人员不够，她熟练打下
手……她的满满热情感染着身边的
每个人。

“其实，遇见谁都是遇见自己。与
人为善就能快乐，还能收获很多助力。”
张玲深有感触。刚来苏北采油厂，性格
内敛的她很少与人沟通，后来发现没有
交流，工作就没法有序开展。在一次次
与同事的互动中，她丢掉胆怯，诚恳请
教，得到越来越多老师傅传授的工作经
验，学到一身本领，技能水平有了很大
提高，工作也变得顺风顺水。

袁振华、耿怀军、薛敏、吴春燕……
有负责党务的干部，有任命的采油队副
队长，有被专门转到甲方机关部门做事
的能手，有从锅炉工跨行到采油的班组
员工，这一个个名字几次三番被甲方领
导点名点赞。

眼看天气一天天冷下来，耿怀军和
班员认真排查影响冬季安全生产的不
利因素，全心全意做好服务生产的“智
囊团”和“多面手”。抽油
机设备锈蚀，他们按照设
备管理规定和检查标准，
对设备设施的每个润滑
点、每根螺丝、每个运转部
件进行清洗保养，不放过
一个故障点，不放过一处
隐患。

员工素质高低决定生
产效率。外闯苏北采油厂
三年的薛敏，发挥“传帮
带”作用，结合甲方生产实
际，编制学习培训内容，和

伙伴一起学到安全管理、精细管理的精
髓，用以完善各项操作规程，不断练就
真功夫，提高井站综合管理水平。

辽河油田接管苏北采油厂后，薛敏
白天跑现场测量数据，晚上回宿舍绘
图，加班加点在三天内完成了87个井
场平面图的绘制任务。采油队资料种
类繁多，她系统整理各项资料，完善资
料规范填写制度，并指导岗位员工规范
填写。前不久，中国石油领导来苏北采
油厂检查工作，采油队资料管理得到充
分肯定。

身在异地他乡，29名员工相处得
像一家人，他们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
上相互照顾，同心协力完成每一项作
业。项目经理张民说，在外闯市场，靠
的是拧成一股绳。兄弟同心，其利断
金。众人拾柴火焰高，无论是石油红，
还是石化蓝，我们都是火焰，在哪里都
能发光发热！

■■班组看点班组看点

安全管理当学扁鹊三兄弟
陈宝泉

■■吹响工人先锋号吹响工人先锋号

29 人 一 个 家
赵海燕王槐艾

11月20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苏云医疗器材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生产一批医用耗材用品。连日来，开发区内的
多家医疗器材企业生产车间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开足马力，加紧生
产各种订单产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耿玉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