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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国
网西安市临潼区
供电公司带电作
业班在 110 千伏
代 王 变 10 千 伏
149 晏寨线 03 号
杆开展带电“三
类”带负荷更换
隔离开关及上引
线工作。此次作
业少停电时户数
82 户，多供电量
754千瓦时。

通讯员
潘世策 摄

化学品运行班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化学品运行班开展岗位练兵活动。。（（资料图资料图））

3月 5日晚，西北电建一公司机械租赁
公司大机班组的安全员陈海军和龙门吊司
机魏康峰还在忙碌着……

21时45分 电话响起
1号机组锅炉组合场区域的照明灯刺

破夜幕，将 40吨龙门吊的钢铁骨架投射成
巨大的机械蜈蚣。陈海军的安全帽结着寒
霜，刚脱下反光背心，电话突然响起，一个
焦急的声音传来：“陈工！脱硝烟道吊装出
问题了！”

21时52分 出现故障
40吨龙门吊上，魏康峰抓着操纵杆，龙

门吊大钩下方悬着8米宽、12米长、20多吨
重的脱销烟道——这个巨大的设备正像钟
摆般微微晃动，吊钩下滑的钢丝绳在灯光
下划出银弧。

“起钩3次都正常，偏偏落钩时……”司
机指着仪表盘上闪烁的故障代码，喉结上下

滚动，着急地说：“现在全靠急停撑着。”
陈海军哈着白气爬上检修平台，工作

服肩头落满龙门吊轨道缝隙漏下的霜屑。
他左手手电筒光束切开夜色，认真检查：抱
闸间隙 0.5毫米，制动片温度 32摄氏度，都
在阈值内。

22时03分 争分夺秒
零下 10摄氏度的寒风中，配电柜内部

却蒸腾着电子元件过载的焦糊味。陈海军
手握检修工具在密如蛛网的线路上快速游
走。“落钩！”他对魏康峰说。魏康峰推动操
纵杆的瞬间，陈海军手电光柱锁定某个剧
烈颤动的接触器，铜质触点间跳跃着幽蓝

电弧——这个控制下降回路的CJT1-40接
触器，在连续作业后，消弧罩内积碳造成了
触点粘连。

22时15分 手到擒来
“给我三分钟！”陈海军扯开工具包，防

爆螺丝刀在低温中粘住掌心皮肤。备用接
触器安装到第三颗螺钉时，仪表盘闪烁的
故障代码瞬间消失，急停系统开始倒计时。

魏康峰看着熄灭的红灯及颤抖着划向
临界线的指针说：“陈工，像是正常了。”

“合闸！”随着陈海军的吼声，新接触器
发出清脆的吸合声。同时，急停保护自动
解除，烟道在距离运输车货箱 15厘米处稳

稳停住。众人尚未呼出的那口气，在寒夜
里凝成团团白雾。

22时30分 做好记录
“不是啥高技术故障。”陈海军搓着冻

紫的手指，从工具包底层摸出磨得发亮的
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近
几年接触器故障案例，最新一行是荧光笔标
注的“2023.2.28更换消弧罩清灰周期建议”。

陈海军朝手上哈了口热气，突然想起
什么似的转头说：“康锋，明天早班前把另
外三个接触器消弧罩检查一遍。这种零下
10摄氏度的气温，积碳速度比平时快三成。”

大家望着他融入夜色的背影，忽然笑
出声：“这老陈，连影子都带着检修手册的
油墨味。”

寒 夜 里 的 抢 修
通讯员 卫英杰

3月 19日，陕西博菲特流体控制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质量检验部的车间里，检测仪
器发出规律的低鸣。部门主管王海波正带
领团队进行当天的首批产品测量，他们的
身影在精密仪器间穿梭，如同守护产品质
量的“门神”。

陕西博菲特公司质量检验部以“24 道
质量防火墙”著称，从原材料入厂检测到
成品包装，全程覆盖 2300 余台高端阀门的
质检任务。

质量检验是系统工程，差一点都不行。
如何把好产品质量关，保证产品的合格率，是
质量检验部工作人员需要完成的答卷。

“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细心是关键。”王
海波说，部门分成两三个小组，每个小组规
划相应的工作，每个人都会参与每一个工
序，并相互督促监督，所有的检验数据必须

保存 3年。
2022年的一次例行检测中，团队发现某

批次阀体尺寸连续出现 0.1毫米的偏差。当
加工中心反复自检设备无果时，质检员孟莉
华用显微镜在夹具夹缝中发现夹头上存在头
发丝大小的异物。

“就像医生给设备做手术，必须用放大镜
找病灶。”这位从业 6 年的“质检老兵”如是
说。她的工作台上，整齐排列着按日期归档
的检测记录本，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着上万次
质量追溯数据。

“质量检验是与时间赛跑。”王海波指着
正在运转的三坐标测量仪说。由于金属材料
的热胀冷缩特性，加工后的零件尺寸会在数
小时内发生微妙变化。

为此，团队形成了“当日事当日毕”的工
作铁律，即便遇到突发问题，也会分组轮班攻

关，确保每个检测数据都是“热乎”的精确值。
这种与时间赛跑的执着，使公差控制精

度达微米级，更催生出“多维度形变监测算
法”。该技术于 2024 年成功应用于高温高
压阀门检测，使极端工况下的形变预判准确
率跃升至 98.7%。

作为团队带头人，王海波定期邀请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专家开展专题讲座，组织成员
赴西北大学材料实验室观摩学习，还建立

“轮岗互学”机制。
设计师出身的何念祖对此深有体会：

“王工带我走遍所有加工工序，现在我能
通过车床转速预判产品表面粗糙度。”这
种“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培养模式，
让团队累计获得 1 项发明专利和 19 项实
用新型专利。

今年，团队主导的“云端质量数据共享

平台”上线，实现供应链质量参数实时互通，
原材料异常响应时间从 72 小时缩短至 8 小
时。这项突破推动陕西博菲特公司成为行
业智能质检标杆。

从咸阳市工人先锋号到陕西省工人先
锋号，荣誉墙上不断增添的奖牌见证着这个
团队对质量的坚守。当问及成功秘诀时，王
海波轻抚着刚检测完的阀体说：“我们不过
是把‘差不多’变成‘差一点都不行’，把合格
品锻造成精品。”

透过检测室白雾，质检员校准仪器的身
影，恰似一组精密的机械表芯，永不停歇地
为产品质量精准护航。

当好产品质量的“守门员”
——记陕西省工人先锋号陕西博菲特公司质量检验部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郝佳伟

企业生产经营现场如同战场，既是战略目
标落地的前沿阵地，也是矛盾与挑战并存的复
杂场域。能解决现场问题、能现场解决问题的
就是“现场之王”。在这一场景中，班组长被冠以

“现场之王”的称号，绝非偶然。这一称谓不仅是
对其职责重要性的高度概括，更折射出其在企业
价值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在此，从管理逻辑与实
务视角，深度剖析这一隐喻背后的多维内涵。

现场管理的“中枢神经”：角色定位与职能
解析。

班组长作为基层管理的核心节点，需兼具
“指挥官”与“执行者”双重身份，其职能可归纳
为以下六大维度：

现场的直接管控者。班组长身处生产一
线，对人员、设备、物料等资源拥有“零距离”指
挥权。其管理半径覆盖生产全流程，从任务分
配到异常干预，均需依托现场即时决策。这种

“嵌入式管理”模式，使其成为现场运作的“中枢
神经”，确保生产节奏与目标高度契合。

突发问题的“首席解构者”。现场管理本
质是问题的动态管理。设备宕机、工艺偏差、
人员冲突等突发状况，要求班组长具备“秒级
响应”能力。通过经验沉淀与数据驱动，他们
需迅速定位问题根源，制定临时对策（如工艺
参数调整、资源重新分配），甚至重构生产逻
辑。这种“现场裁决权”直接决定问题解决的
时效性与经济性。

资源调度的“动态优化师”。班组长需在有
限资源约束下实现效率最大化。例如：通过弹
性排班应对人力波动，协调设备维护与生产任务的冲突，或基于
物料消耗速率调整供应链节奏。这种实时资源再配置能力，是企
业精益生产与成本控制的关键抓手。

质量与安全的“第一防线”。作为质量管控的终端执行者，班
组长通过标准化巡检（如首件检验、过程抽检）与异常拦截（如不
良品隔离），直接避免批量性质量损失。同时，其主导的安全巡
查、隐患整改及应急预案演练，显著降低工伤风险与合规成本，守
护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战略落地的“双向传导枢纽”。班组长承担着“解码战略”与
“反馈执行”的双重使命。向上，需将管理层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
作业计划；向下，需通过技能培训、绩效反馈与流程优化，确保执
行精准度。这种“战略—战术—操作”的垂直贯通能力，是企业敏
捷响应市场需求的底层保障。

团队凝聚的“精神领袖”。华为任正非讲，企业成功依靠的是
团队。万山磅礴看主峰，一个没有领袖的团队是靠不住的。通过
日常沟通、技能传承与激励机制，班组长构建了一线团队的信任
网络。这种非职权影响力，直接决定团队士气与战斗力。

“王”之隐喻：权威性、责任性与不可替代性的三重逻辑。
“现场之王”的称谓绝非等级特权的象征，而是对其职能本质

的精准提炼。
权威性：班组长在管辖范围内享有“最终话语权”，其指令直

接驱动现场行动。
责任集中性：班组长对现场结果（如交付准时率、单位能耗、

安全事故率）承担首要责任。
不可替代性：脱离班组长的现场管理，易陷入“决策滞后—资

源错配—效率塌方”的恶性循环。
从“称职”到“称王”：班组长的能力跃迁路径。

“现场之王”的称号既是对其价值的认可，亦是对其能力的严
苛要求。优秀班组长需具备三大核心素养。

技术功底与经验沉淀：精通设备原理、工艺标准与异常处理
逻辑，形成“问题—对策”的直觉反应和“实践—理论—实践”闭环
思维。

系统思维与数据敏感度：具备系统化思维方式，从整体、本质
和变化的角度分析问题，能够从单一事件中识别系统性风险，并
借助生产经营数据驱动持续改善。

领导力与沟通艺术：通过非职权影响力激发团队潜能，构建
“目标共担、利益共享”的协作文化。

基层强则企业强。班组长的“王”者地位，本质是企业对“最
后一公里”管理效能的极致追求。他们既是现场秩序的缔造者，
也是企业竞争力的筑基人。在班组数智化的背景下，班组长的角
色或将进一步升级为“数字化现
场指挥官”，但其核心使命始终
如一：以微观管理成就宏观战
略，以即时行动定义未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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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职工获得授权专利 60余项；
获得省级以上各类技术创新成果奖 24
项；实现降本增效 2.02亿元……

一组组沉甸甸的数据背后，是陕煤
集团神木煤化工公司工会着力创建“五
型五佳”班组，以“小班组”激发“大能
量”的生动实践。

探索，班组建设有了新方向

“班组是产业工人队伍最基层的组织

单元，是夯实企业基础管理、提升精益化水
平的“神经末梢”，班组成员的职业精神、技
能水平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该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雷宏春表示。

陕煤集团神木煤化工公司强化顶层设
计，全面推行班组工作“内容指标化、要求
标准化、步骤程序化、考核数据化、管理系
统化”标准，在深化落实过程中探索形成

“12355”班组标准化建设体系（围绕一个中
心，落实两项考核，抓实“三个”提升，着力创

建“五型五佳”班组，实现“五个一流”目标）。

实践，突破执行落地瓶颈

该公司工会制定《“五型五佳”班组标
准化建设实施意见》，明确创建标准，分阶
段提出创建任务，明确 6个方面重点工作，
制定 27项强措施，统筹推进“五型五佳”班
组标准化建设。按照科学化、专业化原则，
先后将 235个班组优化整合为 75个，统一
配备“一长四员”，建成 46个班组标准化活
动阵地，班组结构更趋合理。推行班组长
公推公选，建立“4+5+N”考评体系，推动修
订 114 个岗位标准作业流程，运用“标准
化+清单化+台账化”管理模式，着力创建

“五型五佳”班组，打造“产改”特色品牌。

落地，班组建设成效显著

创建安全型班组，实现安全环境佳。
公司要求与安全管理标准化班组创建一体
推进，将“严、细、实”要求贯穿班组管理全
过程，提升班前会和班后会质量，推行作业
风险分析进班组，导入 OPL 点滴教育、
5WHY分析法等方式，增强员工安全素质，
提高班组安全管理能力和现场管理水平，
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创建学习型班组，实现专业技能佳。
公司大力开展各类岗位练兵、“我懂、我会、
我能”三项提升等活动，分级分类开展班组
内外部对标对表学习，定期组织“优秀班
组”分享交流做法、成果，提升全员业务技
能。近三年，该公司累计 2284人参加技能
等级认定，新增高技能人才972人。

打造精益型班组，实现效益指标佳。

公司全面推进“日成本核算”进班组，实施
“同等原料比产量、同等产量比消耗、同
等消耗比质量”攻关竞赛，形成了班班核
算、班班对比、班班分析、班班寻优的班
组成本核算长效机制。2024年，公司实现
降本增效 2.02亿元，荣获 2024年陕西省劳
动竞赛优胜集体。

打造创新型班组，实现创新创效
佳。公司将“五小”创新、“三小一练”等
活动融入班组考评要素，激发全员创新
创效活力。2024 年，职工获得授权专利
60 余项，13 项技术成果荣获全国能源化
学地质工会系统优秀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奖，11项技术成果荣获陕西省“三新三小”
技术创新成果奖。

打造和谐型班组，实现民主管理佳。
公司在坚持落实班务公开的基础上，深化
民主评议机制，畅通员工诉求渠道，宣讲
模范事迹，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建设文明
和谐的特色班组文化，增强班组向心力、
凝聚力。企业向好向善的氛围日益浓厚，
员工归属感显著提升。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站在新起点，
公司正以“改革深化攻坚年”为契机，锚定

“智慧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深化
智慧班组管理系统建设，实施“金牌班组”
锻造工程，打造“一班组一品牌”特色矩
阵，持续将班组“小单元”打造成创新创效
的“强引擎”、人才成长的“孵化器”、企业
文化的“展示窗”。

以“小班组”激发“大能量”
陕煤神木煤化工公司创建“五型五佳”班组助推“产改”落地见效——

通讯员 张 娜 马志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旭东）3月25日，记者从陕西工运学
院获悉，2025年第一期陕西省企业优秀班组长素质能力提升示
范培训班于 3月 24日开班，来自陕西国防系统的 150名班组长
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教师授课、经
验交流、现场教学、成果展示等形式，主要讲授思想政治引领、
劳动技术创新、现代企业班组管理业务知识、班组长能力素养
提升实务等，设置了劳模工匠面对面、班组精益质量管理、如何
创建安全管理标准化示范班组、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数智化班
组等课程，旨在进一步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升班组
长能力素养，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据悉，陕西今年计划举办 15 期企业优秀班组长素质能力
提升示范培训班，培训班组长 2250人。

2025首期陕西省企业优秀
班组长素质能力培训班举办

班组是企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企业
凝聚职工的第一团队、培育职工的第一摇篮、
实施战略的第一阵地。班组建设是新时代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石。为
了深入推动安全型、技能型、创新型、文化型、智
能型班组建设，自 3 月本报开设班组版面以来，
收到社会各界好评，为持续办好该版面，现面
向我省企业、中央驻陕企业生产一线的职工朋
友长期征稿。

一、征稿栏目及稿件要求
聚焦：报道班组在贯彻落实中省政策、先进

理念和创新方法措施等方面促生产的好做法、
好经验。体裁为通讯，字数不超过2500字。

现场直击：报道班组人员在工作中艰苦奋
斗的精彩现场，或是技术攻关的忙碌现场，团
队协作的现场情景。体裁为现场见闻小通讯，
字数 300-600 字。

快讯：介绍本省范围内企业生产一线班组
取得的创新成果、赛事和获奖新闻。体裁为消
息，字数200-400字。

金牌班组：介绍班组职工在产、供、销等各
个环节及其管理等领域搞的小发明、小创造、
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等“五小创新”成果及
其做法、经验，突出实际、实用、实效。体裁为
通讯，字数不超过1500字。

故事汇：介绍生产一线班组人员有趣味的
工作日常与感人的小故事。体裁为通讯，字数
不超过1500字。

经验之谈：介绍优秀班组的精细化管理经
验 、创新心得等。体裁为通讯，字数不超过
1500 字。

这边风景：介绍生产一线班组的团队风
采。体裁为通讯，字数不超过2000字。

新观点：刊登聚焦班组建设的相关言论。
字数不超过600字。

百问百答：通过专家学者和权威部门，回答
班组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介绍班组工
作的日常管理知识。用稿篇幅根据实际情况而
定。

他山之石：介绍外省企业班组在工艺流程、
技术创新或管理方面的优秀案例。体裁为通
讯，字数800-1200字。

二、投稿方式
文字、图片投稿邮箱：ghwq3@163.com，邮

件主题请注明“班组征稿”，文末需注明作者姓
名＋单位＋通联地址＋联系方式，采用 word 文
档发送；图片须为原图。

电话：（029）87344644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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