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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从北京传来喜
讯，人社部、财政部联合发布评审结果，陕西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宝鸡卷烟厂祁磊工作室
跻身“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行列，正式纳入
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项目库。

此次共有 140家单位获此殊荣，全国烟草
行业仅有2家单位入选，祁磊工作室是宝鸡市
唯一获此殊荣的工匠创新平台。

十年磨砺，打造工匠矩阵

2015年5月，祁磊工作室成立，当7名技术
骨干点燃创新火种时，未曾想到这簇火苗能成
为瞩目的创新星河，成为陕西中烟旗下优秀的
技术工人创新基地。

“创新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全体工匠
的共同追求。”全国劳动模范、工作室带头人祁
磊站在荣誉墙前目光如炬。

如今，工作室已有42名高技能人才，涵盖
卷接、封装、电器、青年、教学、宣发6个核心团
队，形成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团队成员包含
党员23人，高级职称12人，中级职称14人，24
名成员被公司和工厂聘任为高技能专家。工
作室还设立了外部专家团、企业督导团和内部

专家协作团，形成了多
元化创新发展体系。

走进 850 平方米的
祁磊工作室，气动液压、
智能监控等先进设施为
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提
供了硬件保障。祁磊常
说：“新时代的工匠，既
要传承专注执着的工匠
精神，更要具备跨界融
合的技能智慧。”

他们用10年完成了
从企业创新工作室到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
转变，不仅为行业树立
高技能人才培育的新标
杆，更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使
命担当。

锐意创新，勇攀技术高峰

近年来，面对卷包车间设备梯队复杂、品
牌多样化的现状，祁磊工作室始终坚持以技术
创新为核心，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攻关中不
断突破。

针对ZJ17卷烟机生产细支烟时堵搓板的
问题，团队成员迅速展开了攻坚战。

“我们通过头脑风暴法，采用机电结合、编
程控制、3D打印等技术手段，成功在老机型上
实现了搓接前剔除功能，使烟支排列整齐有
序，堵搓板现象得到有效解决。”提起工作室开
展技术攻关，卷接修理工张育斌说。这项创新
使设备有效作业率提升 1.2%，年节约废品烟
数千公斤，为企业降本 120万元，并被推广应
用至多家卷烟厂。

为提升ZJ112高速卷烟机的生产效率，降
低滤嘴切刀传动系统的故障频次，工作室大胆
创新，将齿轮传动改为带传动，并对箱体进行
结构性改造。卷包车间主任杨安礼自豪地说：

“此次项目攻关为行业首创，我们将故障修复
时间从2小时缩短至30分钟，单机年故障次数
从14.3次锐减至0.6次。”这一创新不仅提高了

设备运行效率，还成为烟草维修技术传承的典
型案例。

在生产过程中，ZJ112卷烟机蜘蛛手负压
风机堵塞现象时有发生，导致设备停机，严重
影响生产进度。工作室采用精简维修理念，通
过取消负压风机、搭建负压平衡装置和制作灰
尘收集装置，构建了新型蜘蛛手负压循环装
置。这一创新使设备效率提升至 95.8%，并且
使该烟机成功迈入国内先进机群行列。

近三年，祁磊工作室累计攻克工艺装备优
化、质量管控提升等课题 176项，其中 95项获
国家专利授权，累计为企业增效3500多万元。

薪火相传，培育技能精兵

“给徒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更要教
会他们找水的方法。”在“匠心讲堂”，祁磊常常
叮嘱成员要勇于创新。作为技能传承的重要
平台，祁磊工作室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使
命，为企业培养了大量高技能人才。

祁磊工作室力推师带徒制度，近 5年结
成 26对，多名徒弟已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80后维修工刘磊翻看自己的《工作日志》，上
面详细记录着祁磊手把手教学：“我从拆装一
个劈刀总成要 2小时，到现在能够独立快速
完成技师考试科目，多亏了师傅悉心教导。”
如今，刘磊已成长为省级技术能手，他带出的
2名徒弟也崭露头角。

工作室以赛促学、以学促用，通过开展劳
动和技能竞赛，在竞技中锻造精兵，累计培训
员工 3556人次，共计 5130课时，109名员工获
得职业资格提升，其中高级技师 2名，修理技
师 24名，工程师 2名，为技能传承奠定了坚实
基础。在各类技术比武中，工作室成员共获得
省级技术比武第一名15次，第二名23次，第三
名12次，15名成员获得省级技术能手称号。

近年来，在行业专家评委培养方面，祁磊
工作室拥有多名行业认证的高级专家，积极参
与行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与教学工作，多名成
员担任国家局培训中心技师、高级技师培训与
鉴定工作的课题讲师和国家级大赛评委。
2024年在陕西中烟的高技能人才调配中，宝
鸡卷烟厂向其他厂派出两名高技能专家，均是

祁磊工作室的骨干成员。
祁磊工作室既勇于创新，也善于总结传

承。工作室主持编写的《烟机设备机械修理
工（三到五级）专业知识》等培训教材，成为行
业技术蓝本。《祁磊工作法：国产高速卷烟机
接装质量提升改造》获选由中华全国总工会
组织编写、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优秀技术
工人百工百法丛书”，并荣获全国职工“五小”
优秀创新成果。

共享成果，彰显使命担当

工作室的创新不仅要助力企业发展，而且
要引领行业技术创新。祁磊工作室多次派成
员前往延安、旬阳、澄城卷烟厂进行技术支援，
帮助兄弟单位解决烟支内部结构稳定性、设备
效能提升等技术难题。

2024年 4月，祁磊工作室牵头组建成立
宝鸡市烟酒食品工业工作室联盟，为相关企
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指导联盟成员单位
推动工作室创新发展。在祁磊工作室的带
领下，工作室联盟累计协助成员单位开展项
目技术攻关 7次，并被确定为全市重点工作
室联盟单位。

祁磊工作室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摇篮，更
是工匠精神传播的阵地。工作室多次参加省
市各级组织的工匠精神宣讲、技术交流等活
动，向广大学生和技术人才传播工匠精神的内
涵和价值，激发了他们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祁磊工作室先后吸引延长石油、陕汽集
团、宝钛集团等 20余家企事业单位到厂参观
交流。3家中烟公司、10余家卷烟厂的技术骨
干也前来工作室交流学习，工作室的示范效应
得到了充分显现。

“初心在方寸，咫尺有匠心。”祁磊工作室
荣誉墙上的誓言熠熠生辉。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祁磊工作室将继续弘扬工匠精神，深化
技术创新，勇担社会责任，为推进新型工业化
和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祁磊（左一）为青工讲解烟机机械原理。（资料图）

匠心铸就非凡 技能托举未来

通讯员 谢 斐 杨安礼

——宝鸡卷烟厂祁磊工作室创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纪实

“我们尝试开展井间调剂，一个队的物
资可以同时申请‘进’和‘出’，盘活了项目
部整体物资库存，降低了井队成本，提高了
生产效率，24口井日进尺上千。”近日，中国
石油渤海钻探海南项目管理人员张涛在作
业现场讲述着“资源共享模式”对钻井一线
的深刻改变。

近年来，渤海钻探积极探索资源共享模式
在生产一线的应用。“根据钻机、井型适配原
则，从等停队伍及设备库中调剂重要设备给连
续生产的队伍，提高了设备利用率，让投资成
本降低不少。”装备管理部门负责人米永强说。

让设备时刻“在线”的同时，这个公司
大力推进区域“库房共享”的建设，选择部
分基层队的库房分类集中存放大宗常用物
资，并随车调剂闲置物资，实现井间“物资
共享”。“我们对配合完成回收调剂的队伍，
以 50%到 100%的不同比例进行成本核销，

有效调动了基层队参与物资共享和调剂的动力。”张涛介
绍，在海南市场，钻井队现场库存较标准库房下降了 22%。

针对机电工程师难以逐队配备的难题，渤海钻探在第
一钻井公司试点推行区域“大班共享”模式，并依托集团
公司的技能专家工作室，加速机电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
才的轮岗培养。同时，按照人机松绑、岗位匹配的原则开
展“关键岗位员工共享”，实行“核心操作岗位固定、一般
操作岗位灵活”的“大两班”配置模式，强化生产队伍的技
术力量和关键岗位人员的操作能力。据统计，公司已对
大庆、海南等市场开展了 778 人次的区域员工共享及调
整，灵活满足多样化的作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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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宝鸡东驼峰场来来往往溜放
车辆很是忙碌，但在线路旁一处处铁质
井盖上的“银帽子”很是抢眼，仔细看，它
还会随风转动，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原来，这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宝鸡电务段宝鸡东站驼峰东信号
工区负责的动力风压设备。动力风压是
驼峰场上ZK4电空转辙机道岔的主要
动力源泉，室内空压机产生的风能动力，
经驼峰场线路旁安装的风力管道，运输
至全场每组电空道岔，供给电空道岔足
够的风压带动道岔转换。

为保证风压能正常供给，每隔一段
长度就要安装一个动力风管路阀门，定

期对阀门进行检查，保证风压路径畅通，
在宝鸡东驼峰场上这种风压阀门有 12
个。2022年站场改造后，原开放式阀门
全部下沉至井内，每个阀门井地面安装
密闭式铁质井盖。

这种改造既提高了阀门的安全系
数，也改善了驼峰场整体环境。但在
随后检修养护过程中，宝鸡东站驼峰
东信号工区职工发现这种密闭式阀门
井存在井内空气不流通，作业前通风
过程缓慢，影响作业效率，受气温影
响，井内经常返潮，造成井盖潮气集结
滴水，致使井内阀门、风管路、法兰连
接件锈蚀严重。因动力风压设备属于

高压气体特种设备，正常风管内
压力不低于 0.6兆帕，易出现高压
风管路锈蚀破损，造成驼峰设备电
空道岔动力失效的隐患。

工长王焱发现问题后，组织工
区职工打开阀门井铁盖进行通风晾
晒，虽有效果，却增加了职工工作量
和劳动强度。王焱急在心里，并下
定决心，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要不把盖直接打开？”“要不
加个排风扇？”“要不开个窗口？”在
合理化建议讨论会上，大家热烈讨
论着。

在车间技术干部的支持下，王焱带
领工区职工在阀门井铁盖上开一个四
方口，尝试增加立式排风窗，但因操作
复杂而作罢。

工区职工没有放弃，大家经过集
思广益，试着给阀门井铁盖上开口处
加装一个像帽子状的银色无动力“排
风帽”，利用自然风力和室内外温差产
生的热压，自动为阀门井通风换气，不
需要任何外力动能驱动，就可以将井
内潮气排出，好像给阀门井戴上了一
顶银色“呼吸帽”。

试验成功了，安装却又成了难题，既
要能固定美观，还要防雨防尘，工区职工
绞尽脑汁，用薄铁皮对照“银帽子”尺寸
进行裁剪并打眼，用小螺丝从根部和外
缘四周固定，“银帽子”被牢牢固定在阀
门井上。在“银帽子”根部连接处，灌上
密封胶，防止雨水渗入。

经过一个月运用，宝鸡东驼峰场上
阀门井内再无返潮现象，井内阀门、风管
路、法兰连接件干净无锈，井内空气清
新，王焱带领工区职工给驼峰场12个阀
门井全部加装上了“银帽子”。

远远看去，转动的“银帽子”像万花
筒一样。大家纷纷夸赞“银帽子”解决了
阀门井的“老风湿”难题。职工现场安装“银帽子”。（资料图）

“银帽子”解决阀门井“老风湿”
通讯员 宋亚玲 杨嘉巍

在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的交界处，
绥定高速如黑色绸带穿沙越岭，串联起大
漠与城市的脉搏。4月 27日 5时 30分，陕西
交控绥定分公司靖边路产养护管理中心院
内准时响起“咔嗒咔嗒”的工具箱扣合声，四
名身着荧光绿色反光背心的巡查员列队而
出。他们是靖边路产养护管理中心巡查一
班，用“十二时辰”的坚守诠释“人在路上、路
在心上”的使命。

破晓时分：工具车装载着责任出发

“牛玲，把有裂缝的地方再检查一遍，上
行K1268处的纵向裂缝得赶在升温前处理。”
班组负责人闫文边往巡查车后备箱放防滑
链，边叮嘱道。晨光中，车身的“中国公路”
标识格外醒目，车斗里整齐码放着警示牌、
测距仪等 10余种养护设备，副驾上的巡查日
志翻至最新一页，密密麻麻记录着近 3天发
现的 6处道路隐患。

90后巡查员李毅拿着卷尺跳上车，胸前
的司徽在镜中闪烁：“闫班，今天能让我独立操
作边坡监测吗？”“先把昨日无人机传回的影像
数据整理好。”引擎声响起，这支“荧光绿色小
队”已比朝阳早一步踏上征程。“在从事 13年
的巡查工作中，他累计巡查里程超过 90万公
里，更换了3台巡查车。”闫文说。

正午骄阳：沥青路上的“显微镜式”巡检

四月的靖边段高速，地表温度虽未突破零
度，却裹挟着沙粒的凛冽。巡查车在K1270+
300处停稳，安全员牛玲率先下车，迎着风沙
捡起路上一块塑料布说：“绿化区的障碍物，特
别影响司乘驾驶路线。”

班员摆好反光锥，闫文半跪在裂缝路面
上，用专业工具精准测量：“宽度 3.2毫米，深
度 15 厘米，符合立即修补标准。”李毅举着
执法记录仪全程录像，镜头里，“路产巡查”
字样的荧光绿色背心已被盐霜析出纹路，后
颈的汗珠顺着衣领渗入工作服。“可别小看
毫米级的变化。”闫文掏出笔记本记录，“去
年就是及时处置了类似裂缝，避免了重大隐

患发生。”

暮色四合：雨幕中的“移动安全岛”

17 时，巡查车行至所辖梁镇收费站附
近，暴雨突至。“应急车道有车辆故障！”牛玲
透过雨幕捕捉到双闪灯光。李毅立即开启
警笛并减速，闫文冒雨布设警示区，只见一
辆抛锚的轿车斜停在弯道盲区，司机正试图
在雨中更换轮胎。

“先穿反光衣，到我们车里等！”闫文递
上雨衣，转身从工具车上取出液压千斤顶。
3名橙色身影在雨帘中分工协作：一人持指
挥棒疏导后方车流，一人用手电筒照亮作业
区，一人熟练拆卸破损轮胎。15分钟后，车
辆重新启动，司机摇下车窗致谢：“你们比
12122来得还快！”车灯渐远，车身贴有“中国
公路”和身着“路产巡查”字样的反光标识在
雨幕中划出温暖的光带。这样的突发救援，他
们年均执行10余次。

子夜坚守：月光下的“道路排雷者”

凌晨2时，巡查车在桥梁处突然急刹。“路

面有反光！”闫文凭借18年巡查经验判断出异
常。下车检查发现背阴处渗水在低温下形成
薄冰，如隐形陷阱一般。

“立即启动应急举措！”闫文迅速摆放交
通锥，李毅立即卸装车内常备的两袋重 200
余斤的融雪剂，牛玲认真记录现场状况。冰
面湿滑，牛玲不慎摔倒，却顾不上疼痛，将车
流量、桩号、面积等信息逐一上报。当第一辆
货车碾压融雪剂安全通过时，东方已泛起鱼
肚白，他们跺着冻僵的双脚相视而笑，“子夜
排雷”是冬季巡查的常态。

走进靖边路产养护管理中心，“先进集
体”的奖牌在阳光下闪耀。而在过往司机的
手机相册里，更留存着这些“荧光绿色守护
者”的温暖瞬间：是寒冬里递上的热水，是深
夜里陪伴故障车辆的警灯，是巡查时随手清
理的障碍物。

如闫文常说的：“车轮经过的地方，必须
是安全的地方；我们的脚步，永远要比隐患早
到一步。”这群“大漠荧光绿”用日复一日地坚
守，编织着高速公路的安全网，书写着“养好
公路、保障畅通”的新时代交通答卷。

高速路上那抹“大漠荧光绿”

通讯员 王 雪

——陕西交控绥定分公司靖边路产养护管理中心巡查一班的“十二时辰”守护

（上接第一版）

精益求精铸精品

“干活不能只讲完成，更重要的是要干好。”这是
李贵吉始终坚守的工作信条。

西安地铁工程施工时，供电系统对设备绝缘等
级要求严苛，高热潮湿环境成施工阻碍。设备房闷
热如蒸笼，电气设备绝缘性易降。李贵吉心急如焚，
带领班组成员全力攻克这一技术难题。

白天，他在设备房仔细检查每一个设备接口、每
一条电缆线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绝缘的细
节。晚上，他在办公室查阅资料，绘制线路图，反复
研究解决方案。“一定要把绝缘工艺做到极致，不能
有一丝马虎！”他在班组会议上严肃地说。

历时一年多，经无数次探索试验，李贵吉团队突
破直流设备施工安装工艺要点，解决核心技术难题，
创新柜体底座螺栓绝缘套管安装工艺。编写《城市
轨道交通变电所设备安装》专著时，他将实践经验毫
无保留融入其中。

在李贵吉的带领下，铁成班组参与的工程均一
次性验收通过，他负责安装的近 300座变配电所，个
个都是优质工程。公司领导称赞：“李贵吉总能创造
性地完成任务，他的工作成果就是品质的保障。”

言传身教育人才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李贵吉深知榜
样的力量，作为班组长，他始终以身作则。每个项目
施工初期，李贵吉都会组织班组培训。施工现场临
时会议室里，他站在挂着施工图纸前，手持指示棒，
细致讲解变电所施工安装流程与二次配线要点。“各
环节都关乎工程质量。”他语重心长地说。

施工大干时，现场机器声、吆喝声此起彼伏。
李贵吉穿梭其间，查看安装质量，手把手教作业人
员测量、运输设备和做好二次配线。“测量一定要精
确到毫米，马虎不得。”他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年轻
的工友。

生活中，李贵吉也是班组成员的贴心大哥，他经
常和徒弟促膝长谈，聊工作、聊生活：“咱们电务人就
是要勇于跨越、追求卓越。当年我师傅窦铁成就是
这样教我的。”

在他言传身教下，先后有 40 余名学徒成长起
来。班组实现了制度化人才孵化功能，培养出 35名
电力工技师。

30年来，李贵吉从一名普通的电力工人成长为
行业佼佼者，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
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
精神。“未来，我将继续带领铁成班组，在轨道交通建
设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李贵吉目光坚定地说。

机匣检验班组是中国
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精
密制造领域的核心质量
管控单元，班组承担航空
发动机机匣类、盘环类零
部件的检验任务。近日，
笔者走进中国航发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机匣
检验班组如何打造行业
标杆型检验检测团队，为
高端装备制造保驾护航。

技术能手引领创新
该班组以班组长为核

心，通过精益生产、质量管
理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
管理者的技术素养与领导
力。2021年至今，团队攻
克新型号检测难题 10项，
获得国家专利授权3项。

该班组创新构建“双
轨传承”模式，一方面，依
托王世玮、牛坡等技术大
咖，开展“手把手”“以老带
新”精准带教，将数年积累
的检测经验转化为青年成
长的“加速器”；成立“班组
讲师团”，针对质检工技能
短板制定“理论+实操”个
性化培训。2023年至今累
计培训 458 人次，组织开
展技能比武活动 2 次，两
年内累计通过技能等级鉴
定考试 20人，第二工种覆
盖率达93.3%。
劳模精神融入一线班组

在机匣检验班组，劳
模精神融入每位成员的
血脉。该班组以“劳模上讲台”“质量守规讲堂宣
讲”为载体，邀请公司劳模、技术能手等先进典型
走上讲台，为班组成员讲授奋斗历程、工作经验，
鼓舞职工在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用“难题就是考
题的担当”，诠释新时代航空发动机检验工人的硬
核风采。

随着航空发动机的更新换代，新材料、新结构对
检验技术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围绕公司科研件号、
重点型号的检测难题，成立科研项目组，明确负责
人，带领团队扎实开展技术创新实践。

2023年以来，在技术骨干的带领下，班组青年
职工完成了复杂型面型腔的盘类零件、薄壁类环形
件以及整体叶盘、叶轮的检测难题、点光源光学检
测技术，并且运用参数化检测编制了各型号喉道面
积通用测量程序以及静子叶环弦切角的通用测量
程序，顺利推进了新型号的研发试制工作。

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
走进机匣检验班组，每周一的集中学习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班组讲师团创新打造了“PPT讲解+
实物演示+抢答竞赛”三维学习模式，内容涵盖安
全、保密、检验技术及公司体系文件等。2024 年，
班组累计开展专题学习 50场，参与率达到 100%。

该班组连续两年开展岗位大练兵，由讲师团
对练兵内容进行策划、讲解，组织班组成员每周集
中学习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并针对重点难点进
行考试，巩固成员学习成果。

通过岗位练兵等举措，该班组获得陕西省质
量信得过班组一等奖、五一巾帼标兵岗、公司检验
班组擂台赛一等奖、二等奖等荣誉；班组 1名成员
获得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五一巾帼标兵”；3名陕
西省技术能手中 80%以上人员具备高级工技能等
级；其他 5名成员通过技能人才职称发展通道参加
职称评审并取得相应专业职称，成为“双师型”高
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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