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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发射场，海岛闷热
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湿气。

“5、4、3、2、1！”随着倒计时声落，
烈焰瞬间吞没发射台，巨大的轰
鸣震得地面颤抖。看着托举着
空间站核心舱的火箭划破苍
穹，赵俊的眼眶也瞬间湿润。

那些在车间里为了攻克激
光除积碳技术熬红的双眼，那些
师徒传承中并肩作战的日夜，都化作胸腔
里翻涌的热浪……

5月20日，航天六院西发公司十车间
液煤三班班组长赵俊回忆起护航中国空
间站核心舱发射时的情形，心情还是久
久不能平静。

这个平均年龄27岁的“金牌班组”，承
担着火箭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试车配合、整
机清洗等核心任务，用青春和汗水浇筑大
国重器的可靠根基。

精益管理筑牢质量防线

在航天领域，质量是生命线，而液煤
三班的质量管理，堪称“显微镜下的艺
术”。班组秉承“1+1+N”质量管理理念，
每月的质量分析会如同“诸葛会”，23项
易错操作、16项薄弱环节在头脑风暴中
被逐一攻克。

“多余物防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个
碎屑就可能让火箭‘心跳’失常。”赵俊介
绍道。

为了实现“零多余物”目标，班组的
“防控组合拳”招招精准：定制的周转防护
件如同给零件穿上“防护服”，导管内窥镜
检查像给血管做“CT”，自制的接口堵塞
装置则是严防异物入侵的“铁闸门”。

在拧紧力矩控制环节，组员翟金辉
展示着班组自制的特型扳手：“这些‘小
家伙’可是我们的‘力矩守护者’，通过上
百次试验，现在每个连接点都能达到‘指

纹级’精准。”
单元经营模式让“人人都是经营

者”。早晚错峰用电的“省电经”、精确到
毫升的耗材管控，每年为班组节省 30万
元成本。翟金辉对此深有体会：“2024年
我提的 6项合理化建议，不仅省了 3万元
费用，还拿到 4500元奖励，这就是‘会过
日子’的回报。”

从质量管控到成本治理，这支年轻
的队伍用“绣花功夫”织就了航天制造的
精细网格。

脉动产线激活创新引擎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新区总装厂房，
一条银灰色的脉动生产线如同沉睡的巨
龙，而当“机器人同事”开始舞动机械臂，
这里便化作智能制造的舞台。“以前是

‘人围着机器转’，现在是‘机器跟着流程
走’。”赵俊看着激光测量与机器人的“默
契配合”欣慰地说，曾经需要 5人耗时半
天的大型组件对接，如今只需2人轻按按
钮，43分钟即可完成。

这条凝聚着班组全员智慧的产线，
从论证到调试都刻着“创新印记”。千余
道工序的工时统计、16份标准作业指导
书的编制，让每个环节都有“数字标尺”；
非接触式测量、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将
装配周期缩短 40%以上。最令人惊叹的
是“黑灯作业”区域，激光除积碳技术如同

“光刀”，在无人操作的环境中精准剔除积

碳，劳动强度降低30%，产能却提升9倍。
“看，这是我们的‘QC明星’。”汪文

强指着墙上的奖状介绍，班组近三年完
成的8项技术革新、17项五小成果中，“崭
新如初”QC课题斩获西安市一等奖，让
内腔清洗效率提升 1.4倍。而他与刘嘉
琦、王川东提出的模块化生产模式，已在
现场开花结果，成为提升装配效率的“秘
密武器”。

从手工刷洗到智能脉动，从“汗水制
造”到“智慧创造”，班组用创新之火点燃
了航天制造的新质生产力引擎。

“雏鹰”振翅践行匠心传承

班组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打造高
技能人才成长摇篮。在杨华大师工作
室，一幅岗位能
力 矩 阵 图 如 同

“成长路线图”，
清晰标注着每个
成员的技能进阶
路径 。“一人一
案”的培养模式，
让李卓、张开阔
等青年骨干如同
破土新苗，如今
已能独立带队完
成厂外交付，多
次参与重大型号
发射任务。

“带徒弟就像调发动机，得
摸清‘脾气’，找准‘发力点’。”
赵俊看着正在进行导管装配
的徒弟们，眼神里满是期许。

每季度的劳动竞赛如同
“练兵场”，电性能测试、导管装
配等项目上，青年们争分夺秒、
各显神通。在陕西省首届“三
秦工匠杯”决赛中，李宁凭借扎

实功底摘得钳工一等奖，被授予“陕西省
技术能手”称号。何益东、彭亚翔等 6人
获评发射任务先进个人，任德斌更是荣
获航天基金奖，成为技能专家。班组则
先后荣获陕西省2024年班组建设大赛三
等奖、六院模范班组、西发公司航天精神
荣誉奖等多项荣誉。

“在这里，每个岗位都是成才的舞
台。”张开阔一边调试设备一边说。

从“雏鹰计划”的师徒结对，到技能
大赛的实战淬炼，班组已构建起“选育用
评”全链条培养体系。

如今，岗位能力矩阵顶层人员从3人
增至10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
青年铁军正和大国重器的“脉搏”开启同
频共振。他们用滚烫年华，在星河里写
下最年轻的注脚。

5月26日，在中航工业庆安数控厂的
生产现场，一群技能大师正以“微米级”
精度攻克技术壁垒。“直线度精准度达
0.002”“突破液压马达微米级形变累积
难题”的讨论声此起彼伏，他们围坐在设
计图纸旁推演参数、在展台边比划数控
模块改良方案，让一个个“金点子”落地
生根。

如今，这个由 9位航空工业首、特级
技能专家领衔的多工种融合型团队——
创新工作室联盟，正以“室站分离、干师
结合”的模式，在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
跨界协作中书写工业文明新叙事，为智
能制造注入澎湃动能。

匠心集结：从单打独斗到联盟共生

作为中航工业庆安的机加生产主力
军，数控厂以王吉刚、王卓岗、陈栓等9位
技能专家为核心，整合数控车、研磨、加
工中心等多领域力量，构建起“一个联盟
团队+两大任务目标+三个劳模创新工作
室+四个现场工作站”的立体化创新矩
阵。“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匠人凝
聚起来，就能创造奇迹。”数控厂书记王
丹飞的话，正是这支团队的真实写照。

在某重点工程液压马达自主研制
中，联盟成员“摸着石头过河”，通过跨领
域技术协同突破重重壁垒：加工前联合
制定方案，加工中动态填补技术空白，加
工后全流程验证工艺。从模拟加工排除
疑难杂症，到收集千组数据构建技术模
型，他们以“聚”与“合”的叠加效应，成功
实现产品核心技术国有化，更让筒体类
零件刚性攻丝、滚压工艺精密加工等 10
余项创新成果落地生根，成为破解“卡脖
子”难题的先锋力量。

智慧共生：从技术孤岛到创新生态

创新工作室联盟的价值，不仅在于
攻克单一技术难题，更在于构建开放协
作的创新生态。在生产现场这座“富矿”
中，联盟成员打破工种壁垒，让数控编程
与研磨工艺碰撞出火花，使传统钳工经
验与数字化建模实现融合。例如，在密
封环研磨工艺优化中，数控专家与研磨
技师联合设计气动配磨试验台，将手工
研磨误差从 0.01mm压缩至 0.005mm，将
生产效率提升3倍的同时，更形成可复制
的工艺标准。

这种“共享技术、共研难题、共塑生

态”的模式，让创新从“单兵
突击”转向“集团军作战”。
数据显示，联盟成立以来，
累计完成技术攻关项目 20
余项，推动智能产线建设关
键环节突破 5项，相关成果
在航空装备配套领域实现
批量应用，不仅为企业节约
成本超千万元，更以“创新
共同体”模式重塑制造业协
同创新范式。

匠心传承：
从“头雁领航”到“群雁齐飞”

联盟不仅是技术攻关的平台，更是
人才培养的摇篮。

“自己会不算能耐，教会大家才是真
本事。”这是联盟专家的共识。以知识工
程为载体，技能大师们将数十年经验转
化为《精密加工工艺手册》《多工种协同
操作指南》等标准化成果，通过“技能专
家谈数字化制造”等系列讲堂，实现技术
经验的系统化传承。

在传帮带实践中，联盟构建起“导师
带徒+项目实战+竞赛淬炼”的培养体系：
陈栓大师工作室的侯大年团队，通过“液

压马达攻关项目”带教，让青年技师刘婷
从“操作能手”成长为“工艺骨干”；王健
罗永兴工作站以“智能产线调试”为课
题，培养出 6名高级技师和 2名航空工业
技术能手。截至目前，联盟已为行业输
送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技术能手1名、航
空工业讲师1名，形成“培养一个、带动一
批、辐射一片”的人才裂变效应。

面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浪潮，这支联
盟正以“攻关创新创效”为锚点，在液压
马达精密加工、智能产线核心工艺等关
键领域持续深耕。未来，他们将继续以多
工种协同为“分子链”，让“聚智共生”的联
盟文化成为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密钥。

初夏的海南，烈日炙烤大地，潮湿的海风
裹挟着热浪席卷昌江核电建设现场。来自中
船集团陕柴重工的调试人员正与时间赛跑，
与高温抗衡。

5月 27日，在完成前期两台机组的调试
工作后，现场调试团队又顺利完成第三台机
组对中工作，实现项目又一重要节点。回眸
拼搏历程，陕柴调试人员忙碌而坚定的身影，
已成为项目现场最炽热的奋斗注脚。

昼夜鏖战，与时间赛跑

凌晨两点，柴油机厂房的照明灯依然通
明。调试工程师卢战林摘下沾满油污的手
套，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眼前的控制屏数据
终于跳转为绿色。“第 37次带载试验成功！”
沙哑的欢呼声在厂房内响起，这个3人的“急
诊”团队已在 72小时内完成柴油发电机组的
上百项功能测试。

作为“核电站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柴油
机系统涉及机械、电气、仪控等10余个专业，
调试窗口期却仅有 20天。卢战林的笔记本
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倒排节点：3月 20日完成
油系统冲洗、3月 30日启动首次点火、4月 10
日实现满功率联调……“每个环节都环环相
扣，我们必须零失误。”说话间，他工服后背的
汗渍在灯光下泛着白痕。

高温“烤”验，汗水浇筑“精度”

厂房内实测温度达 42℃，柴油机运转时
局部温度更逼近60℃。调试人员需要趴在烫
手的钢制平台上，用千分尺反复校准飞轮间
隙；跪在狭窄管廊中，逐段检查近千米的油
路密封。95后调试工程师张帅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每次听到柴油机平稳运行的
轰鸣，就像听见心跳一样踏实。”

3月 25日的突发状况让所有人绷紧神
经，3号机组启动时油压异常波动。仪控调试
工程师刘成龙连续 18小时驻守现场，排查了
所有传感器信号及传感器到电气柜的通道，
最终将问题锁定在传感器板卡安装误差。“核
电安全容不得毫厘之差。”摘下起雾的护目镜
时，他眼底已布满血丝。

4月10日14时48分，随着昌江3EMQ柴
油发电机组通过68小时连续试运行，昌江3/
4项目3号机组冷试顺利完成，应急电源系统
宣告全面就绪。调试团队用 100多份验收报
告、500余项测试数据，在琼州热土上书写下
新的质量标杆。而在面对客户发来的感谢信
时，他们只是憨憨一笑……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
汉馆，活跃着这样一支特
别的“巾帼安保队伍”，她
们用专业与温情，在文物
守护的岗位上，绽放着独
特的芳华。5月24日，笔者
对话了这支队长为王小宁
的西安中诚卫驻秦汉馆女
子安保队。

2023年 11月，秦汉馆
进入“边完善边试开馆”阶
段，当时女子安保队初创
团队仅有5名队员，面临诸
多难题。白天，她们集中
学习规章制度、练习安检
流程以提升专业技能；夜
晚，钻研文物保护常识、熟
悉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甚
至熟背文物展柜位置与讲
解知识。

试开馆后，随着游客
增多，安检强度加大，她们
手持安检仪一站数小时，
耐心解答游客询问。到
2024年3月，队伍发展至22人。

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秦
汉馆开馆日”当天，面对单日上万人
次的客流高峰，队员们集思广益，提
前谋划，检查设备、优化安检流程，
创新实施“潮汐安检”“无接触预检”
等举措，在确保安检覆盖率 100%的
前提下，将通行效率提升 40%，零
失误完成重大活动安保任务。

安检工作是保障安全的首道防
线，也是展现服务形象的窗口。女
子安保队秉持“安全与服务并行，温
馨与热情同在”的理念，创新推行

“五心服务法”，即贴心的引导手势、
耐心的答疑解惑、细心的扶老携幼、
公心的突发处置、暖心的微笑服务，

收获游客广泛赞誉。
去年暑期，三名省外

中学生因预约失误无法进
馆急哭，队员安抚并手把
手教其操作，助他们顺利
进馆。遇到携带婴儿车的
家庭，她们帮忙推车；看到
行动不便的老人，主动搀
扶。自开馆以来，她们累
计帮扶特殊群体327人次，
寻回失物 89件，收到感谢
信 15封、锦旗 3面，成为游
客心中的“暖心驿站”。

队伍里队员来自各
地，年龄各异。为增强凝
聚力，队长王小宁为队员
建立“成长档案”，记录生
日、特长、兴趣爱好和家庭
信息。队员们亲如姐妹，
相互帮助。有队员因异地
恋影响工作，其他队员帮
忙调整排班促成其与男友
在秦汉馆约会；有队员生
理期不适，队友会递上红

糖姜茶。在充满爱的氛围中，这支
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队伍离职率
全队最低，还先后涌现出 2名“先进
个人”获得上级表彰。

每天，队员们在秦汉馆“北斗七
星”建筑群前，重复着上千次弯腰安
检、数万步展厅巡查、百余次温馨指
引，说着不计其数的“你好，请通
过”。她们用柔弱肩膀担起守护文
物的重任，用细腻心思温暖每一位
游客，让身影与古老文物交相辉映，
在岗位上绽放别样芳华，书写新时
代女性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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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竞速的核电“急诊人”
——中船陕柴昌江核电柴油机调试团队项目攻坚小记

通讯员 邢 焱 刘 兴

↓↓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5月 23日，陕煤
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机电一队
变电运行班班组长陈小珊谈及荣获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时感慨道，“这是团队十几
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近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公布 2024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表彰名单，这支由
23名女工组成、平均年龄 30岁的“娘子军”
榜上有名。

青春集结，匠心铸魂育尖兵

“班组成员大多是大学毕业后就扎根
在这里，我希望她们能把理论知识转化为
煤矿供电运行与维护的实际工作能力。”陈
小珊回忆起组建班组的初衷时说道。

作为高压变配电工，工作中需具备极
强的心理素质和严谨细致的态度。每次井
下电力监控后台出现跳闸故障时，年轻值
班员虽嘴上说害怕，却能迅速拿起鼠标，逐
一查看后台报警信息。

2018 年夏夜，变电所值班员张赞正在
值班，突然电闪雷鸣，变电站瞬间陷入黑暗。
张赞和年轻同事虽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了
一跳，但迅速稳住心神，默念“不能慌”。

她立刻行动，恢复UPS装置、站内照明
和主控监控后台通讯，快速排查站内设
备。最终发现是35千伏一段出线遭雷击导
致过流跳闸。

“经过这件事，班组成员都时刻提醒自
己，无论天气如何，都要坚持每天认真巡视
高压设备，严格按章操作，绝不能有丝毫马
虎。”张赞说。

这支以85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队伍，
在人员选拔上始终坚持高标准。“电力工作容
不得半点马虎，成员必须有敬业心、够细心耐
心。”陈小珊表示，正是这份严谨，让团队拥有
了2名技师、10名高级工和5名中级工。

创新赋能，智慧护航保安全

“设备老化、新问题频发，人员水平差异大，都是我们必须攻克的难
关。”技师宗婷婷直言挑战重重。为此，班组创新提炼出“四巡三到位”巡
视法、倒闸操作“六要八步”流程。“这些方法都是从上千次操作中总结出
来的，就像给工作上了‘安全锁’。”陈小珊介绍道。

以往，值班员查看保护装置参数信息十分繁琐，需打开集控柜后门，
在众多线路配件中找标签，既耗时耗力，还存在触电风险。为解决这一
问题，班组依据煤矿安全规程并结合现场实际，统计保护装置参数并生
成二维码，贴在保护器正面左下角。

如今，值班员随时可扫码查询信息或联系厂家，既保障了电气设备
安全运行，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在安全管理上，班组以“靶向学习法”为抓手，通过“每日一题”、月末
实操考核、安全案例视频学习，实现“人人会应急、个个能处置”。

张赞说：“每天的学习和考核，让我们对设备巡视内容和标准烂熟于
心。”凭借这些举措，班组实现每年井下9个10千伏采区变电所远程停送
电4468次零失误，检修任务完成率100%，安全无事故运行长达6292天，
用数据诠释了“零差错”的专业水准。

薪火相传，团结奋进创佳绩

“最难忘那次空压机高压开关柜故障，我们反复排查 3小时才找到
‘远方就地’转换开关的问题。”班组成员任赛回忆起技术攻坚的经历时
说。班组自主完成的 80余项创新项目和攻克的 50余个技术难题，为矿
井安全生产注入动能，每一项成果都凝结着团队的智慧与汗水。

“咱变电运行班姑娘们，面对高压变配电这种高风险、高技术活，都
有积极钻研、勇于创新，成果实用又高效。”机电一队队长吴含军说。

这支年轻队伍通过 70余名师徒结对，发挥“传帮带”的优良传统。
张赞带着唐培，从基础的设备认知到复杂的故障处理，她都耐心教导。

技师宗婷婷则带着郭泉孜，每一次操作，她都认真讲解要点，纠正郭
泉孜的错误。“带徒弟就要打好基础，理论和实操缺一不可。”宗婷婷在

“师带徒”中始终坚持这一理念。
普通班组成员任赛对此深有感触：“刚入职时，面对复杂的电力监控

系统，我连鼠标都不敢动。是姐妹们手把手教我画电路图、练操作，让我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值班员。”

展望未来，陈小珊信心满满：“我们将以更高要求推进标准化建设，
提升创新创效能力，让这支队伍在煤海深处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5月 21日 20时 28分，商洛市
山阳县110千伏山阳变10千伏129
工业专线开关本体突发故障爆燃，
导致山阳县城区内 7条 10千伏公
网线路全部停电，231 台配变、
15882户用户用电受到影响。

故障发生后，国网山阳县供
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以

“分钟级响应”展开应急处置，上
演了一场电力保供的“速度与担
当”之战。

国网山阳县供电公司主要负
责人第一时间赶赴山阳县调大厅
坐镇指挥，组织多部门协同联
动。配网调控抢修指挥班迅速响
应，通过配电自动化系统，在 17
分钟内执行倒闸操作，于 20时 45
分完成 7条可转供线路的负荷转
移，将停电影响压缩至最短时间，
提升用户停电感知。

在负荷转供期间，山阳调控
抢修指挥班通过D5000调度实时
系统，全程实时监控线路负荷数

据，避免出现线路过载风险。同
时，对 2281234、8321100报修热线
及 95598报修工单用户进行停电
解释与全量回访工作，逐一告知
抢修进度并致歉，业务响应及时
率、用户满意率均达 100%。在此
次应急处置中，共受理95598故障
报修工单6件，未受理意见及业务
申请工单，充分体现了该公司的
优质服务成效，实现“停电不停服
务”的承诺。

5月 22日 4时 23分，110千伏
山阳变 10千伏 I 母试送成功，配
网调控抢修指挥班立即联动山阳
变电运维班展开后续操作，于 4
时 59 分完成所有无故障出线间
隔的送电工作。从故障发生到全
网恢复，山阳电力人不间断奋战，
交出了一份“快速响应、精准调
度、温情服务”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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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响应 温情服务
通讯员 章玉花 刘思言

通讯员 向 依

多工种协同破解“卡脖子”难题
——中航工业庆安数控厂创新联盟的精密制造攻坚实践

让火箭“心脏”精准跳动
——探秘西发公司十车间液煤三班的航天逐梦之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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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合影团队成员合影。。

液煤三班集体合影液煤三班集体合影。。

昌江项目机组调试现场昌江项目机组调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