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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带出优秀安全检查队的女队长

“大家选举我为咱们长沟安
全生产检查队的队长， 是对我以
往工作的肯定、 信任和支持， 我
感谢各位领导对我的器重和厚
爱。 这次任职对我来说不仅是一
种认同与接受， 更是一份希望和
重托。” 这是马东霞在2015年被
选为房山区长沟镇安全生产检查
队队长时说的一番话。

那时， 镇里的安全生产检查
队刚刚组建， 担任队长后的马东
霞向队员们提出 “勤学”“务实”
“团结”“廉洁”四点要求。 她不仅
这样要求队员， 也同样高标准要
求自己，带出了一支安全检查队。

每次参加局里的任何培训 、
学习会， 她都认真听课做笔记，
不懂的在课下和同事 、 老师探
讨、 请教。 为了学习安全专业知
识， 马东霞连续两年参加注册安
全工程师考试。

为了让队里的管理有据可

循，在任职初期，她首先主持编制
《长沟镇专职安全员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通过完善安全生产检查
队各项规章制度， 不断地落实安
全监管职责，以制度促落实，提升
队里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实效。

有了制度以后， 为了明确工
作职责， 马东霞提出安全员以组
为单位划分任务， 让大家各司其
职， 明确管理区域。 她将长沟镇
安全生产检查队分为3个检查小
组， 分片负责管理， 在提升安全
员工作效率的同时， 真正地帮助
生产经营单位解决问题。

此外， 她还要求安全员们必
须严格按照区局布置的任务指标
完成绩效， 同时要求对重点行业
领域进行专项检查， 每个月全覆
盖一次， 每半个季度将全镇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一次全覆盖检查。

“队伍有了规矩、 有了干劲，
工作也就好做了。” 马东霞告诉

记者， 在2015年对生产经营单位
进行普查这项艰巨的工作中， 她
带领整个安全生产检查队开展安
全生产条件普查工作， 入户调查
近千家， 完成实体企业普查登记
509家， 圆满完成第一次安全生
产条件普查任务。

除了带队伍， 作为队长的马
东霞也需要经常在辖区内进行安
全检查。检查到一家零售商店时，
她发现店里没有配备灭火器，没
有张贴安全标识，电源线没有套
管 ， 整个店里货物摆放也比较
杂乱等。 马东霞当即指出这些安
全隐患， 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
书，但老板对她的工作并不支持，
拒绝在整改通知书上签字， 还说
出了“既不会买灭火器，也不会贴
标识，更不会给电线套管”的话。
她听了后语气还是很平和， 耐心
地和这位老板讲解隐患引发 安
全 事 故 对 人 身 财 产造成的危

害， 还讲了以往发生的小隐患引
发大事故的实际案例。

当老板看到马东霞继续耐
心 讲解后 ， 语气也不那么强硬
了。 “你是真心为我们服务， 为
我们着想， 我听你的， 这些问题
肯定按时完成整改， 你放心， 到
日期你来复查， 保证通过。” 他
边说边在整改通知单上签了字。

“如今， 长沟镇安全生产检
查队已经开展工作3年了， 生产
经营单位对这项工作也越来越理
解 ， 越来越支持 。” 马东霞说 ，
目 前 ， 全 镇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成
效 显 著 、 安全形势良好 。 为了
巩固工作成果， 她还与各生产经
营单位签订了 “安全生产责任
书”， 层层落实责任， 使生产经
营单位负责人、 管理人员加强了
安全管理意识， 并且做到对隐患
自查自改， 加大了企业对自身的
管理力度。

———记房山区长沟镇安全生产检查队队长马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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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十年摸爬滚打， 十年苦练钻
研， 从一名对地采和台车一无所
知的高校毕业生，到“全国技术能
手 ”，32岁的他说出了自己的秘
诀：“比别人多做一点， 比昨天的
自己多前进哪怕一小步， 都是成
长的累积。 ”首钢矿业公司杏山铁
矿青年台车司机于连有， 就是跟
着巷道掘进的方向和步伐， 不断
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井下与岩层作伴
的地采青年

于连有现担任首钢集团有限
公司矿业公司杏山铁矿开拓作业
区281掘进台车机长。 可十年之
前， 他还只是一名从唐山学院机
电一体化专业毕业后在杏山铁矿
开拓作业区作业的一名普通地采
工人。

“那时， 杏山铁矿正处在露
天转地下开采基建期， 工人们每
天需要深入几百米深的井下， 与
潮湿的岩层为伍。 这让我深刻体
会到了矿山人的不易 。” 那时候
现场的环境很差， 每天衣服都会
被井下的淋水浸透， 于连有身边
很多一起来的同学、 同事都打起
了退堂鼓， 选择了离开， 可于连
有坚持了下来。

“不管选择哪个职业 ， 都注
定会历经艰辛与磨难。 这里也许
能有更多成长的机会， 再说找份
工作不容易， 哪怕只是为父母安
心也要咬牙坚持下来 。” 于是 ，
于连有每天穿着雨衣 ， 抱着钻
头， 同工友们一起去井下负45米
水平至负75米水平下沿及主斜坡
道的锚杆孔工作， 上井后， 他身
上的衣服如同塑料一样硬。

2010年，矿里正式引进281掘
进台车设备， 于连有正式成为台
车司机。 他迫不及待地向厂家要
来随车附带的说明书和图纸，自

己花钱复印了一份。然而，设备的
复杂程度以他当时的经验和能力
很难弄明白， 仅台车上的一个液
压系统就能把他为难得满头大
汗。每天下班回到宿舍，他都会上
网向全国知名论坛协会的资深设
备人员虚心求教。

然而， 理论学习毕竟是纸上
谈兵。 于连有一个班下来只能完
成七八个穿孔作业任务， 而且穿
孔质量很差， 经常把两个相邻孔
打穿， 有时还会将钻杆卡住无法
拔出， 根本完不成生产任务， 成
了台车司机中的 “落后分子 ”。
为了追上其他人， 下班后， 他就
晚上井1个小时， 跟其他班组的
同事 “偷师学艺 ”， 下白班时 ，
他就到井上的训练场地独自练习
对孔 。 有次他上的是下午四点
班， 可在零点下班时为了向零点
班的师傅请教一个问题， 以至于
忘记了时间， 没赶上升井的最后

一班车， 就不得不从负75米水平
沿着主斜坡道走回了井上。 经过
无数次测量、 调整、 操作， 他逐
渐总结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穿孔
方法， 形成了肌肉记忆， 穿孔效
率也逐步提升， 达到一个班能完
成一个作业面56个孔的水平， 提
效达七八倍 ， 合格率近 100% ，
技术水平在同岗位中位居前列。

用青春献礼掘进巷
道的 “拼命三郎”

同年 ， 24岁的于连有成为
281掘进台车机长， 开始管理281
台车。 于连有表示， 作为台车机
长， 要付出更多。 每当设备有故
障时，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必
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有一次， 于连有在回家路上
接到车间电话， 281台车行走过
程中突然没有了动作， 发动机部

位出现异响 。 已到小区楼下的
他， 匆匆给妻子打了电话后就立
马回到矿里组织抢修。 由于设备
停在巷道内 ， 无法将其拆除移
动， 于连有就躺到车底， 将手伸
进不足10厘米的地方拆卸部件，
整个小臂被接头、 铁板蹭出了十
几条伤痕。 拆完之后， 他用双手
托起40公斤的行走泵长达两个小
时， 配合修理工进行修理， 整个
过程历经10个小时。 上井后， 他
给家里回电话报了平安， 就坐在
电脑前进行总结。 等同事给他买
来饭菜， 看到的是一张趴在电脑
桌上疲惫的脸。

走上设备技术管理岗位后 ，
于连有逐渐认识到要通过自己的
努力创新和拼搏为企业分忧 。
2015年以来， 钢铁和矿山行业遭
遇了历史上的“严冬期”，面对铁
矿石价格下滑给矿山生产经营带
来的冲击， 降低成本消耗迫在眉
睫。作为机长，于连有积极与车间
同事沟通研究备件国产化工作。
那一年，他完成国产化项目27项，
节省备件成本30余万元。另外，他
积极开展修旧利废工作， 对可以
修复的备件不许交旧， 全年修复
液压主泵、凿岩机托板、靠帮角油
缸等11项，节省成本10余万元。

摘取全国大赛桂冠
的首矿追梦人

2016年， 于连有接到参加同
年度 “鞍矿杯” 全国冶金矿山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参加
全国行业的技能竞赛， 这样的机
会在我的工作生涯中并不多， 也
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我是拼尽
所有的力气在打这场比赛， 包括
赛前的选拔阶段、 训练阶段， 真
是全身心地投入。” 赛前训练是
在三伏天， 于连有每天早早把设
备摆放好， 把每次点检和穿孔练

习都当作是正式比赛。 “这个孔
碰壁了。” “这个孔推进梁角度
大了。” 每一次训练， 他都将过
程中的不足记录下来， 哪个方位
的大臂应该摆到什么位置， 推进
梁的角度是多少， 前顶盘离架子
距离多少， 他都能随口说出。

于连有在练习中发现， 对螺
栓的点检失误率比较高， 为了准
确找出故障点， 他准备了一个录
音笔， 把用点检锤敲击的正常声
音和故障螺丝不同程度松动的声
音全部录下来然后反复听， 形成
声音记忆 。 为提高比赛作业效
率， 他在训练的模具上挂了一个
铃铛， 每次碰壁铃铛都会响， 有
失误时他就把动作反复操练十几
次。 为了应付比赛中可能出现恶
劣天气的情况， 不管阴天下雨还
是烈日高照， 于连有都坚持不懈
进行训练。 当宣布第一名是自己
的那一刻， 于连有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狠狠地掐了一下自
己， 又问身边的人： “刚才是说
第一名是我吗？” 当众人把目光
汇聚到他身上时， 他才相信是拿
下了281平巷掘进台车司机桂冠，
荣膺 “全国冶金矿山行业技术能
手 ” 。 2017年 ， 他又光荣成 为
“全国技术能手”。

杏山铁矿机动科内燃专业
员、2016年“鞍矿杯”全国冶金矿
山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裁判白宝
刚评价于连有：“他肯学， 工作认
真， 任劳任怨， 技术上能独当一
面，是一把好手。 能取得冠军，跟
他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 有次
训练，我看见别人都在避暑，而他
还在毒阳下坚持训练， 任凭汗水
湿透衣背，他夺冠理所应当。 ”

“十年青春， 我把梦想托付
给地采， 献给了台车， 但成绩只
代表过去， 我还要走向更深更坚
实的巷道， 走向更远更美好的未
来。” 于连有说。

———记全国技术能手、首钢矿业公司杏山铁矿台车司机于连有
巷道深处“掘进”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