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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京能集团昊华能源公司大台煤矿机电科绞车机修班
500米井筒下的安全守护

“在我们矿上来说， 机修班
组是非常重要的岗位， 风险也比
较大， 因为大部分的工作都要在
500米深的井筒里干……” 京能
集团昊华能源公司机电科党支部
书记刘卫民介绍， 大台煤矿机电
科绞车机修班主要负责立井设
备、 斜坡绞车、 主扇风机及井下
架空人车等大型设备机械维修工
作， 去年全年未发生微伤以上事
故 ， 是一支技术全面 、 高效精
干、 作风优良的专业队伍。

大台煤矿机电科绞车机修班
共有成员16人 ，1970年生人的班
长张伟从 1989年来到大台煤矿
后， 一直从事着绞车等重点设备
的机修工作。长年经验的积累，他
带的这个在机电科里承担最重任
务的班组拥有最好的安全成绩。

“五精”管理促班组达标

“班组负责立井提升绞车的
机械维修， 就像是楼房的电梯一
样 ， 但不是全封闭的 ， 要下到
500米深处，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刘卫民告诉记
者， 立井提升一直以来都是大台
煤矿和公司的管理重点和难点。

从前年开始， 公司强力推进
“五精”管理。 简单地说就是每一
项工作、 每一个步骤都要讲究精
细、精准、精确。 “也就是说把班组
整个的施工过程全部制定标准和
固化的流程，并且严格执行。 ”张
伟告诉记者， 精细体现在很多地
方，如班前会、施工会，都要精细
地按照流程， 一字不差地组织起
来，并由安监部门监督检查。

刘卫民说， 以前交接班没有
固定标准， 大家一两句话说的交
接内容比较笼统。如今，精细的管
理模式落地， 班组成员每次交接
班必须交代清楚当天的工作情
况， 具体到哪个机器出了什么问
题，要携带什么工具去处理等，每
个流程都文字化、程序化。

机电科绞车机修班严格按照
“五精” 管理的要求， 不仅在立
井检修上严格落实 “五精 ” 要
求， 更将 “五精” 管理应用到抱

索器检修、 主扇风机检修和斜坡
提升绞车检修上， 每一步做到精
细化， 提升全员的安全生产标准
化意识和规范操作意识。

检修前， 班组专人负责对罐
笼的安全保护设置进行试验， 保
证检修过程中设备的安全可靠。
检修中， 严格按照检修流程的各
项标准进行操作 ， 班组分工明
确、 责任到人， 确保不放过任何
细小漏洞。 检修后， 由盯岗人员
和检修主要负责人对照流程和标
准对检修内容逐项核查， 确保设
备安全运行。

“刚开始时也需要一个过
程， 就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家吧。”
张伟告诉记者， 机电科每周车间
会都会针对安全形势和安全管理

的要求进行宣贯， 每名管理人员
也都有分级培训 “五精” 管理和
具体的操作规程等。 此外， 张伟
还会通过对现场人员的督促、 班
组会议、 班前会等渠道向组员灌
输精细化的管理理念。

这样精细化到每个细节的管
理方式，对组员来说，他们的感觉
是管理严了，工作也越来越难了。
“做什么事情都讲标准了，每项工
作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评价， 我们
必须更细致地工作。 ”员工付涛涛
说， 他能理解这些举措是为了更
好地保证每名工人的安全。

班组安全管理上的创新

“班长张伟靠这些年的积

累， 搞了很多的创新， 进行了不
少的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尝试， 很
多都得到公司领导、 技术部门的
认可。” 刘卫民说， 通过这些创
新， 最重要的是让这个班组工作
起来更加安全了。

都说绞车机修班的工作最危
险，责任也最大，那是因为矿上的
2000多名工人，每天都要靠着这3
台绞车，送他们往返地面和500多
米深的井下。 “只要想到这2000多
人， 我这神经天天都绷得很紧。”
顶着这份压力， 除了做好日常的
检修工作外， 张伟凭借着多年的
工作经验 ， 进行了多项工作创
新， 给检修工人加装辅助保险带
就是其中一项。

在大台煤矿的工作现场， 井
口直径有5米宽， 上下运送工人
的挂笼长 3.5米 ， 宽 1.35米 。 曾
经， 工人需要从地面迈步到挂笼
上， 然后把身上的保险带拴到挂
笼上保证安全。 然而， 由于挂笼
并没有完全覆盖住井口， 工人是
有可能失足从挂笼旁的缝隙， 直
接掉进500米深的井内。

“尤其是冬天 ， 井口都是
冰， 站不稳， 往井口迈那一步的
时候很危险。” 为此， 张伟找来
了一些废旧材料， 支撑了一个横
梁 ， 安装在距离井口两米的地
方。 这样一来， 工人走到这里，
便可以先把辅助保险带挂在横梁
上， 工人万一滑倒能够起到保护
作用， 然后再往挂笼上走， 扣上
主保险带。 虽然多了一道工序，
但工人们也觉得安全了， 都乐意
先挂上这个辅助保险带。 事后，
领导也给予了表扬和奖励。

在常年的检修工作中， 类似
的工作创新， 张伟和他的团队还
做了很多 ， 例如移动式缠绳绞
车， 把原先需要四五十个工人集
体完成的工作， 变成了只需要五
六个人就能完成得很好。

此外， 为避免架空人车对轮
液力推动器的损坏， 他们在液力
推动器中增加了电磁传感器， 既
避免了由于对轮制动器故障而导
致主电机堵转故障， 又保证了设
备的本质安全。

关爱班组的年轻员工

在绞车机修班里， 除了几位
经验丰富的 “老将” 外， 更多的
是20多岁的 “小年轻”。 班组的
安全管理出了效果， 让年轻的组
员看到了希望， 他们也开始积极
地学技术， 同时通过精细化的管
理模式提升自己的收入。

“这些小孩刚来的时候比较
散漫，在技术学习上不追求进步，
日常检修的项目都比较简单。 ”刘
卫民告诉记者， 他对这个班组进
行了不间断地观察， 通过今年年
初调整岗位工资， 员工们的变化
非常大。 “思想方面发生了变化，
大家看到了希望就更好地干活
儿，认真跟着师傅学技术。 ”对于
这种变化，张伟的感触更深。通过
精细化的管理， 曾经员工还可以
吃饱混天黑， 现在每个人都有责
任和压力，检修好的能多挣钱，检
修后出问题就要扣钱。

班组里的年轻人开始主动要
求跟着师傅学复杂的工艺， 学工
作原理和检修方法。 黄海涛、 李
万立、 付涛涛等年轻小伙子， 已
逐渐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主
角， 担当起一些重担。

除了手把手地教他们技术
外， 在日常工作生活给予他们更
多的关注， 也是确保安全生产很
重要的一环。 张伟非常留心观察
每名员工的思想变化， 一旦觉得
他们神情不对， 就会主动询问。
前一天没睡好觉的， 跟家人吵架
心情不好的， 觉得干活多心里不
平衡的， 他就不会给他们安排危
险的井下检修工作， 尽量安排平
地上的工作， 避免出危险。

曾有一名年轻组员玩手机游
戏输了一万多元， 张伟注意到他
总是有心事，老是盯着手机，询问
后就取了一万多元借给他， 并称
以后有了钱再还。结果不到一年，
这名员工就把钱都还给了张伟，
并且表示再也不玩手机游戏了。

“帮他们解决问题，为他们着
想，之后再交给他们工作，大家都
会认真踏实地完成。 ”张伟说。

□本报记者 盛丽杨青风：为视障者打开新“视”界

丰台区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
心 （原丰台区一加一残疾人文化
服务中心） 主任杨青风是一位先
天性视力障碍者。 自己本身是视
障者又服务于视障者， 这应该是
他和众多公益人最大的不同。 尽
管在生活中会时刻面临视障的挑
战， 但杨青风却觉得正是如此他
才更了解视障群体的需求， 在从
事公益服务的过程中， 这种深入
了解也成了很大的优势。

2006年， 杨青风加入一加一
（北京） 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学
习广播制作， 还作为主要成员参
与组建了一加一声音工作室 。
2008年， 残奥会在北京举行。 为
了实现视障者感受残奥会的心

愿， 杨青风和同事产生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通过网络为全国视
障网友直播残奥比赛实况。

杨青风和同事们把这个想法
与奥组委、 残联等各个部门进行

沟通，终于取得了残奥会记者证。
他也成为了北京残奥会唯一一个
注册的视障记者。 他和同事每天
会为全国视障者直播包括盲人门
球、盲人足球、游泳等残奥赛事。

在比赛转播之余， 视障网友
也会在QQ群里讨论大家关心的
话题。 杨青风回忆， 他至今难忘
的一个网友留言这样写到： “在
听到你们的节目之前， 我以为世
界上只有我一个盲人， 只有我最
可怜。 而听了你们的节目， 我除
了了解了比赛， 更重要的是认识
了很多和我一样的视障朋友， 我
觉得世界一下子大了。”

2010年起， 杨青风一直担任
中国之声 “残疾人之友” 节目的
客座主持人。 他的声音为很多视
障者送去了重要的信息， 也送去
了温暖和希望。 随着节目一期期
播出， 许多视障者通过他的节目
找到了工作， 找到了盲人学校，
甚至还有人通过节目的交友活动
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

视障者如何带孩子？ 视障者
如何做饭、 用电脑？ 经常有视障
朋友这样问杨青风。 过去每当遇

到这些问题， 杨青风便找到一些
有经验的视障者来回答 。 渐渐
地， 他意识到各自分散的视障者
在独自面对生活时， 可能很多人
有相互分享和支持的需求。

于是同年， 杨青风创办了国
内首条视障者互助热线 “视障热
线” 电话服务。 热线接听员均为
视障者， 可为全国视障者提供生
活经验分享、 辅助用具指导、 法
律政策咨询、 医疗信息查询等服
务。 目前， 该热线已为超过5500
位视障者提供了服务。

为了使视障者能尽快读到纸
质书， 杨青风还带领团队开启了
纸质书转化无障碍电子版的服
务。 项目采用志愿者对图书进行
扫描、 校对等过程， 实现无障碍
电子版的制作， 从而满足视障者
阅读的个性化需求。 目前， 项目
的志愿者超过500名， 服务超过
200位视障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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