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彭新立创新工作室
国网北京密云供电公司

岗位创新紧贴作业一线

彭新立是北京市劳动模范。 多年来， 彭新立
创新项目获得专利18项， 开展QC （“全面质量
管理”） 活动17次， 5次获得北京市电力公司群
众性创新成果奖， 他的创新成果都普遍应用在
密云供电公司内部。

1974年出生的彭新立如今已经在密云供电公司
工作27年时间了。 从最开始的线路工到如今的配电
线路高级技师， 27年的风雨兼程， 彭新立从未离开
线路作业一线。 长期的野外作业， 不仅让他熟悉和
掌握较高的作业能力， 更让他有机会在岗位一线中
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破解工作中的难题， 让创新
成果源自一线， 也服务于一线。 彭新立说， “身为
劳模， 岗位创新这件事， 我当仁不让。”

彭新立是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的 ，
在此之前， 扎实地岗位工作早已让他成为很多人的
榜样。 而不甘平凡的彭立新， 在成为劳模后便一头
扎进了岗位创新的漩涡里。 之所以说是漩涡， 是因
为在彭新立看来， 岗位创新是乐趣无穷的。 “有时
候， 琢磨一个关键性问题， 我可以坐在图纸前几个
小时不动， 直到思路打开， 问题迎刃而解为止。” 彭
新立告诉记者， 他还记得第一个创新成果得到应用
后的兴奋与自豪。

2006年， 已经开始从事带电作业的彭新立， 带
领团队穿梭在密云的城镇与乡村， 在扎实做好线路
新建和维护工作的同时， 也在琢磨自己手中的作业
工具和安全规范。 “以前， 我们在作业中用的绝缘
挡板是一个长方形的， 长期使用下来我发现， 它并
不能完全遮挡作业人员，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彭
新立说， 抱着工具改造的初心， 他开始认真研究图

纸，构思更加合理的挡板形状，经过反复测量和实验，
最终“7”字形的绝缘挡板，最能满足安全规定的要求
和作业人员的操作习惯。 “用过的同事都说好用 。”
于是， 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 彭新立遇到一个
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 坚持用技术手段， 改善和
完善操作工具和流程， 实现高效且安全的作业目标。

“事实上， 带电作业即为高效服务百姓。” 彭新
立向记者举例， 在没有普遍开展带电作业时， 工作
人员新建和维护电网线路是需要停电的， 客户满意
度自然很低。 所以近年来， 随着带电作业的普遍开
展， 很多工作都力求在安全、 不停电的环境下实现。
为此， 彭新立也研发了很多创新的作业工具。 比如
在去年刚刚获批专利技术的 “快分快合消弧开关”
的研制， 为了满足接引或断开带电电缆的双向需要，
彭新立利用大半年的时间研究出了一款有别于市场
上所有相似设备的独特装置。 “我是受到 ‘风箱原
理’ 的启发， 将静触头设置在灭弧仓的一端， 而动
触头设置在绝缘导杆上， 通过绝缘导杆在灭弧仓内
往返运动， 带动动触头与静触头的关合和开断， 顺
利解决了进口消弧开关不具备快分的问题。” 彭新立
耐心地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很多创新成果。

多年来， 彭新立的创新成果普遍应用在密云供
电公司内部。 “我希望经过实践应用的检测， 我的
这些创新工具能够推广给更多的一线职工使用， 在
确保安全作业的前提下， 实现更高效的工作目标，
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彭新立的创新还在继续， 他
的金点子也将在岗位一线中不断解决各种难点和难
题， 为电力行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张艳兵创新工作室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敢向零基础冲关
□本报记者 白莹

作为国内首条自主化全自动运行的地铁， 北京
燕房线开通至7月1日， 共运送乘客26万人次。 开通
伊始 ， 就标志着我国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由
“中国制造” 到 “中国创造” 的跨越式发展。 而这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 离不开张艳兵创新工作室
72名成员的努力。 敢于向零基础冲关， 是张艳兵带
领的工作室每名成员的信念。

工作室成立于2013年， 也是随地铁运营发展的
需要应运而生。 张艳兵告诉记者， 随着2001年北京
奥运会申办成功 ， 北京轨道交通进入了建设高
峰期 ， 技术上的巨大差距， 让北京不得不花高价进
口大批核心装备。 最头疼和难过的莫过于在装备引
进的技术谈判时， 国外装备商的 “脸色”。 而且国外
厂商掌握技术优势， 很难在技术装备上做更适合我
国乘客的改造。 国外设备在运营过程中开始暴露越
来越多的问题。 比如设备一旦发生故障， 只能做简
单维修， 深层次的原因分析需要到国外进行， 等待
漫长的时间。

“我们深受 ‘工程受制于外国技术’ 之苦， 深
知唯有坚持设备系统国产化、 自主化， 才能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 真正建设满足需求的轨道交通项目。”
她说， 工作室依托工程建设， 以解决技术难题、 提

高系统安全和效率为出发点， 联合国内多家高新技
术企业和科研机构， 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工程应用提
供创新平台， 以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化控制为研究目
标，致力于轨道交通核心技术自主化、产业化，提高自
主化系统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对于燕房线这项工程， 有的同事形容它 “比神
经搭桥手术还要复杂”， 可以实现列车运行全过程自
动化， 列车自上电、 自检、 段内行驶、 正线区间行
驶、 车站停车及发车、 端站折返、 列车回段、 休眠
断电、 洗车等正常运行的全过程都不需要司机和乘
务人员介入， 由设备自动控制实现。

为什么要研究全自动运行系统 ？ 张艳兵说 ：
“如果说， 地铁信号系统是地铁运行无形的 ‘眼睛’，
而我们就是守护这双 ‘眼睛’ 的人。 采用全自动运
行系统的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行系统
的安全与效率， 其可提高系统可靠性、 安全性、 可
用性、 可维护性； 提升运营系统应急处置水平；提升
系统自动化水平，降低劳动强度。”

张艳兵表示， 全自动运行是城市轨道交通技术
的发展方向， 城市轨道交通需要自动化 、 系统化、
智能化， 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 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 列控、 通信、 综合监控等关键技术已
实现自主化， 具备提供成套装备的能力； 国内城轨
新一轮的建设为发展自主化全自动运行系统带来契
机， 让自主化装备更多机会落地， 推动自主化装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张艳兵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工作
室成立于2013年。 自工作室成立后， 张艳兵带
领成员已经参与完成北京100多公里的轨道交
通建设设备系统的建设管理任务， 在十三五还
将参与完成300多公里轨道交通建设设备系统
的建设管理任务。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4
2018年
7月7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北京市燃气集团第五分公司

孙德芝创新工作室

燃气职工的
技能“加油站”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孙德芝创新工作室针对生产和工作中的难题 ，
“动脑筋、 想办法、 攻坚克难”， 成果频出。 工作室
自主研发的 “燃气管道机械式封堵器”， 在传统技术
上进行更新， 将更换一台调压箱的费用从11万元降
至4万元， 一年可以节约总资金440余万元。 今年正
式投入作业使用的 “管道快速阻断器设备”， 改变原
有机械切线作业一直使用笨拙的液压机 、 开孔机 、
封堵机等大型设备， 新设备仅仅需要一个20公斤的
铁皮箱和一个管线套筒， 并将作业时间由12小时缩
短至2个小时左右， 简化了作业流程， 减轻了职工的
工作量和强度。 工作室研发的 “自动化可视化开孔
设备” 在实际应用中燃气管道带气开孔封堵设备自
动化和可视化系列技术可以对开孔全过程进行实时
监控， 提高开孔的可控性和开孔位置的准确性， 减
少人力物力， 降低作业成本， 提高作业安全可靠性。
“燃气管道夹管器”、 “燃气管网微孔封堵器” 等项
目成果避免由于降压作业带来的燃气浪费， 减少作
业人员， 提高应急抢修的效率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 同时提高燃气作业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孙
德芝表示： “创新工作室致力的目标， 便是实现企
业经济与安全效益的 ‘双提升’ 和 ‘双收益’。”

孙德芝常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
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火车头。” 他坚持把传承技艺
绝活作为首要任务， 将先进工艺和方法， 以电子文
档和资料文稿的形式记载在案， 供每一名成员参考
学习。 他根据五分公司特点创造出 “高级技师现场
教学”、 “典型案例反复练习” 等培训方式， 同时根
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开展 “定制培训”、 “集中培训”、
“现场培训” 等多元化培训， 高级技师担教员， 现场
变课堂， 案例当教材， 并围绕技术创新、 流程优化
和工艺改进等方面内容展开定期或不定期技术交流，
使团队迅速得到成长。 目前， 在创新工作室驱动下，
五分公司实现 100%焊接工人独立完成接线作业 ，
50%达到高级工及以上资质。

孙德芝表示， 创新工作室的职能， 是让技术创
新成果的研发、 推广、 使用为提高城市燃气管网
的风险管控能力提供有效工具 ， 解决城市燃气应
急抢修中长期未能克服的问题， 有效提高生产效
率 ， 降低作业风险， 为企业同时带来经济效益、 社
会效益、 环保效益。 “发展一支骨干， 培育一批队
伍， 要让创新工作室成为激励职工奋力拼搏、 攻坚
克难、 勇于创新的 ‘加油站’； 为集团公司打造人才
‘聚宝盆’。”

孙德芝是北京市劳动模范， 2013年7月， 孙
德芝创新工作室挂牌成立。 17名 “知识技术型
职工”、 “先进个人”、 管理创新人员、 技术带
头人坚持 “小平台推动大发展”、 “小创新促进
大生产”， 为五分公司和燃气集团贡献了源源不
断的创新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