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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少年郎， 来到矿山上，
他一头扎到底， 井下露锋芒； 后
来当班长， 重担肩上扛， 他把检
修当生命， 9年不关张； 班长老
大哥， 总把弟兄想， 他把职工当
家人， 班组动力强。 在首钢矿业
公司杏山铁矿的提升作业区， 修
理班班长王磊已经摸爬滚打了九
年， 面对陪他走过青春岁月的地
采事业， 他的这份情用的专、 用
的深。

“炼狱”环境中走出
地采战士

2009年， 毕业后的王磊来到
首钢矿业公司， 被分配到杏山铁
矿维检作业区。 当时的杏山铁矿
正在筹备之中， 各种设备设施都
还没有到位， 井上、 井下环境十
分艰苦。 据大家回忆， 那时没有
先进的下井设备， 一旦 “流程系
统” 有任务， 人员只能在单股牵
引绳铁罐上拴好安全带， 一晃一
晃地去战斗； 而采场有任务， 只
能乘坐载具， 站着去地下30米的
出发口， 然后带上检修工具步行
几里地到现场 。 当时的井下检
修 现 场 粉尘大 、 积水深 、 湿度
高， 很多地方的水位都能没过靴
子， 有的点位甚至需要穿上叉裤
才能进去。

面对这些炼狱般的条件， 王
磊并未当成是抱怨的借口， 他也
没有退缩， 反而当成了磨炼自己
的最佳时机。 工作中遇到难点，
他查资料、 问师傅、 找方法， 从
不会因问题多而漏掉任何细节。
两年后， 王磊成为了班长， 他表
示， 这是他地采青春 “最值得骄
傲的事”。

攻坚克难造就井下传奇

2016年， 王磊被调至提升作
业区担任修理班班长， 主要负责
主 、 副井等日常维护与检修工

作 。 2017年以来 ， 根据打产需
要， 杏山铁矿主井系统每天9:30
转车生产， 留给设备检查维修的
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给设备稳
定运行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修理班职工反映， 由于焊工需要
电工配合接电焊机， 每次准备时
间约二三十分钟， 不仅使钳工准
备时间过长， 同时也使电工在停
机 期 间 不 能 从 事 电 气 维 检 作
业 ， 效率低 、 电气隐患得不到
有效治理。 王磊组织大家集思广
益， 提出了在主副井、 道砟、 皮
带干选区域加装固定检修电源，
在电焊机电源线上加装三相插
头， 电焊作业前由焊工直接插到
检修电源插座上即可进行焊接作
业的改进方案， 解决了困扰检修
准备时间过长、 电工顾此失彼的
问题。

为加强检修现场管理， 王磊

带领职工粘贴温馨小标语， 提醒
大家安全检修、 文明检修。 为加
强岗位作业项目标准化管理， 他
认真总结前期各项目施工经验，
把逐个项目施工图片、 施工步骤
和 安 全 注 意 事 项 等 制 成 了 可
视 化 操作展板 ， 为安全施工 、
标准化施工创造了条件， 修理班
检修日计划兑现率持续提升。 两
年来， 王磊组织参与小改小革项
目近10项 ， 不仅降低了生产成
本， 提升了检修效率， 还确保了
检修安全。

提升作业区主副井及皮带干
选系统担负着杏山地采人员、 矿
石的运输工作 ， 是杏山地采的
“咽喉” 部位。 为了保证提升作
业区主体设备顺稳运行， 从梳理
尾绳更换的步骤和难点， 到制作
绳头到盘绳， 再到测量后倒运至
井下， 王磊在设备安装、 维检的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环节都亲力
亲为。 在井下尾绳更换现场， 他
冒着从井口直泻而下的 “冷雨”，
带领着班组职工经过20多个小时
连续奋战， 拿下了这场 “战役”；
在更换主井水平隔离木期间， 主
井壁外侧冷风割面， 地下水如瓢
泼大雨， 冻得浑身打颤的他任冰
水胡乱的在脸上拍打， 任雨裤雨
衣被冻透， 最终还是提前1小时
10分钟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在王
磊的带领下， 班组先后完成了副
井罐笼设施升级改造、 综合利用
生产线润滑站远程控制等14项课
题， 尤其在主副井首、 尾及罐道
绳更换施工项目上， 形成了完备
的自主施工工艺， 每年可节省外
委施工费用数十万元。 他们参与
的 《主井罐道绳更换工艺研究与
实践》 项目还获得首钢矿业公司
科技成果二等奖。

强化班组育成钢铁战队

在班组达标建设中， 为更好
激发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王
磊取消了班组出勤基础分， 实施
“挣工分” 机制， 每天采用10分
制， 形成职工按工作量进行打分 ，
让职工自主激发起 “挣工资” 的
工作积极性。 他还对工时定额重
新修订， 共计修订15项， 新增21
项， 突出分摊作业， 摊长参与日
考核打分， 以工时定额十分制打
分为标准进行日考核打分， 每干
一项活就按工时定额标准给分，
干活前公布工时定额数， 完成后
在展板上公示得分数， 让工作分
配、 打分等更加公平合理。

为加快青年人才的培养， 王
磊组织班组人员确定了4名技术
水平较高的职工为培养对象， 通
过作业区和科室组织他们先后去
中信重工、 西门子厂家学习主副
井自动化电控系统， 针对主副井
控制系统的重点 、 难点拜师学
艺。 学有所成后， 再组织他们向
其他人传授。 每周四王磊还鼓励
他们开展一小时的技能互学活
动， 让大家把手里的绝活展示出
来， 促进互相提升。

为解决职工最关心的洗衣
服、饮水、热饭、休息、环境改善等
问题，王磊和同事自己动手接线、
布置、施工，建成一个单独的洗衣
间，解决了职工洗衣难的问题。

在王磊的影响下， 职工们自
主完善班组内部的环境， 增加文
体设施， 摆放绿色植物， 思考班
组建设。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职工业余生活更加充实丰富， 班
组工作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职工
们的心情也更加舒畅。 伴随着大
家凝聚力的提高、 维护班组大家
庭的意识形成， 班组建设的好点
子也层出不穷， 和谐氛围也更加
浓厚， 王磊的班组进入了共同进
步的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通讯员 赵晓杰/摄

———记首钢矿业公司杏山铁矿提升作业区修理班班长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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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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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倩曾是京港地铁第一批女
客车司机， 负责驾驶京港地铁4
号线列车。 2010年， 她的工作岗
位发生了变化 ， 从一名客车司
机转岗成为乘务督导员。 “2019
年是京港地铁首线开通的十周
年 ， 也是我在公司的第十个年
头。” 曾在乘务专业技能比武大
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她， 现在每天
都 忙 碌 着 对 乘 务 专 业 客 车 司
机 进 行在岗培训 ， 还有新学员
的岗位资格培训工作。 九年中，
经她培训过的地铁司机已经有上
千人次。

带领团队完成年度的所有客
车司机培训计划； 开展乘务专业
各项培训工作； 负责新学员的上
岗资格培训； 负责有一定驾驶经
验的驾驶员日常技能培训……一

位乘务管理员的工作并不简单。
“在日常教学培训工作中， 我会
根据不同学员的情况， 计划培训
内容。” 侯倩说， “比如， 对于
新入职、 处于培训期的学员， 我
会充分利用模拟器使新人快速的
认识列车、 信号、 车站等相关设

备； 对于有一定驾驶经验的驾驶
员， 我会用模拟器模拟列车相关
的故障和事件场景进行专项训
练， 让他们不断提升快速处理突
发问题的专业技能。”

地铁司机一般都为男性， 作
为女性 “教练”， 在管理和培训

他们时， 侯倩也有一些特殊的理
念和方法。 “我在授课时会非常
严格， 但也会用女性特有的感性
和细致， 去发现他们的特点进行
不同的对待。” 侯倩介绍 。 2010
年， 第一次给新学员讲课， “当
时我还有些小紧张， 担心是否能
控制课堂秩序。 课程开始前， 我
先用一个小游戏拉近了大家的距
离， 也缓解了自己的紧张情绪，
后面进行的非常顺利， 那是我第
一次感受到把知识带给别人的喜
悦和成就感。”

在日常工作中， 侯倩会用足
够的耐心对待学员和同事。 曾经
有一个理论知识很优秀， 但是实
操技能欠缺的学员， 为了帮助他
快速提高、 增强自信心， 侯倩利
用午休时间给他补课， 带他在列
车上详细讲解每一个操作步骤和
注意事项， 鼓励他动手尝试， 纠
正每一环节的错误项。 “通过我
们一起努力， 最终学员顺利通过
各项考核，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客

车司机， 现在也已是一名优秀的
岗上培训员。”

侯倩也是学员眼中的 “女汉
子”。 一次夜间实操培训中， 要
做的项目是钩抬列车受流器 。
“钩抬时， 必须使用很大力气才
能正常操作成功。 一些身材弱小
的男司机几次尝试都不成功 。”
侯倩回忆 ， 她一次便操作成功
时， 引得众多司机的惊讶。

一年中， 侯倩与培训团队会
对各类培训项目进行不断的重
复， 累计高达上万人次。 “去年
1000多个小时的岗上培训， 在我
们手中获得上岗资格的新地铁司
机有100余位。” 侯倩说。 为了做
一名合格且优秀的女性乘务管理
员， 侯倩坦言要不断充实业务知
识。 “业务技能一定要过硬， 在
专业素质上作为地铁司机的 ‘教
练’， 我要比学员更懂冰冷的机
器。 区别于男性对机械的敏感和
喜欢， 我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去
学习， 去保持热情。”

侯倩：9年助千名司机走进驾驶室

地采战士创造井下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