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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极致的技术守住牛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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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经验
破解技术难题

2009年， 申晓飞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
学院的在校生。 当时， 三元食品公司去学
校招聘， 他应聘被录用后， 直接被分到了
灌装班组 。 自此申晓飞便开始与灌装机
器、 包装材料、 常温牛奶打交道。

在常温车间 ， 灌装班是一个重要班
组， 一线灌装机手更是重点岗位。 因为每
天， 从灌装机手的手中都会产出100万包
的常温奶， 而这些牛奶会走入千家万户。
经过多年的历练， 申晓飞成了最熟悉灌装
机器 “脾气” 的人。

一次生产中，机器排出大量废包，现场
工作人员虽然积极抢修， 但依然不能解决
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废包已经堆满地
面，几乎无处下脚。修修停停、停停修修，半
天时间，灌装机都没有开起来。在一旁等待
的申晓飞发现， 维修人员给机器调的数值
与他印象中的数值偏差较大。“主要是图案
矫正和钟摆轮的数值。 我们每天的生产计
划不一样，包材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数值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心里有一些数值，
机器设定在这些数值的时候，排废包最少，
生产最稳定。”申晓飞回忆说。

“机器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熟悉每台
灌装机的脾气秉性。 ”申晓飞说，因为日复
一日与这些机器打交道， 每台灌装机的型
号、参数、特点，他都已牢记于心。 之后，在
申晓飞的建议下，微调了机器的几个参数，
问题便迎刃而解。

“当时， 我们车间主任也在现场， 他
说： ‘瞧瞧， 这就是经验。’” 申晓飞自豪
地说。

“大错”为戒
质量安全记心间

别看申晓飞在班组里是技术 “大拿”，
可是几年前， 他在工作中也出过一次 “大
错”。

申晓飞介绍， 灌装高速机上有用于灌
装牛奶的下灌注管， 下面是将牛奶包装挤
压成型的夹爪。 夹爪一圈有11个， 每个夹
爪上都有用于封合的高频感应棒。 按照要
求， 操作机手每天生产前都要检查所有的
夹爪和感应棒。 生产结束则要将下灌注管
拆下进行检查、 清洗， 为下个班次生产做
好准备。

“那时候 ， 我认为 ， 如果没有人磕
碰， 感应棒不会坏， 而且也不会有人去碰
它们， 所以检查的时候， 我只把表面的几
个夹爪和感应棒看了下， 没有转一整圈对
所有夹爪和高频感应棒进行检查 。 就这
样， 开始了一天生产。 可是， 生产了一段
时间后， 我们发现有牛奶漏了。 而且每10
包牛奶就有一包有问题。” 申晓飞说。

细细寻找后， 发现是高频感应棒被磕
变形了， 造成横封封合不良， 牛奶就流了
出来。 而根据痕迹判断， 高频感应棒应该
是被下灌注管磕的。

“对我来说， 这件事犹如晴天霹雳。
高频感应棒被磕碰可能是他人无意为之，
但因为我是当天的操作机手， 我并没有认
真执行检查程序， 影响了产品质量， 给公
司造成了巨大损失。 按照规定， 公司已经
可以开除我了。” 申晓飞说。

申晓飞找到领导， 主动检讨错误。 领
导告诉他， 每个人都会犯错， 鉴于他平日
的表现， 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次
事故后， 他被留岗查看3个月， 所有绩效
和考核工资都扣除。

“我知道， 相较于我给公司造成的实
际损失， 这样的处分已经很轻了。 从那以
后， 我时刻都会把质量这根弦放在心上，
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再也不敢放松检查环
节了。” 申晓飞说。

倾囊相授
助40岁大姐顺利通过考核

这些年，申晓飞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积
极参加各种培训， 取得了三元食品公司内
训师结业证、 利乐TBA19无菌罐装机维修
结业证、电工证、乳品加工工技师证等。 在
提升自身技能的同时， 申晓飞开始带 “徒
弟”，将自己工作多年总结出的经验倾囊相
授。他的徒弟中，既有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
人，也有渴望转型发展的中年人。

一次， 班组需要人手， 领导推荐了一
位之前在车间搬箱子的大姐。 “大姐家就
在附近， 家庭情况稳定， 没有负担， 工作
也很踏实， 但是大姐已经40多岁了。” 申
晓飞介绍说， “一般情况下， 新人想到灌
装班工作， 都要先用两周时间学习理论知
识， 通过三份试卷， 考试合格之后， 再开
始实操学习。 可是这位大姐年龄偏大， 而
且以往的工作属于非技术型。 我很担心她
不能顺利通过理论知识考试。”

为了让大姐更好地学习， 申晓飞给她
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 细到每天背哪几
道题都定好了。 如果当天定好的内容掌握
了， 第二天就换其它题。 如果没有掌握好
就继续背原来的内容。 中间有段时间， 大
姐都想放弃了。 她对申晓飞说： “学了这
么久， 我都没有学会。 我趁早别学了， 也
别麻烦你了。”

于是， 申晓飞跟大姐谈心， 鼓励她坚
定信心。 在申晓飞的鼓励下大姐想通了，
为了自身能有更好地发展， 她愿意继续学
习。 “学习这些知识， 尤其是背一些知识
点， 对于大姐来说确实很难。 年轻人花1
个月的时间可以学会的东西， 大姐用了3
个月。 好在我陪她坚持了下来， 这就是最
大的胜利。” 申晓飞笑着说。

人性化管理
“妙招”保住保洁工作

近年来 ， 人们对食品营养越来越重
视。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 大家对
牛奶的需求突增。 “以前， 我们每个月的
产量在4000多吨， 现在基本保持在6000吨
左右。” 申晓飞说。

面对日益繁忙的生产任务， 申晓飞主
动放弃休息。 最忙时候， 他连续工作了10
天。 去年， 他升任灌装班班长， 身上的责
任也更重了。

“以前， 我只要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
好就行了， 现在， 我要带领班组所有人一
起把工作做好。” 申晓飞说， 他开始研究
班组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据此安排工作，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工作上， 申晓飞是班组的 “领头雁”；
生活中， 他是大家的好伙伴。 同事家里有
事， 他主动替班 ； 外地同事生病 ,他专门
陪同去医院。

去年， 灌装班组保洁员大哥的孩子出
了车祸， 全身多处骨折。 因为无法兼顾工
作和孩子， 保 洁 员 大 哥 想 辞 职 。 申晓
飞 得 知 此 情 况 后 ， 耐心劝解保洁员大
哥： “您先休息几天， 处理一下家中的事
情。 孩子手术出院后， 建议找一位护工照
顾。 一方面， 护工比较专业； 另一方面，
您的工资比请护工的费用要高。 你继续上
班， 不会过多影响家庭收入。 这期间， 只
要您能完成工作任务， 工作时间也可以灵
活调整。”

听了申晓飞的话， 保洁员大哥茅塞顿
开， 对他说： “这法子太好了， 既能照顾
好孩子， 又能保住工作。”

申晓飞喜欢给自己设定目标 。 “去
年， 我的收获就特别多， 入党、 升职、 顺
利通过 ‘北京大工匠’ 挑战者选拔赛进入
综合评审阶段。 我的下一个目标： 不断学
习管理， 优化自己的同时带领好班组做出
成绩， 事业上争取能更上一层楼， 我知道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还有很多东西要
学。” 申晓飞说。

“我做工作不希望落后于别
人， 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 想学的
东西， 遇到再多困难都不会退缩。”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瀛海工
业园常温车间灌装班班长申晓飞
说。

职业（工种）

乳品加工工

工匠档案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瀛海工业园常温车间灌装班班
长，乳品加工技师。 2021年，荣获
第二届“北京大工匠”荣誉称号。

匠人匠语

干一行、 爱一行， 不管做什
么， 都要做到极致。

技能绝活

听声辨位。 在生产车间， 操
作机手时常要更换包装纸和封
条。 每次更换， 机器都会排出废
包。 换纸会排出4包。 换条会排
出3包 。 此外 ， 换纸和换条后 ，
操作机手还要查包， 每个间隔要
取24个目的样。 如果赶上纸和条
需要同时更换， 常规操作一般会
有两个间隔， 那就意味着要取48
个目的样。 申晓飞则可以通过辨
别声音， 在1秒种内， 确定更换
时间， 将纸和条换在一起。 此举
可以减少浪费， 提升效率， 也给
后续工作人员减轻工作量。

———记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瀛海工业园常温车间灌装班班长申晓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