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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的程序“媛”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李梦滢

———记首钢矿业公司计控检验中心软件开发员蔡琳媛

一台笔记本， 两个显示器，
日复一日地进行功能设计、 程序
开发、 代码测试， 无缝对接每一
个软件开发的流程， 这就是首钢
矿业公司计控检验中心软件开发
员蔡琳媛的工作日常。

2003年， 蔡琳媛从燕山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毕业后成为
一名软件开发员， 入厂20年， 在
她柔弱的身躯上始终能感受到那
股钻研劲和投入感。 她常说， 要
干就得朝着专业的方向干明白。
也正是这份专注让她从一名软件
开发的外行人化身为技术骨干、
团队榜样， 被评为2022年度 “首
钢集团巾帼标兵”。

要干， 就干出名堂

“就是很神奇，一串字母、数
字， 运行后就能显示出那么丰富
的画面。 ”回忆起刚刚入厂时参与
皮带秤程序开发， 蔡琳媛一脸的
不可置信，那时的她对软件、代码
还知之甚少。但是既然要干，就得
干出点名堂。 蔡琳媛开始自学编
程语言， 当时还没有丰富的网络
资料， 要自学全凭一张嘴、 一支
笔、一个本。 蔡琳媛走哪问哪，但
凡和软件有接触的职工都成了她
的“师父”，就这样，对软件编程，
蔡琳媛开始入门了。

2005年， 首钢矿业公司ERP
项目正式全面启动， 蔡琳媛被调
入生产专业组。 她知道自己这次
要干的是件大事， 虽然了解了一
些编程知识 ， 但还不清楚 “生
产” 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能保质
保量地完成， 是会影响整个系统
上线的 ， 容不得半点闪失 。 于
是， 她从基本概念入手， 顺藤摸
瓜， 了解整个生产业务流程。 当
时她住在职工宿舍， 日常生活很
简单， 所以蔡琳媛扎在办公室，
和大家一起学习、 交流， 解决开
发难题、 研讨功能实现。 大家都
说那段时间她成长得特别快， 不
仅熟悉了软件整体的开发过程，
也了解了矿山生产及相关业务流
程。 ERP成功上线后， 蔡琳媛一

边负责系统维护， 一边投身马矿
MES、 安徽信息化规划等项目
中。

2018年， 蔡琳媛参与到青海
西矿锌业信息化项目中。 “相较公
司内部项目， 外部项目明显更难
一些，生活上饮食不习惯、住宿和
出行不方便， 工作上需求调研对
象不明确， 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比
不上长期离家的难。 ”蔡琳媛还清
楚地记得， 她和团队在青海度过
了中秋节、 国庆节， 别人放假过
节，他们还在加班加点赶进度，当
时她的女儿刚一岁多， 又从来没
离开过自己， 说不担心是假的。
“我回家时要抱抱孩子，她愣愣地
看着， 不敢上前， 好像不认识我
了。 ”说到这里，蔡琳媛眼里闪着
点点泪光。

只有日积月累的努力， 才有
厚积薄发的可能。 经历了项目和
生活的磨砺， 蔡琳媛变得更加坚
强和笃定， 她不再说那是困难，
而说是挑战。

全力研发“管理一张图”

“蔡琳媛干过MES开发， 参
与过外部企业信息化项目实施，
对生产流程 、 数据报表非常了
解， 因此在确定管理一张图项目

负责人时， 我们首先想到了她。”
信息开发中心主任王东伟说。

担起 “管理一张图” 项目设
计、 研发、 实施的重任， 蔡琳媛
知道， 这个项目非同寻常， 覆盖
面广、 需求多样、 数据源繁杂、
项目工期紧、 开发运维交叠、 及
时性要求高， 对管理及开发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项目需求是整个项目的基
础， 如果需求不断变更、 外延，
项目肯定会延期 。” 蔡琳媛说 ，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每一个项目，
她严格管控项目需求， 首先明确
提报对象 、 专业范围 、 提报标
准、 数据来源、 统计口径等， 为
提报标准设定固定模板， 高效的
需求调研为项目顺利启动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其他项目都是干完一个结
束一个， 而管理一张图不一样，
越到后期工作量越大。” 说到这
里， 蔡琳媛的电话响了， 是厂矿
管理一张图的相关专业打来的，
咨询生产数据的显示问题 。 原
来， 项目团队不仅要进行下一项
管理一张图的开发任务， 同时也
负责已上线一张图的运维工作，
随着各个厂矿管理一张图的上
线， 这样的问题处理越来越多，
也让项目实施进度 “雪上加霜”。

“蔡姐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无论是面对紧张的工期， 还是艰
难的技术攻关 ， 她总能从容应
对。” 项目组成员说。 既然项目
开发与运维分不开家， 那就索性
一起抓。 蔡琳媛在项目组安排任
务时， 要求在前一个项目开发过
程中， 就联系下一个项目业主单
位对照标准整理项目需求和流程
审批 ， 让项目间无缝衔接 。 同
时，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 蔡琳媛
提炼类似功能， 采用模块化设计
开发， 大大提高系统开发效率。

困难挑战阻挡不了奋进者的
步伐。 目前， 裴庄产线、 二马产
线、 水厂选矿、 杏山地采、 大石
河选矿管理一张图相继上线， 形
成了面向产线的一体化 、 可视
化、 现场化管控平台， 推进了管
理智慧化。 2022年是充满挑战的
一年， 也是让大家看到蔡琳媛无
限潜能的一年。

把“不可能”变为“必须行”

“2022年12月1日 ， 完成公
司ERP系统切换 ， 这不可能 ！ ”
因球烧划转， ERP系统中球烧相
关业务需要同步升级， 于是这样
的声音经常在厂里响起。

与新建项目不同， 系统成功
切换的前提是摸清该系统的业务
流程 、 逻辑关系 、 开发方式等
等， 必须由清楚生产业务和开发
过程的人带头干。 就这样， 上一
秒还在组织管理一张图实施的蔡
琳媛， 下一秒又成为了ERP系统
切换项目的负责人。

蔡琳媛比谁都清楚ERP的庞
大与复杂， 它不仅囊括了生产、
财务、 成本、 质量等八大模块，
而且每个模块涉及的数据逻辑更
是千头万绪 ： 完成球烧业务划
转， 要同步调整水厂铁矿、 大石
河铁矿 、 运输部等单位相关业
务； 精矿粉物料编码、 业务类型
发生变化， 会影响矿业公司其他
在用系统引用的精矿粉产量、 输
出 （销量） 数据以及相关指标。

“这就像是excel表中设定好

的公式， 如果原数据由B2调整到
C3后 ， 我们必须手动调整引用
该数据的公式， 那首先就要清楚
有多少张表引用了该数据， 又有
多少个公式需要调整 ， 怎么调
整。” 项目组成员说， 即使是系
统开发的原班团队都未必能在两
周内完成系统切换， 更何况目前
团队中只有蔡琳媛一人参与过原
系统开发任务。

大家都慌了， 但蔡琳媛说，
总能找到办法干下去。 她带领团
队从梳理业务、 确定方案入手 ，
根据股份需求梳理出需要切换的
相关系统和功能， 并与对应专业
人员就业务范围及系统变更点进
行探讨。 当时因新冠疫情封控，
整个项目组都处于居家办公状
态， 为了方便沟通， 项目组采用
视频会议方式， 把项目组成员、
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员都拉入会议
中， 遇到不确定因素立即请示，
遇到问题立即讨论， 视频会议就
这样从早开到晚。

变更需求逐渐清晰， 蔡琳媛
开始梳理系统流程， 在保切换的
前提下尽可能缩小原系统的变更
范围， 根据重要性划分升级优先
级 。 因为是居家办公 ， 没有上
班、 下班的界限， 更没有白天、
黑夜的概念 ， 整个项目组都是
“白+黑” 连轴运转。

“真正开发的时间非常有限，
那段时间恨不得一天能有36个小
时。 ”蔡琳媛说。 在各级领导的大
力支持及相关专业的全力配合
下，在项目组成员日夜奋战下，12
月1日，项目升级切换顺利完成。

整个项目过程， 面对复杂的
逻辑、 紧张的工期、 不熟悉系统
的团队， 蔡琳媛也曾迟疑， 但心
中一个声音告诉她 “必须行 ！”
行而不辍， 履践致远。 二十年直
面难关、 攻坚克难， 蔡琳媛不断
成长完成蜕变， 她投身于智能矿
山建设， 用智慧和担当推进公司
管理智慧化迈上新台阶。 未来路
上， 她将持续拼搏、 惟实励新，
为矿业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
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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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头周围火花四溅， 一名技
术人员正使用角磨机将检测出有
伤损的焊头切割开， 经检测， 焊
头的伤损位置和深度与探伤工的
探测结果完全一致。 这次探伤测
试， 朱明伍的准确率又是100%。

50岁的朱明伍是中国铁路北
京局北京工电大修段钢轨焊接车
间冷修班组的一名探伤工。 他所
在的班组共有10名探伤工， 负责
用超声波探伤仪对焊头探查， 将
可能出现伤损的焊头及时上报、
返厂处理， 把好钢轨出厂前最后
一道关。

“焊头可能会出现疏松、 过
烧等伤损， 虽然绝大部分焊头状

态良好 ， 但因为伤损具有随机
性， 我们更要认真探测每一个焊
头， 不让带伤焊头上线， 保证集
中修供轨质量。” 朱明伍说， 他
们的职责就是为焊头拍 “B超”、
做 “体检 ” ， 保证所有长钢轨
“健康” 出厂。

“探伤寻病”， 朱明伍有一
套自己的 “绝活儿”。 只见他俯
身架好探伤仪， 手持探头沿着轨
腰一侧匀速、 往返5次， 眼睛紧
紧盯住仪器上面的波形图变化；
改变探伤仪位置， 同样的流程检
查轨腰另一侧。 两侧轨腰检查无
误后， 他又更换两次探头， 分别
查验轨头和轨底的情况。

每天 ， 朱明伍要更换探头
120余次， 弯腰起身100余次， 分
析静态波形图240余幅。 探伤工
作既考验耐力和体力， 也需要心
细如发、 观察入微。

当发现疑似 “病灶” 时， 朱
明伍就会立即行动。 他首先用手
触摸轨底再次复验， 排除焊筋棱
波影响， 并进行磨平处理； 如果
波形仍旧显示异常， 他需要利用
钢板尺精确测量 ， 找出伤损位
置， 及时记录下伤损距边距离、
深度、 缺陷波高、 缺陷当量等数
据， 和班组其他同事讨论后， 迅
速填写 《不合格品处置单———探
伤》， 并上报给工长。

低头、弯腰、眼观、手查……
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枯燥劳累的工
作， 朱明伍已经干了整整18个年
头。 尽管对探伤工作胸有成竹，
他每天依然会抽出固定时间学习
技术规章， “自己工作松一点，
整体工作就会垮一块。”朱明伍一
直提醒着自己。

“老朱经验丰富， 经历也丰
富， 之前在线路车间干现场的探
伤作业，也是一绝。 ”工长赵晨对
朱明伍评价很高。 凭着过硬的本
领，十几年来朱明伍做到了“零漏
探”“零误判”。 今年集中修以来，
朱明伍所在班组探测的焊头近
3000个，合格率达到100%。

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工电大修段钢轨焊接车间冷修班组探伤工朱明伍：

心明眼亮为铁路钢轨“探伤寻病” □本报记者 彭程 通讯员 吴佳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