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山铜矿采掘车间

副井安装上自己研发的“大脑”

�������本报讯（通讯员倪罗斯、陈玉

龙）“副井电控系统是我矿与厂家

共同研发的第一套系统， 不仅可

提高副井安全性能，降低故障率，

而且实现了信号自动化操作。”日

前， 丰山铜矿机动能源部主任聂

荣华欣喜地说。 这套副井电控系

统已于今年 4 月安装， 预计在 5

月底可正式投入使用。

原副井电控系统运行了 14

年，由于使用年限长，存在电器元

件以及线路老化现象， 安全门及

摇台启动无法与提升机电控系统

进行联锁控制， 安全性能低等问

题。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该矿根

据自身生产特点， 集中技术骨干

力量，在提安全、上效率、降故障、

减人工上做文章， 引进西门子

6RA80 系列成套全数字直流调速

装置和 S7-300 可编程控制器、

EM-277 模块等先进设备用于该

系统。 同时，设计方面创新思路，

把提升机行程控制与各中段位置

关联考虑， 解决了中段信号工在

机房来回跑动联络和对罐笼运行

方式的优先控制， 也完善了安全

门及摇台与控制信号系统联锁问

题，实现了人工直选开车模式。改

造中使用总线网络通讯方式，使

外部线路和元器件使用大大简

化， 解决了原系统线路老化和元

器件老化的问题，降低了故障率。

机动能源部主任：聂荣华

【点评】 副井电控系统是丰山铜矿

与生产厂家共同研发的第一套多

水平提升全自动信号系统，该系统

不但保证了提升安全性，降低了劳

动成本，也为以后升级改造预留了

空间，可减少后期改造成本。

�������他与矿石为伴、与

皮带共舞， 源源不断的

矿石锤炼着他的身躯，

造就了他顽强不屈的坚

强意志； 他在选矿碎矿

一干就是十几个春秋，

无怨无悔，爱岗敬业，凭

着一股拼劲和韧劲，用

坚实的脚步丈量着自己

的人生之路， 用辛勤的

汗水在平凡的岗位上谱

写着无悔的篇章。 他就

是公司 2013 年度劳动

模范、 铜绿山矿选矿车

间碎矿工段生产二班班

长卢胜兵。

作为“兵头将尾”的

班长，即是生产者，又是

管理者。 在多年的生产

实践中， 卢胜兵深知自

己的责任重大， 他始终

坚信：只有以身作则，身

先士卒，做好表率，别人

才能信服， 工作才能形

成合力， 才能最终实现

效益最大化。 如何让每

个人发挥最大的效率？

他经过反复摸索和不断

改进，秉承“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制定出一

套符合班组实际的绩效

考核管理办法，极大地提高了职工的生

产积极性。 在安全管理上，他是有名的

“黑脸包公”，他时刻叮嘱班员佩戴防尘

口罩、做好两穿两戴等，他看到违章现

象，不徇私情，严格处理。自车间实行隐

患提报制后，他个人提报 27 条，班组整

改 79 条。由于工作出色，该班组连续多

年实现安全“零事故”的目标。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他与

班员提出的“粗碎区油箱油量的快速判

断装置”等 18 项班组自主改善成果，应

用于实际工作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该

班组多次被矿评为“达人机台”，3 次获

得矿“给力班组”称号。 付出就有收获。

卢胜兵所在班组先后荣获全国“安康

杯”优胜班组、湖北省和黄石市工人先

锋号、公司绩效常态化达标班组、矿优

秀班组等称号，他个人也获得了该矿十

大明星工人和标兵等荣誉。

2013 年，卢胜兵带领班员递交了一

份完美的成绩单：矿石产量在全工段排

名第一，台时处理量连续五个月排名第

一，班组职工年人均收入在工段各班组

中排名第一。 (

图 邱杰 文 占亚芬

)

�������“简单、直观、实用、科学。 ”这是冶

炼厂硫酸车间三系全面预算管理工作

给人的第一感觉，没有长篇累牍的文字

介绍、侃侃而谈的经验分析、洋洋洒洒

的学习心得……只有一张纵横垂直的

坐标图、一根蜿蜒曲折的 K 线、一串盈

亏记录的数据。 别具一格的管理方法不

仅使职工易于接受，尝到了甜头，也给

该车间带来了效益上的飞跃。

“神奇的坐标图让职工耳目一新”

今年年初，三系组织职工学习全面

预算管理，打破了以往读资料、做记录、

写心得的学习惯例，取代的是一张以日

期为横向、收入为纵向的坐标图。

三系共有 11 个机台，每一个机台都

有一个坐标图随时跟踪。 该系列把每一

个机台每天的能耗折算成金额，每 8 小

时进行 11 个机台的汇总，每天的创效数

字涂成一个粗大的黑点，然后连成一根

K 线， 用直观的金额对职工形成视觉冲

击。 5 月 10 日，坐标图上显示，总耗水

960 吨， 价值 1401 元， 耗电 6.9 万千瓦

时， 班产酸 700 吨……从 1 日到 10 日，

俨然就是一根蜿蜒的 K 线。

别出心裁的全面预算管理方法得

到硫酸车间领导的赞赏与支持。 为进一

步激发职工的创效潜力，该车间设立职

工创效奖，将创效奖金的 10%用于奖励

职工，并把数目进一步分化，奖金落实

到每人每天的收入上。“今天， 你赚了

吗？ ”如今，在三系已经成为一句流行的

口头语，职工们交接班后的第一件事不

是去澡堂， 而是看那神奇的坐标图上，

自己赚了多少。

“节约成本还可以见缝插针”

澳炉换枪或是锅炉检修，制酸系统

也随之停下来，这停炉、开炉的空档时

间让三系职工卫亮眼睛一亮，他琢磨着

水泵、冷却风扇、高温风机，这 3 台可以

停下来，而其他设备可以通过优化操作

压负荷运转，收到职工的设备休养申请

后，该系列迅速进行设备分析、数据统

计，三台设备 1 小时节约水 60 吨，价值

87 元， 节约电 1840 千瓦时， 价值 1259

元，共节约 1346 元，这个数据让卫亮兴

奋不已。

近日，澳炉换枪停炉 1 小时，车间

组织维修工焊补三系开工炉膨胀节。 一

旁的副工段长黄文红也忙开了，通知主

控工用变频压负荷，把水泵、冷却风扇、

高温风机从 50 赫兹降到 0 至 30 赫兹。

1 小时后，他接到澳炉开车的指令，把三

台设备上调到 35 至 50 赫兹。 随着压力

表指针的徐徐上升， 开工炉重新升温，

刚操作完设备的卫亮边走边对黄文红

说：“1 小时的时间， 我们节约了 1346

元， 看来设备维护和操作是一方面，节

约成本还可以在生产空隙里见缝插针

啊！ ”说完，他的脚步也变得轻快了。

“收入差距促成职工完美转身”

设备维护得好不好？ 设备一天创效

多少？ 这些都与职工个人绩效工资挂

钩，使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开了，也根据

差距找不足，从而激发职工“比学赶帮

超”的创效精神，这是该系列开展全面

预算化管理的初衷。

有一次，净化工郭小松看着工资表

心里不是滋味，自己的收入比班里拿得

最高的同事少了 360 元， 再仔细一看，

自己落了个全班倒数第一。“这还了

得！ ”他抓起工资表找黄文红理论，黄文

红没有讲大道理，而是打开电脑上的坐

标图， 图上显示郭小松每个班次都是 K

线的最低点，一个月累计下来，无疑收

入是最低的。 接着，黄文红又带他去现

场查看当班设备维护情况。 一圈巡检下

来， 发现 3 号泵膨胀节备用丝杆没有

了，郭小松说，准备留给下个班的同事

报修；冷却水管破了一个洞，生产水流

到地面，他认为破洞小不碍事；压滤机

的安全门没关上，还没等黄文红问清原

因，郭小松已经低着头走开了。

从那以后，郭小松变勤快了，每天

在现场不是拿抹布擦拭设备就是给设

备上黄油润滑，还时不时掏出一个笔记

本写着什么。 两个月下来，他的工资收

入成了全班的第一名。 郭小松的“完美

转身”成了同事们竞相效仿的榜样。 在

三系现场，随时可见职工在维护设备和

优化操作，他们心里都在攥着一把创效

的劲儿。

坐标图成就了职工工作中的责任

担当，职工的责任担当给坐标图锦上添

花，让那根 K 线节节攀升。 如果把那两

根纵横线勾勒的空间比做职工的工作

舞台，那一个个节点就是职工随着车间

创效主旋律欢快舞动的节奏！

（刘月桂）

坐标图上“舞动”着创效的节奏

2014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五

编辑：占亚芬 版式：李诗晴

Email：dyysb123＠163.com��������电话：5392320

02

综合报道

———冶炼厂硫酸车间三系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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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公司四月份红旗班组、铜绿山矿机运车间运转工段盲主井计量班

在铜绿山矿，有一群人因身处一线岗

位而自豪，用“劳动美”托起了心中的“矿

山梦”。 他们就是公司四月份红旗班组、机

运车间运转工段盲主井计量班。 这个班组

31

名“铁汉子”担负着井下负

425

米中段

以下的矿石、废石提升和井下大型设备运

输工作。

“铁汉子”诠释责任担当

由于近段时间矿石性质不好，为了不

延误下道工序，计量班职工总是 “全副武

装” 守在井下负

785

的破碎机上 “吊大

块”。 在井下闷热、潮湿的环境里，他们需

将几百斤的矿石人工捆上钢丝绳，再利用

吊车调离破碎口，进行二次破碎。 往往一

次大块矿石吊离，他们就已浑身湿透。 然

而，“铁汉” 们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担当，

兢兢业业、毫无怨言。

2013

年

4

月

21

日， 井下负

245

米中

段采场突发透水，负

305

米、负

365

米中

段出现不同程度涌水。 在这紧张的时刻，

计量班承担起运输井下防汛物资的重任。

“险情就是命令，责任就是使命！ 争分夺秒

运输防汛物资，力争对井下生产零影响。 ”

成为该班每名职工的“口头禅”。 职工纪恒

因搬运防汛物资次数过于频繁， 手被磨

破。 当工段领导劝他回去休息时，他坚定

地说：“轻伤不下火线，更何况这么危急的

时刻！ ”这次运送防汛物资中，计量班很多

人手被磨破、腿被泡烂，可他们却没叫一

声苦！ 他们与“水魔”打了一场胜仗，他们

的精神犹如一面鲜艳的红旗在千里铜乡

高高飘扬。

“紧箍咒”筑牢安全防线

在日常生产中，班长缪德江深知班组

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从提高班组人

员安全意识入手。 在班前会上，他要求每

位班员进行安全工作点评， 肯定好的做

法，指出存在问题。 除此之外，该班组还以

每周的安全活动为载体，有针对性地抓好

安全技术培训教育。 有一次，计量班一位

老师傅觉得每天的安全教育“多余”，经常

不参加安全教育活动。 缪德江发现后，直

接扣除他绩效分

5

分。 老师傅不服，前去

找缪德江质问：“我一直这样也没出事故，

凭什么扣我分？ ” 缪德江耐心地解释道：

“你不遵守劳动纪律，别人看到都会学，班

组的力量怎么凝聚？ 安全教育你不参加，

万一在井下出现突发情况， 你解决不了，

后果你想过没？ 家人都等着你安全回家

呢！ ”老师傅听后，恍然大悟：“安全无小事

啊！ ”

从此以后，该班组硬性规定：不参加

班前会不准下井，不口述本工种操作流程

不准开工。 这些规定都成了班员的“紧箍

咒”，使大家时刻紧绷安全弦。 丰富的安全

活动和奖罚分明的措施为计量班撑起了

一片“安全天”。

“工作控”巧解生产难题

由于今年年初，矿石湿度、粉度大，导

致井下矿仓震动斗内矿石下放缓慢，直接

影响盲主井的单日提升量。 计量班副班长

龙远琼得知后，及时组织班中有经验的老

同志讨论解决“溜槽矿石下放缓慢”问题

的方案。 经过多方斟酌，敲定将溜槽原有

的

50

度角倾斜到

60

度角。 为不耽误正常

提升时间， 班员利用休息时间实施方案，

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饿了他们就啃方便

面、渴了就喝口白开水，在他们“斑驳”的

工作服上，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粉尘……

通过不懈努力，解决“溜槽矿石下放缓慢”

问题的方案得以顺利实施。 在这群名副其

实“工作控”的努力下，计量班今年第一个

月盲主井提升量达到

7.3

万吨， 为全年生

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

在顺利完成各项指标任务以后，计量

班没有因成绩而骄傲， 而是继续结合公

司、矿的有关要求，大力开展“小改小革”、

“节支降耗”等活动，严格控制各项成本开

支，把成本指标落实到个人，并与个人收

入挂钩，从而形成“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

身上有指标”的良好氛围。

铜绿山矿机运车间运转工段计量班

的“铁汉”们在地层深处努力践行“责任、

忠诚、学习、进取”的核心

价值观， 用钢铁般的意

志铸就了生命的价值 ，

为矿山可持续发展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方园、陶坤）

用“劳动美”托起心中的“矿山梦”

铜绿山矿天井钻机进入导孔施工

本报讯（通讯员柯善武）5 月

15 日，铜绿山矿坑采车间井下负

365 米中段南沿 I 号矿体处，该车

间设备管理人员、维修人员、台车

工在工作现场， 为天井钻机的试

运行忙碌着。

为了加快井下采场生产循环

进度， 尽快完善 I 号矿体负 425

米中段的采场充填系统及局部通

风等工作， 该车间在设计和选定

天井施工位置后， 通爆工段克服

困难， 将重达 20 余吨的 AT2000

钻机搬至负 365 米中段 I 号矿体

巷道安装完毕。当天，工作人员仅

用了 30 分钟， 便开动了钻机，钻

头顺利地钻进岩层， 进入导孔施

工。 据悉，此次为期 10 天的导孔

施工完成后，将进入扩孔阶段。预

计 40 天完成天井施工，实现全线

贯通。 该条天井贯通后，将为 I 号

矿体的后续开采工作提供有力的

安全保障。

内保中心举行“管理沙龙”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占琦）5 月 8

日，内保中心举行“管理沙龙”活

动。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激发该

中心上下谋事、干事工作热情，促

进该中心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内保中心此次活动主要围绕

公司内保整合工作存在的问题、

如何更好发挥整合后的内保力

量、 整合后各片区的工作思路等

开展的一次大讨论。此次“管理沙

龙”活动取得明显效果，使得整合

后的各科室岗位、 人员设置更加

合理， 二级单位综治机构划分更

加明细， 物资出厂管理更加规范

有序， 长途押运工作更加科学合

理。

稀贵厂开展现场管理内部交流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万光轩、王

丽）5 月 15 日，稀贵厂组织铼车间

职工到黄金山稀贵工业园， 参观

学习园区现场管理和设备维护保

养知识，通过内部学习交流，促进

该车间现场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稀贵厂搬迁入园后， 该厂下

辖的硫酸镍车间、 铼车间留在冶

炼厂区， 形成了新园区与老厂区

分片管理格局。 为确保两片区域

生产、管理同步发展，该厂在强化

日常管理的同时， 积极通过内部

交流学习等手段， 在厂内部大力

营造生产、 设备管理“比学赶帮

超”的良好氛围，实现片区管理平

衡发展。 铼车间所在老厂区环境

条件较为恶劣，不仅设备老旧，而

且现场管理与新园区存在一定差

距。该车间采取“走出去、学先进”

的方法， 使职工养成良好的工作

行为习惯， 努力提高现场管理水

平。

工 间 琐 谈

再小的改造都是创新

在企业中，“创新” 的范围该

如何界定？ 一项工艺技术的开天

辟地，加快推动产业升级；一个操

作工具的从无到有， 大幅提高生

产效率，无疑也是一种创新。

槽面上， 一列电解槽正对着

风口， 保温的盖布时不时被风掀

起， 职工们从家里拿来两根橡皮

筋，扎起盖布的一角，盖布就不会

被吹走， 生产所需的温度就能得

到保障；放铜时，冰铜总是粘结到

溜槽的耐火砖上，很难清打，职工

们就在耐火砖上垫了一层白泥，

再次清溜槽时， 只需要将白泥撬

松， 就能轻轻松松地将冰铜清理

干净。 上述两个例子都给生产带

来了便利。 笔者认为，在企业中，

再小的改造都是创新。

首先，小改造能够“四两拨

千斤”。 两家生产肥皂的厂家，为

了检查出成千上万成品中的空肥

皂盒， 一家引进了高新设备用 X

光扫描每一盒肥皂。 而另一家则

在生产线终端安装了一台大功率

电风扇，空肥皂盒就会被吹走。遇

到同样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投入

的成本却不一样，一家“斥巨资”，

一家“动脑子”，却达到相同的效

果。 与这个案例中蕴含的道理一

样，职工们在生产中、岗位上的小

改造和小发明， 常常技术含量不

高，但是使用效果不俗。“一根橡

皮筋”、“一堆白泥”这类常见的物

品，经过职工们的奇思妙想，使原

本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 节约了

成本，更提高了效益。这类一线岗

位的小改造闪耀着广大基层职工

智慧的光芒，这就是最常见、最实

用的创新。

其次， 小改造能够“抛砖引

玉”，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几十

个、上百个小改造汇聚在一起，不

仅让生产越来越顺畅， 也形成了

一种“人人创新”的良好氛围，许

多专利和发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下产生的。在冶炼厂，班组里总会

有一个“点子王”，车间也有“创新

工作室”。大家都在积极地思考如

何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如何

改进现有的操作方式。 生产现场

就是实验场，边生产边改造，甚至

在工作中的“灵光一闪”中不断寻

找更适合生产、 更容易创效的新

方法。 荣获了湖北省技术创新成

果三等奖的“三步挂渣工艺”就是

通过一次次实践总结出来的创新

成果。 每一次小改造都是对生产

的进一步完善， 每一次改造的经

验积累都是创新突破的基石。

（刘欣杰）

▲

卢胜兵在查看矿石

卢胜兵:

“兵头将尾”勇争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