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2

日， 在金格物流公司铁运分公司

检车班的班前会上， 检车员们围着工友们自己

发现并用手机拍下的车辆疑似故障照片积极讨

论， 这是该班组通过发现并处置车辆故障提高

岗位技能的新模式。

“左边这张图片的故障是钩托梁裂纹，是较

常见的车辆故障，裂纹如果不及时发现，将有可

能造成列车分离， 进而导致脱轨甚至是相撞”

“右边这张图片是基础制动装置故障中的制动

力梁支柱裂纹， 属于难发现的隐蔽故障”“这种

制动故障初期表现为车辆制动力减弱， 逐步会

发展为制动失灵，造成事故”。 在检车班里，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对着手机上的照片积极讨论着。

这些照片都是班员们和其他班组同事在发现火

车问题后用手机拍下的， 许多都是一些细小的

发现，通过集中讨论，对故障形成原因、故障危

害进行分析辨识，并对运行过程加强监测，及时

处理故障，能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的专业技能，保

障安全生产。 （祝丽琴）

金格铁运分公司检车班创新岗位技能培训模式

10

月

11

日，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分管

安全领导带队对选矿车间生产一班等八个班

组现场进行安全操作规程、 岗位安全职责等

抽考。 这是该矿深化“百日安全无事故”活动

的一个缩影。

为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 该矿

于

9

月

30

日、

10

月

6

日先后对重点要害部位、

井下顶板管理等作业区域进行 “拉网式”隐患

排查治理，做到立查立改。 同时，该矿利用每周

一安全活动日组织全员开展“学规程、背规程、

用规程”活动，并成立专班抽考组不定期到岗位

对员工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抽考， 考核结果直接

与员工个人、 单位的安全绩效考核挂钩， 确保

“学规程、背规程、用规程”活动入脑入心。

（杜初民 徐新慧）

矿业分公司萨热克铜矿

开展“学规程、背规程、用规程”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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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

已凉天气未寒时。

下午三时，在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

矿安全环保科会议

室， 一场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聆听

职工心声” 的安全

专题调研会正在进

行中。热烈的气氛，

驱散了秋的凉意。

作 为 天 字 第

一号工程， 安全管

理之难， 是否难于

上青天？

深 入 听 取 职

工的建议 ， 察实

情 、听真话 、解民

意 ， 该矿党委书

记、 矿长彭瑞，分

管安全的挂职副

矿 长 石 教 华 ， 以

“持续改进安全管

理，推动矿山长周

期安全生产”为主

题， 走进基层，面

对面与职工交流，

倾听职工的心声。

“今年

1

至

9

月份， 查处各类违

章

163

项 处 罚

74900

元， 查改隐

患

688

条。 从统计

分析情况看， 矿山

生产存在较大安全

风险， 各类安全事

故不能得到有效杜

绝， 我矿安全生产

形势依然严峻。 大

家都有丰富的工作

经验， 对矿安全工

作存在的问题， 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大家畅所欲

言。 ”一坐定，该矿党委书记、矿长彭瑞开门见山地

摆出矿山安全管理当前的现状，不遮掩、不回避，直

面问题。

来自采矿车间的湖北省技术能手、 支柱工蔡

富兵结合自己的工作率先发言：“我们支柱工现有

9

人，要管

11

台钻的采场支护，还要负责各项准备

工作，还有井下文明生产，人的体力、精力顾不上，

一线需要增加人手。 撬毛工作虽然只有

2

个小时，

但是一般人干不来。 有的顶板造型控制不好，撬毛

的工作量很大，而且不好处理。 严格实行光面爆破

后，顶板和边帮控制得好，撬毛的工作量小很多，也

安全很多。 但有的光面爆破在打眼的过程中，眼数

或孔距不够，影响了顶板和边帮的控制效果，落下

的毛石块度大。 ”“应该是凿岩工为节约火工材料，

降低成本。 再一个， 凿岩工的素质本身也存在问

题。 ”分管安全的挂职副矿长石教华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 “要加强工艺检查，孔距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坚决不能因为一点成本而忽视安全。 ”彭矿长一边

记录，一边提出意见。 “还有一个建议，井下安全督

察队在发现问题的时候， 不能为了查违章而查违

章，要说明违章的原因，以指导为主。 ”蔡富兵还举

了和同事前后错肩抬材料的事情，被安全督察队处

罚。 石教华和该矿安全科科长郭庆光、副科长邓吕

强等安全专业人士立即纠正他：“从安全的角度来

说，两人前后抬东西的时候，如果错肩，一人摔倒会

把另一人绊倒，抬物资必须顺肩。 ”蔡富兵不好意思

地挠了挠头，笑起来。 彭矿长一边笑一边记：“违章

确实是违章了，但督察队在查出违章的时候，应该

指出违章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帮助职工避免

下次再犯。 ”大家频频点头。

兴安公司铜绿山矿项目部安全员金利宏接着

蔡富兵，在肯定当前井下通风情况改善、员工规范

佩戴防尘口罩的同时，同样谈到了光面爆破这一技

术在推广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孔距不够。 他和察富

兵观点一致，光面爆破实施得好，顶板平整度高，造

型好，但是孔距必须严格执行工艺标准，否则效果

打折扣。 在谈到顶板支护的问题时，他肯定液压顶

临时支护效果明显，但在实施中，因材料高度不一

致，造成支护高度不一。在打掘进的时候，需要一边

推进一边支护，有的凿岩工觉得顶板造型控制得很

好，不需要打临时支护，加上临时支护很麻烦，更不

愿意进行临时支护操作。 “兴安公司员工素质和矿

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有些地方跟不上矿节奏，建

议矿多指导， 帮助兴安公司项目部把准备工作做

好。 ”金利宏提出的问题，正是矿安全管理中面临的

两大重点难题———井下安全管理和外包民工队管

理。 两位矿领导表情凝重，认真地记下金利宏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这些将会是后续调研报告中和整改

落实清单的重点。

采矿车间供矿班党支部书记吴勇提出，违章记

录全是文字，违章体现不足，力度不够，建议采用类

似警察的“执法记录仪”的设备，以影像和图片的形

式曝光违章，更直观，更有说服力。这个建议引起了

大家的兴趣。

"

现在曝光台曝光违章有图文，在微信

群里的违章有的职工是用手机拍的照片或视频，有

执法记录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让违章人人喊

打，形成良好氛围。

"

其他参会人员提出的混合进通风改善、

-485

米矿仓灰尘大、维修备件不匹配、配两根安全绳的

安全带等问题和建议，现场一一分析原因，能现场

解答的，现场解答。

不知不觉，暮色渐浓，灯也亮起来。所有的人均

就矿安全管理提出问题、建议，彭矿长的笔记本上，

记了满满四页纸。 当最后一名职工结束发言时，彭

矿长向职工承诺：“回去后，我们将按照‘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调研活动要求，把矿安全管

理上存在问题的症结分析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和措施，形成调研问题清单，按边学边查边改的原

则，立行立改，形成报告。 能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

立即整改的，我们会制定长期整改计划，持续整改。

要以自我革命的担当精神推进问题整改落实，需要

大家共同努力。 ”

从会议室出来，职工向各自的单位走去。 同路

的还在讨论分析自己提出的安全问题，照明灯亮起

来，矿山没有黑夜…… （梅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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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厂电解车间职工在清理滤布。

从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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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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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 30 万吨的浓

密机‘肚子’里比以前干净多

了，清理起来蛮省力的，上回

那个改造还真起了大作用。 ”

10 月 12 日， 冶炼厂电解车间

30 万吨槽面的两名职工正在

给浓密机清理底部阳极泥，看

着浓密机的“大肚子”，忍不住

感慨道。

如果回到三个月前，估

计就不是这番场景。“你说这

浓密机老会折腾我们了，这

才隔多久啊， 又得给它掏肚

子，每次费时又费力的。 ”“可

不，还必须给它清干净，要不

影响我们系统电解液的成

分，对电铜生长不利啊！ ”“要

是能让阳极泥自己‘跑’出来

多好啊，就不用我们费力，还

可多生产阳极泥。 ”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班组

的职工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让

阳极泥自己“长腿”跑。

说起这个浓密机， 自 30

万吨投产以来，它可是那个在

背后默默奉献的大“功臣”，一

直肩负着给电解液与阳极泥

分离的重任，是收集电解液中

阳极泥的重要工序，经分离出

的阳极泥进入板框压滤机才

能形成固体阳极泥进行贵金属提取。 浓密机

的存在，让槽面班的兄弟们喜中带忧，喜的是

它带大伙儿走进了机器生产的时代， 忧的是

啥呢？ 原来浓密机也不是万能的，浓密机在工

作过程中可以将 95%的阳极泥送到下一道工

序，却留下了 5%的浓密机里“存”起来了。 时

间久了，阳极泥越来越多，直接影响浓密机的

工作效率，需要人钻进它“肚子”里人工清理，

而清出来都是稀“泥巴”，含水量高，无法进行

贵金属提取， 造成阳极泥产量下降和贵金属

的损失。

“这不行， 得想个法子把我们‘解救’出

来，让阳极泥能顺利进入下道工序。 ”“这能有

么法子啊？ ”“开动脑筋，肯定有办法的，其实

每天沉降到底部的也不是很多， 要是能让它

不沉降， 随着电解液进板框压滤机不就不用

人工清理了”“你说的有道理，今天班组开会，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大家一起想办

法。 ”班组“智囊团”开始寻找“出路”。

下午两点半，班组召开全班大会，会上除

了总结了上周的生产情况， 也对近期的重点

工作做了安排， 到最后， 是大家自由发言时

间。 一名职工发言：“我想说几句，上次我跟肖

伟一起清浓密机里的阳极泥，

热的全身湿透了， 汗水啧的身

上痒痒的，大家一起想个办法，

把浓密机改造改造， 不让阳极

泥沉降， 这样就不需要人工清

理了， 既省人力又能提高阳极

泥产量。 ”班长徐振听后，想了

想严肃地说：“你提的这个问题

我也想过，但思路还不成熟，既

然提出来了，大家就讨论讨论，

有了好的改善措施就能尽快实

施，早点解决问题。 ”

“我觉得在浓密机底部安

装风管应该可行， 在正常过滤

时，对底部吹风，不让阳极泥沉

降， 让它与电解液混合进去板框压滤机不就

行了。”“可总有少量吹不走的吧？吹不走的就

用水管冲，再在里面均匀安几根水管冲，就是

不让它在里面待着。 ”“说得好像有点道理哦，

浓密机那么大， 得多安几根风管和水管。 ”

“嗯，等会几个骨干跟我一起去车间把技术员

请到现场，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班长徐振说。

在车间的支持和帮助下， 浓密机改造方

案应运而生了， 在浓密机底部均匀安装四根

一寸风管，八根一寸加压水管，正常过滤时用

风管吹底部，过滤空时用加压水管冲洗，实现

每天的阳极泥不残留在浓密机内。

过了一个星期， 在维修师傅的精心测

量、切割、焊接下，浓密机改造完成，大家看

着每天辛苦工作的浓密机，脸上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这回，浓密机的作用更大了，我们

得好好爱护它。”看着阳极泥量日益增长，浓

密机肚里淘“金”成为现实，大家心里都乐开

了花。

（方慧）

———走进井巷公司地质勘探队

地质勘探人员在检查探矿样本。

地质勘探队在探矿作业。

10 月 12 日，久违的秋雨终于在这天悄然而

来。第二天一大早，笔者如约来到井巷公司地质

勘探队。

说起地质勘探队的前身， 队长宛江平如数

家珍。“地质勘探队原先是一支有 240 多人的队

伍。 1998 年，地质勘探队从叶花香矿成建制划

归到大冶有色公司设计院时，大部分职工被分

流到冶炼厂、 质计中心和金岳公司等单位，只

留下了与专业相关的管理、技术、维修和钻探

操作人员。

2019 年 8 月， 大冶有色公司为深化国企改

革将地质勘探业务整合到井巷公司。

“2013 年至 2016 年间， 我们紧抓铜绿山矿

扩能改造的契机，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每年产值

均在 1000 万以上。 ”职工蔡建荣接过话茬，言语

无比自豪。

地质勘探队的变迁， 折射出大冶有色公司

的发展轨迹。

2018 年，随着大冶有色公司“两主两辅”产

业格局的确立， 做大有色资源开发和做强矿山

工程建设的战略思路， 亦将承担矿山

基建任务的井巷公司推到了前所未有

的历史关口。

而作为矿山采矿的探路者， 自地

质勘探队整合到井巷公司后， 不仅对

该公司自身“井建立业、采矿兴业、多

业并举”的发展思路注入新活力，也激

发了在大冶有色公司“二次创业、再次

崛起，打造现代化铜企业”征程中承担

的责任担当。

说起整合到井巷公司这 3 个月来

的新变化，职工胡先礼告诉笔者，尽管

他们的工作性质一点没变， 但现在的

工作却比以前顺趟的多。

面对笔者的疑问，胡先礼解释道：

“同样是在铜绿山矿井下探矿施工，此

前但凡涉及硐室整改或安装风水管电等事宜，

都要等着设研院找矿方协调， 现在与井巷公司

成为‘一家人’后，这方面的协调、沟通都能在内

部得到快速解决，工作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 ”

目前， 地质勘探队主要承担着铜绿山矿

-545 米中段基建探矿、-605 米中段 IV 号矿体

西部探矿两项中心任务。

随地质勘探队的职工乘罐笼下到施工现

场，只听钻机轰鸣，陈加宋、黄少平和叶立新等

正忙着紧张作业。

据了解，正在施工中的铜绿山矿 -605 米中

段 IV 号矿体西部探矿项目在地质勘探队整合

到井巷公司之前，25 线的 2 个探孔四个月只完

成了 271.2 米。 整合后，井巷公司要求该队在 11

月底，必须完成剩余的 1178.8 米的探矿任务。 工

期之所以被要求提速， 是因项目如果不能按期

完成，将直接影响到铜绿山矿 -605 米中段以下

采矿设计的时间。

面对工期紧、任务重的压力，地质勘探队迎

难而上。 在发现布置在 -605 米中段的水平钻机

已无法完成探矿任务后， 该队于 9 月底又安排

了一台立轴式钻机到 29 线，通过采取“双机同

时作业” 的措施， 加快施工进度， 为铜绿山矿

-605 米中段以下的采矿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 该队已按计划完成了 21 线、25 线共

计 557.2 米、29 线 130 米的施工任务。 23 线、27

线剩余 600 米的探矿任务，还在紧张施工中。

班长陈加宋告诉笔者：“我们在抢施工进度

时，最怕遇到涌水和岩石破碎的地质条件。 ”

在正常的情况下， 地质勘探队一般采取两

班作业的方式， 一个循环可以探矿 16 米左右。

遇到地质条件不好时， 尽管能采取水泥注浆的

技术予以解决，但在等水泥凝固这 24 小时的时

间里，他们要付出丢掉一个作业循环的代价，才

能继续进行后续的施工。

23 线从 2019 年 9 月 27 日开始施工以来，

还只探矿到 120 米， 他们就已进行了 4 次水泥

注浆来加固井壁。

“时间就是效率啊。 ”陈加宋感叹道。

从井下上来，雨后的矿山洋溢着秋的气息，

矿区两旁的树木被秋雨洗刷得一尘不染。 红的、

绿的、黄的秋叶层层叠叠。

“现在，别看我们目前只有 7 名职工，但我

们能吃苦，善打硬仗的老传统没有丢。 我相信，

融入井巷公司后， 又到我们地质人同频共振发

力时啦！ ”队长宛江平信心十足地说。

（郭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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