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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元电缆有限公
司绞合班组目前共有员工
11人，其中女员工6人，平
均年龄40岁，主要负责将单

根导体绞合成型。2014年
起，绞合班深入开展各项技
术改造工作，不断创新电
线电缆的质量和生产技术，
成功研发了集束导线、复合
铝合金电缆等系列产品，相

继获得6项发明专利和25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授 权 。
2017 年至 2019 年，连续三
年被评为公司“优秀团队”。

听声音判“断头”
在勤学苦练中进步

该公司主要从事电力

电缆、农埋电缆、新型材料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技术服务，绞合班组一

直是公司产品生产制造的

主力军，她们做出的线芯

质量直接影响电缆的质量

与使用寿命。

公司规定新员工入职

试用考核一般在 3个月以

内，在此期间新员工必须

全面掌握各项生产工艺及

各种设备操作规程，若哪

一环节没有掌握，就不能

独立操作。为了让进入绞

合班的新员工能更快更好

地适应工作内容，班组长

许雪凤想了个办法，让新

老员工结“对子”，互相学

习帮助，并建立岗位练兵

平台，大大提高了新员工

们的学习效率，让他们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面

熟练掌握各种技能，以优

异的成绩通过考核。

在日常工作中，绞合

班组也经常利用空闲时间

召开班组业务技能座谈

会，大家将自己的工作经

验、操作的小窍门讲出来，

互相交流学习，共同进

步。“我刚招工进厂的时

候，年龄已经偏大，面对绞

合机械等大型设备心里有

畏难情绪，做起事来缩手

缩脚，幸好有许班长手把

手地传授绞合知识和操作

技巧，又有大家热心给我

分享小技巧，让我很快融

入了这个大集体。”组员倪

新兰说。

目前，绞合班的女职

工们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在绞合机同时绞合几十盘

单丝时，只要有一根单丝

出现断头，她们在十几米

之外就能通过声音予以判

断，这一技能既确保产品

质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接头合格率近100%
在精益求精中创新

为了提高电缆线芯

绞合效率和一次性接头

合格率，绞合班的员工们

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将

原本需要 5分钟的接头及

换盘工作压缩到两分钟

内。“绞合工序上、下盘等

辅助工作时间占总工作

时间的 1/3 左右，因此减

少上、下盘的时间对提高

生产效率至关重要。所

以，我们把每一次的接头

都当成重要的事情来抓，

不断提高熟练程度和操

作 技 能 。”许 雪 凤 介 绍

说。通过她们的不懈努

力和实践，班组一次性接

头的合格率做到了接近

100%，外观达标率达到

100%，这为公司的效能提

升和质量升级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

正是本着这种精益求

精的精神，自 2014 年起，

绞合班深入开展各项技术

改造工作，不断改善和创

新电线电缆的质量和生产

技术及工艺，现已帮助公

司成功研发集束导线、复

合铝合金电缆、0.6-1KV
及 1-3KV 聚氯乙烯绝缘

电力电缆以及无卤低烟阻

燃电力电缆等系列产品，

相继获得 6项发明专利和

25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授

权。多项新产品获得市

级、省级名牌产品认定，复

合铝合金电缆交联 EVA
护套低烟无卤阻燃A类电

力电缆还于 2015年 9月获

得安庆市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仅铜芯耐高温陶瓷绝

缘防火阻燃A类电力电缆

系列产品每年就为公司增

创营业收入近 4500万元。

面对诸多成绩，许雪

凤说：“作为班长，我深刻

地体会到获得这些荣誉是

多么不容易，这都是团队

共同努力拼搏的结果。我

们相信，只有经历过冬日

艰辛的孕育，才会在春天

开出灿烂的花朵。”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昊）

7月12日上午，皖北地区普

降瓢泼大雨。在淮北矿业集团

铁运处临涣车务段蔡楼车站站

场，一群平均年龄不到 33岁的

“猛汉子”穿着厚重的雨衣，顶

着大雨，时而弯腰弓步，时而在

运行中的车列上爬上爬下，为

一列列火车“穿针引线”。

调车员的主要工作是负责

将终到的空车解体对位、将满载

的货车重新编组发往全国各

地。由于室外作业，常年需要在

运行中的车辆上来回穿梭，风吹

雨打是调车员的家常便饭。冬

天，他们哈气成霜、呼气成冰；夏

天，他们头顶烈日、汗如雨下，

“湿身”成了“标配”。但他们毫

无畏惧，外穿反光雨衣，精神抖

擞、步伐矫健，不断重复着挂车、

甩车、转线、转场等工作。

站场一端，同为 1988年出

生的孙龙龙和刘鹏鹏负责着本

班K车解体作业。暴雨下孙龙

龙一丝不苟地执行着“问路式”

调车作业标准，要道还道、确认

进路道岔位置及调车信号开放

状态，利用灯显设备监听连结

员刘鹏鹏“牵出”呼唤。刘鹏鹏

则有条不紊地确认车列开口位置、摘管、提钩、

指挥牵出。在对讲机“启动、启动”的语音中，两

人随着移动的车列渐渐消失在雨幕中。

调车员张健和连结员张钢柱正在另一端逐

辆检查装好的重车，准备编组作业。他们时而

在车下检查车辆连挂状态、检查走行部有无异

常；时而爬上运行中的车辆，指挥机车车辆连

挂，对讲机中不时传出“十车、五车、三车、停车”

的信号信令。一辆辆满载精煤的C车按照计划

编组成列，等待开往全国各地。

四十多分钟后，完成K车解体、对位作业的

孙龙龙和刘鹏鹏回到了调休室。孙龙龙来不及

换下湿透的衣服，便将600毫升的绿豆茶一饮而

尽，汗珠掺杂着雨水顺着脸颊划落，他边擦边说：

“最怕这种天，穿着雨衣特别闷，一趟活下来里里

外外都湿透了。雨天视线也不好，车体、路肩还

都特别滑，平时一个小时可以干好的活，雨天得

一个半小时。”说话间，新的调车作业计划又来

了，他叮嘱刘鹏鹏抓紧多喝点水，便拧了拧湿透

的手套，抖了抖雨衣上的水珠，登上了调机。

此时，张健和张钢柱还未完成上一批C车

编组作业，胸前的对讲机中又传来了车站值班

员的催促声：“16调，还需要多长时间，国铁那边

又到了一趟车，要求尽快送空拉重。”雨越下越

大，反光雨衣在机车照明映射下格外显眼，调车

信令一直在响着…… （孙斌）

徐冬梅：中共安徽省
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国
际合作部副主任、副教授，
九 三 学 社 基 层 委 主 委 。
2017年被派驻阜阳市颍泉
区伍明镇王寨村，任扶贫
工作队副队长。扶贫期
间，她与同事走访调研、研
究制定了一系列扶贫计划
和实施方案，帮助王寨村
脱贫。2018年她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奖贡献奖；同年
被评为“安徽好人”。2019
年获省直机关“敬业奉献
道德模范”称号、九三学社
中央“九三楷模”称号。

心系三农
“三请”挂职终圆梦

作为一名研究农业领

域的专家，徐冬梅多次深

入农村走访调研。在调研

过程中，她看到农民在贫

困线上挣扎，这让她觉得

要到农村去，要用自己所

学的知识为更多的贫困群

众做点实事。

在前几次申请去农村

挂职被拒绝后，2017年，徐

冬梅终于如愿以偿。4月
28日，在安徽行政学院隆

重而简朴的欢送仪式后，

她和其他几位扶贫干部一

起启程奔赴脱贫攻坚一线

——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

王寨村。出发当天，她在

朋友圈里写了这么一句

话，“当个人理想与组织需

求相契合时，那叫幸福！”

没有自来水，村里经

常停电，路面晴天尘土飞

扬、雨天泥泞不堪……王

寨村艰苦的坏境，更加坚

定了徐冬梅扶贫的决心。

她和扶贫工作队的同志每

天早出晚归深入22个自然

村，访民情查民意。连日

奔波让本来腰椎不好的她

很是疲惫，走起路来也稍

显吃力。大家劝她多休

息，她却一直笑着说没事。

五月，正是杨絮漫天飞

舞的季节。每次在村里走

访时，稍不注意就能吃一口

杨絮。同事劝她戴上眼镜、

口罩，徐冬梅却坚决反对：

“眼镜口罩隔去的不仅仅是

杨絮，更是隔断了我们和贫

困户的亲密联系。”

扎根一线
精准施策谋实招

“大老远就能听见她

的笑声了，对人很热情。”

在贫困户们眼中，她是知

冷知热的徐大姐，是上级

选派下来带领大家脱贫

致富的引路人。徐冬梅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一点

架子都没有，没事就爱到

他们家嘘寒问暖，帮助解

决困难。

然 而 ，徐 冬 梅 累 倒

了。2017 年底，她先后被

查出患肺癌、甲状腺癌等

疾病，但她心中最牵挂的

还是王寨村的村民。在医

院化疗结束之后，她带着

抗癌药物又继续返回王寨

村开展扶贫工作。校（院）

党委出于对徐冬梅身体的

考虑，向省委组织部申请，

将她从扶贫工作队撤回。

在合肥治疗、康复期间，她

也一刻没停止过对王寨村

的挂念，利用手机、微信联

系扶贫工作队、村两委，关

注贫困群众。

扶贫期间，年近六十

的徐冬梅与同事一起认真

探 讨 ，悉 心 研

究，制定了一系

列扶贫计划和

实施方案。不

到一年时间，王

寨村就建起了

特色中药材种

植基地、光伏电

站、就业扶贫车

间和电子商务

扶贫驿站等，实

现了从“输血式

扶贫”向“造血

式扶贫”转变。

村集体收入由

2016 年的 6000
元到 2017 年的

14.8 万元，2018
年达到 16万元，王寨村顺

利脱贫出列。

在今年抗击疫情期

间，徐冬梅带领九三学社

学员积极捐款，向王寨村

捐赠了一批食品等物资。

徐冬梅说：“不能只让

城市变得更美好，也要让

农村变得更美好。像我这

样研究农业农村的人就应

该去农村，把自己研究的

东西奉献出来，落到实处；

像我这样的国家干部就应

该去农村，为了百姓共同

富裕而奋斗终生。”

（本报记者 胡佳佳）

暴雨！暴雨！7月 15日
早晨，雨水还在下，江水滔

滔，红旗飘飘，庐江县 300男
儿正在长江无为大堤上加固

堤埂、清除杂草、巡查渗漏

……守护着大堤的安全。他

们是来自庐江县的民兵队

伍，是各单位的职工。目前，

这场保卫长江的战斗正在 24
小时不间断进行着。

7月 7日 19时，凤凰颈闸

下水位达到 13.96米，超警戒

水位 0.76米，且持续上涨。7
月8日，合肥市应急管理局下

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无为大

堤巡查防守工作的通知》，要

求庐江县等 5个县（市）区迅

速组织队伍赶赴无为大堤，

开展巡查。

“根据规定，当凤凰颈闸

长江水位达到警戒水位 13.2
米、低于 14.2 米时，由无为

等地落实一线民工立即上

堤，负责各自境内堤段防守

任务。”庐江县应急管理局

局长薛光宇介绍，“当凤凰

颈闸长江水位达到 14.20 米

及其以上时，合肥市各县区

需要立即组织落实二线民

工，到无为大堤防汛责任段

堤防防守。”

经过一天的抽调准备，

庐江县民兵巡堤人员连夜开

拔，其中有 300 余名职工民

兵，他们于 7月 9日凌晨全部

到岗。在各地二线民工开展

巡查防守工作的同时，该县

水务部门同时派出技术指导

组跟班对巡查人员进行业

务培训和技术指导。他们

还携带高清摄像扫描设备

的无人机、4G 执法记录仪、

实时监测系统等高科技助

力防汛抗洪。

张长宝是一名退伍老兵，

现在是庐江县安风风机厂的

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厂区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等工作。7月8
日晚上9时左右，还在厂区里

工作的张长宝，突然接到电

话，通知他立即赶往长江无为

大堤驻守。与同事快速交接

完工作后，张长宝赶回家，简

单收拾了行李，就坐上了前往

堤坝的车。

这是张长宝第一次到堤

坝上巡查防守，他和队友们

需要24小时不间断巡查大堤

上的2公里路段，检查堤坝是

否有裂痕和空洞。铁锹、镰

刀是他们的随身工具。“大堤

上荒草又多又深，把堤坝都

遮住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工

作就是割草。”他在割草时没

注意被荒草里的马蜂噬了一

口，留下一个红肿的包。

这样的大雨，让张长宝

很担心，真怕这水位再往上

涨。但担心是无济于事的，

张长宝和队友只能加快割

草、巡查的步伐，守住脚下的

堤坝。

“我是党员，我的身体素

质好，扛枪和扛铁锹都是保

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洪水

不退，我不退！”张长宝抹了

一下脸上的雨水，又扛起铁

锹投入到茫茫的雨幕里。

在大堤上，像张长宝这

样的职工还有很多。

“孩子刚满月，总放心不

下。”来自庐江县德科电器

公司的职工徐玉贵说，他是

“95后”奶爸，在大堤上的临

时站点里谈起自己的家庭，

言语中掩藏不住思念。“我

们轮流值守，每一组留一个

人守在临时站点，其他分成

两队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巡

查大堤。”巡堤听起来并不

难，但需要百分百的细心，

每个人每天要走 2 万步以

上，现在大家都做好了应对

突发情况的准备。

“这一段长江大堤，有这

些庐江好男儿在守护，一定

能平安渡汛。”庐江县总工会

主席曹晓东说。 （钱良好）

本报讯 “鸣响事故报警

信号，启动公司事故救援预

案，伤员救护组、现场救援组、

安全警戒疏散组现在迅速赶

往现场集合！”这是日前金寨广

泰建材有限公司开展的矿山事

故应急救援演练现场一幕。

本次应急救援演练假想

一台扒渣机正在矿山采装作

业现场给一辆运矿车装废矿

石。不料，采装台阶边坡发

生石块滚落，砸伤监护人员

腿部，等待装料的运矿车司

机见状下车抢救伤员之时，

被另一石块砸伤胳膊。演练

活动设置了事故报警、现场

人员撤离及警戒、抢险救援、

医疗救护、排除险情、现场恢

复等多个场景。

针对本次应急救援演

练，该公司成立了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演练领导小组，生

产班组、开采班组、装载班

组、运输班组等各班组明确

各应急分队人员职责，及时

有效地组织人员撤离，应急

响应程序简明清晰，工作流

程较通畅、差错较少，现场配

备应急物资充足。

本次应急救援演练结果

达到了预期目标，紧扣“消

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

线”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

增强了该公司事故应急救

援联动指挥工作机制和处

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提高了

应急救援组织抢险救灾的

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

据悉，作为一家绿玢岩

（玄武岩）露天矿山开采加工

企业，该公司矿山特种作业人

员必须持证上岗且持证率需

达到 100%。同时，制定了详

细的安全检查机制，针对露

天矿山容易发生运矿石道路

安全事故路段，设立各种警示

标牌，并安排专人值守，严查

超速、超载等行为，禁止非作

业车辆驶入。在全体职工的

共同努力下，该公司自成立至

今实现了伤亡事故为零的可

喜成绩。 （本报记者 夏梦）

本报讯 “受疫情影响，找工作越发难了，幸

亏有人社局同志的帮忙，帮我找了一份工作。”7月
15日，正在马鞍山市区一家宾馆打扫卫生的吴大

姐告诉记者。当日，记者从马鞍山市人社局了解

到，该局积极实施民生工程，着力推进就业，强化

技能培训，做实养老保险，织密服务保障网。

在推进就业方面，截至 6月底，马鞍山市人

社局共开发公益性岗位 3018个，安置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 1558人、人员到岗率 55.64%。开发就

业见习岗位1828个，安排就业见习234人。

同时，该局注重强化技能培训，开展企业新

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20480人，培训合格率达

95%以上。精准组织实施技能脱贫培训，培训贫

困劳动力211人。开展新技工系统培养，技工院

校实现招生462人。

在做实养老保险方面，马鞍山市人社局落

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基础养老

金调整“两个机制”，引导城乡居民参续保缴

费。截至 6月底，参保缴费 44.6万人，累计发放

养老金28176.16万元。 （本报记者 魏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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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

民生工程织密保障网

志愿助力

广泰建材：应急演练助力稳定持续生产

守卫无为大堤 庐江民兵在行动

启 事
因工作需要，现本报二

版综合新闻邮箱专设为ag-
bzhn@163.com。欢迎大
家踊跃来稿。特此敬告。

耳聪手快练 平凡女工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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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梅（右一）走访贫困户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
使含山县牛屯河水位猛涨，7

月15日下午就已超11.76米的保证
水位。而经过县、镇、村数百名干群和

志愿者的连日奋战，已在牛屯河西河村
这段2.4公里长的圩堤上用泥土、砂石筑
起了一道高 0.8 米、宽 1.5 米的“防洪
墙”，同时加强险情巡查排除，确保大

堤安澜无恙。图为当天志愿者们
在西河电站段奋力抢险。

陆炳生/摄

——记安徽天元电缆有限公司绞合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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