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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马玲 报道

本报讯 今年以来，尖山铁矿抓住
技术创新这个牛鼻子，通过推进技术
进步、强化技术对标、加强技术管理、
创新技术人才发展机制，全力降本增
效。

推进技术进步。站在实用技术最
前沿，组建持续改善落实的技术攻关
团队，围绕采场持续出矿开展技术研
究，全力破解今后5年内狭小范围内
高强度开采、陡坡开采等难题。围绕
3号、4号溜井，爆破、破碎机衬板等开
展生产能力与质量攻关，持续推进技
术进步。

强化技术对标。结合国内矿山发
展飞快的先进技术，组织技术人员积

极参加各种先进技术交流，开阔眼界，
拓展思维。围绕国内先进技术指标，
全面实施技术对标，形成与国内先进
指标比、与历史水平比的技术对标机
制。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引入到尖山
铁矿的发展中，为矿山发展蓄足后劲。

加强技术管理。完善“三级改善”
发展平台，抓住工艺优化、能力提升、
消耗降低等关键点，创建“十百千”技
术创新机制，完成10个技术创新课
题、100个“快六”项目、1000项5S改
善项目。积极推进项目负责制，课题、
项目实施任务化管理，促进技术管理
再上新台阶。

创新技术人才发展机制激发活
力。加快推进技术员后备队伍建设，
打造后备充实的专业化技术人才梯

队。创新技术人员分配机制，充分发
挥技术人才引领作用，不断提高技术
创新能力。

依靠技术创新降本增效将成为今
后工作的主旋律，尖山铁矿通过实施
一系列措施，在提升技术层次、发展先
进技术上，为公司渡过难关再作新贡
献。

开展 TPM 改善提案活
动是企业为了启发职工的想
象力，集结职工的智慧与经
验，提出有利于本企业生产、
设备改善及业务发展，达到
降本增效、改进工作方法、提
高广大职工积极性、促进企
业和谐发展的目的。

如果职工的改善提案只
是追求提案的数量，不注重
提案的实施效果，就会导致
盲目地采用提案，对企业造
成一定的影响。客观地说，
一些职工提案并非条条适用
于企业，企业必须对提案的
可行性认真进行调研、论证，
对切实能够采用的改善提案
要积极推广并给予一定的奖
励，激发职工的积极性。

面对钢铁行业严峻的形
势，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职工
的改善提案，对职工踊跃提
改善提案的积极性及时给予
肯定。对好的改善提案、能
为企业带来效益的改善提案
要大力推广。

型材厂进一步做好防汛工作，对
厂管辖区域下水通道进行定期排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管道畅通无
阻。图为清理下水管道现场。

刘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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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瑞文 报道

本报讯 峨口铁矿破碎作业区以
精益检修为核心，通过细化设备点
检、严把检修质量关、进口备件自修
等措施，优化设备维护管理，降低检
修成本，促进增效指标的落实，有力
保障生产顺畅和预算指标的正常运
行。

峨矿破碎作业区共有粗碎、中
碎、细碎等主机设备，该作业区从源
头抓起加强设备使用维护管理，为设
备创造良好运行环境，开展现场整理
和岗位标准化点检。对4号皮带通
廊、22号给料跑车等区域进行设备清
洁化整顿，改善风机运行效果，治理
设备本体油污、粉尘，提高岗位日常
维护标准，同时，加强润滑标准作业，
在设备标准点检基础上，专门成立油
脂润滑组，试验改进系统滚筒、轴承
加油周期，分析传动部位劣化因素，
做到精密点检，周期评价，提前预防，
提升效率。

为保证单线系统作业率，该作业
区每月要完成至少9台主机设备的
定修任务。面对检修高危作业现状，
该作业区严格实施安全分级管控措
施，落实“一岗双责”，强化职工安全
红线意识，进一步细化、量化标准化
检修过程管理，制定可视化安全操作
看板，扎实开展安全专项整治、隐患
排查、六大危险作业危险辨识等工
作。

在检修中，对检修项目提前进行
立项，对影响生产及成本的关键指标
部件，如粗碎衬板易裂，遇到停机机
会就进行处理，对中碎易坏液压设
备，提前进行备件的修复更换，以“作
业区、设备组、班组”三组质量控制单进行验收
把关。还从降低故障因素、提高使用寿命周期出
发，开展细碎机机腔筋护板里的杂物清理，大大
减少偏重圈的磨损率。此外，对于中碎系统进口
设备液压马达，因结构复杂，完成修理需要多人
配合且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该作业区抽调技
术力量投入废件的修复攻关中，实现了进口备件
的自主修理，节省了成本费用。

在现场专项整治月期间，加工厂各专业管理科室对外协区
域、难点区域、隐蔽区域和各类物料存放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和整
治，确保现场整洁、安全、高效。图为机电维修作业区对物料进
行整理。 巩雁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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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他正在和技术中心的同事
协作开发一种高附加值、市场前景不错的
新铁素体不锈钢产品，现阶段国内需求还
完全依赖进口。“其实这个市场很多钢厂
都有过试水的经验，但由于这一品种工艺
过程长、开发难度大，很多企业接连放弃
了试验，转而去做其他品种了。”高勇告诉
记者。该产品至今已经开发了3年左右，
高勇一直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在公司
研究、排产后，带上样品去找企业加工成
用户需要的配件，然后送到用户那里试
验，最后把试验结果带回公司，再倒推每
一个步骤查找问题。高勇说，开发初期客
户并不信任他，“用户不愿意参加试验，觉
得咱干不成，怕浪费人家的时间和精力。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用户终于愿意试一
试。这件事要是干成了，是一件双赢的好
事，这才开始合作试验。但是毕竟不是自
己的企业，遇到困难，人家的工人不想干
的时候，我们就得自己上手干。”高勇笑笑
说，“我现在要是到用户厂里，基本都能直
接上手操作了。”

目前，该品种的研发工作已经有了很
大突破，高勇坚定地说：“每当坚持不下去
的时候，我就想起当时一家企业老板和我
说的话，‘这种钢你们干不了’。我一定要
干出来看看，现在国内没有人干，我们更
要发挥好太钢的技术优势、装备优势，试
验到成功为止。”

再专业一点
原卓浩刚刚参加完培训回到办公室，

这个说话间常伴有自信手势、语速很快的
小伙子是不锈冷轧板材业务部的一名营

销员，刚刚转正的他丝毫没有学生的青
涩，“一定要比客户还专业。”是他挂在嘴
边的话。

原卓浩2014年从北京科技大学研究
生毕业后就通过校招来到了营销部，负责
出口保税业务，涉及从签订合同、收汇、配
送、报关清关到最后结算的各个环节，很
多新东西让他感到无从下手。回忆起那
段时间，原卓浩说：“我学习的专业是冶金
工程，一开始根本不懂任何金融知识。而
用户在各个环节都会有专门的人来和我
对接，非常专业，我当时根本不能分辨客
户的要求是否合理，诉求如何满足，可是
别说出错，反应慢点儿别人就不会和你再
谈了。”

原卓浩决心开始补课，公司和营销部
安排的课程一节都没有落过，到了晚上和
周末就恶补钢种知识、业务操作和法律知
识，而且是学多少用多少。他感到对他帮
助最大的就是“师带徒”制度，通过师傅手
把手地教，业务成长很快。如果师傅教的

“不够吃”，他就再去找专门负责某个业务
的人，比如学习结算，就直接去找财务
科。原卓浩的师傅告诉记者，小伙子肯学
肯干，现在派出去服务客户效率很高，得
到的反馈也很好，对他非常放心。

虽然大家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原卓
浩还是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我很感谢
公司能给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实战机
会去锻炼，现在我唯一没有参与的环节就
是前期和客户谈价格，我还要和师傅们多
学习，争取早日能够独当一面，为公司争
取更多的订单。”

在这场生存保卫战中，也许我们每一
个人都会遇到挫折，满心期待地付出却依
然收获寥寥，有时候甚至会困惑，究竟我
们还要不要坚持下去？但如果我们每一
个干部职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都能朝着
目标，拿出再来一次的勇气去攻坚克难，
去担当责任，去恪尽职守，在逆境中越挫
越勇，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生存保卫
战，在胜利的号角声中迎来属于太钢人的
春天。

【记者手记】
记者先后多次来到营销部才完成了

这次采访，因为他们平均一个月有二十
多天都在外地出差，回到公司也是忙于
排产、结算等工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

饭。一位营销员告诉记者：“我们其实根
本顾不上家里，孩子小的时候，常常出差
回来都快不认识了，但我们并不是心里
没有家，其实这些坚持也都是为了家。
太钢这个大家好，我们的小家才能好。”
这些忙碌与坚守的身影，不仅是营销员
们的缩影，更是广大太钢干部职工的缩
影。采访结束后，我为他们“再来一次”
的勇气感动，我想换作是我的话，真的能
够坚持下来吗？我突然想起央视的一个
公益广告——《再一次，为平凡人喝彩》：

“ 再一次，选择责任与担当；再一次，为
成长积蓄力量；再一次，只为追逐的梦想
更近些……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因为这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这个世界永远欣赏
每一个敢于再来一次的人。再一次，为
平凡人喝彩!”我为这些营销员们喝彩，
也为每一个奋斗着的太钢人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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