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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玉保 金杰 李建平

江西首次使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修建

农村公路；共修建 19条路段，共计 233.783
公里；涉及 17个乡（镇）69个行政村；受益群
众超过 13万人；项目先后在当地用工人数达
1000人，有力促进周边百姓就业；婺源“四好
农村路”成功入选交通部农村公路助力共同

富裕的典型案例。

这是一份成绩单，也是江西交工路桥工

程公司用六年时间为中国最美乡村———婺源

县打造的一份最好礼物。

江西交工路桥工程公司婺源县“四好农

村路”项目建设者们，6年前来到这片油菜花
盛开的地方修桥铺路，从“来客”变为当地村

民口中亲切的“婺源老乡”，用拼搏的汗水将

一条条蜿蜒小道变为现在车水马龙的彩色长

虹，他们以匠心赢人心，以口碑拓市场，书写

了路桥人服务婺源人民美好出行、助力当地

乡村振兴的优异答卷。

“一号”公路直通乡村振兴

“自从‘一号公路’修好后，每天有许多游

客来这条路上游玩，我就跟村民们一起出来

摆摊。平均一天能卖出七八十个‘油灯子’，生

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二三百个呢！”刘

阿姨一边熟练地炸着本地食品“油灯子”一边

笑着介绍道。

刘阿姨口中的“一号公路”，就是路桥公

司承建的婺源县“四好农村路”项目江湾至双

路口公路中村至双路口段。该段是连接婺源

县段莘乡、浙源乡的一条农村公路，辐射中

村、江村等数十个行政区域及庆原古村、江岭

景区。自从建成通车以来，游客络绎不绝，被

称赞为“婺源最美网红公路”，并被省公路局

评为“江西省最美十大农村公路”。

19条路段中，类似“一号公路”的路有很
多。它们贯通旅游动脉，是连接多地乡村旅游

景区的主干道，将沿线旅游景点“织线成网”，

对当地旅游经济和沿线乡村经济起到了良好

的带动作用。2023年 11月，婺源“四好农村
路”成功入选交通部农村公路助力共同富裕

的典型案例。

在每年三四月份，走在婺源县农村路上，

你会看到摄影爱好者们架起了长枪短炮，飞

起了航拍机；老年团里的爷爷奶奶们高举着

自拍杆，欢快地相邀合影；自驾游的驴友们从

车里搬出了小桌椅，悠闲地欣赏着乡村美景，

周围的村民们在观景区售卖着热气腾腾的美

食……路景交融，人文相宜的美丽乡村图景

让人心旷神怡。

路景相融 人在画中游

江西交工路桥工程公司婺源县“四好农

村路”项目为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相较传统

农村公路，项目除了在抓好施工质量的同时，

还创新做好沿线路域文化打造。

“在婺源修路是不一样的，讲究一个‘景

中雕花’，服务全域旅游。不但要方便游客观

景、赏花，还要把路融入风景，一路一景，独具

婺源人文韵味。”路桥工程公司婺源项目部的

施工负责人说道。

在设计和施工时，路桥工程公司紧密贴

合婺源县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开

展，采用徽式建筑风格在沿线建设观景台、公

路驿站、摄影台等，秉承路域文化百年后成名

胜古迹的质量目标和艺术目标，在细节处也

精雕细琢，将传统的黄白组合标线优化为黄

白红蓝彩虹标线，成为一道优美的风景线，使

游客达到“路路皆景，处处如画”“移步换景，

人在画中游”的体验感，形成了独具当地特色

的旅游公路文化。

过硬的品质和丰富的路域文化让婺源县

“四好农村路”迅速“出圈”，为最美乡村锦上

添花。2018年 9月，助力婺源县获评首批“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2020年 10 月，婺源
县在全国“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上

作为典型发言，引起广泛关注，获得一致好

评。

路桥工程公司的建设者们通过实干的作

风和过硬的技术，为 69个行政村打造了安
全、绿色、美观的交通网络，充分发挥了交通

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支撑保障作用，让最美乡村的景

更美、人更富，同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友谊，

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充分认可，树立了

良好口碑。项目荣获上饶市“2022年度全市
推进普通公路‘平安百年品质工程’高质量发

展交通强省试点工作表现突出单位”。

在良好口碑的加持下，江西交工路桥工

程公司也在婺源实现“多点开花”，二次经营

取得成效。2019年 4月份，成功中标 S303浙
临线婺源岭脚至浙源段公路升级改建工程项

目；2023年 10月，顺利承接婺源县“四好农
村路”县道升级改造工程“三改”项目。

年前婺源县“四好农村路”项目建设已基

本结束。随着“三改”项目的承接，江西交工路

桥工程公司的建设者们已迎来了他们在婺源

的第 6个年头，对于他们而言，这里已然成为
“第二家乡”。在这六年里，他们的容颜随着年

岁渐变，但服务人民美好出行的初心、为百姓

修建品质路与放心路的匠心从未改变。

南湖工业污水处理厂
顺利竣工验收
在第 12个“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到

来之际，中国二十冶浙江分公司广泛开展活动，

进一步普及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和知识。近期，由中国二十冶浙江分公司承

建的“近零碳”排放绿色工业污水处理厂项目南

湖工业污水处理厂顺利竣工验收，项目位于嘉

兴市南湖区大桥镇，项目着力打造一座集高效

节能和智慧化运行为一体的“网红”花园式工业

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建成可服务嘉兴市域内工

业园区污水零排放，全面助力区域工业企业实

现绿色循环发展。 渊张馨元冤

■ 陈凤海 宫艺歌

毛凤波最近很忙，作为吉林省经济技术

创新标兵、吉林省劳动模范、东北工业集团吉

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德惠分公司齿圈车

间的现场工程师，他不仅要赶生产进度，还要

带着技术攻关团队成员对眼下的几个“棘手”

技术难题加班加点地进行突破。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毛凤波说，在日常工作中，遇到技术难题要不

断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在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下，技能提升是关键，作为一名劳

模，必须得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求实创新，

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毛凤波说。

作为车间里的技术“多面手”，毛凤波 30
多年扎根一线苦练技术、矢志创新，生产现场

出现的任何问题他都了如指掌。经他改造、设

计、创新的项目不计其数，小到螺纹孔，大到

生产设备，只要不适用，他就会开启“思维马

达”，想各种办法将其解决。当发现工件焊接

后焊渣清理情况不达标时，他就开始对焊接

清渣工序、清渣机清渣方式进行改进，以此来

提高清渣质量，减少工人后期处理工作量。经

统计，此项改善减少磨削工序材料成本、人工

成本、不良损失合计 120万元，每月减少在制
品库存成本 110万元。为减少生产过程中废
气排放，毛凤波开始琢磨取消齿圈焊接前酸

洗工序，他将目标锁定在齿圈型钢出厂时表

面抛丸处理上，通过此项工艺改进，彻底消除

原有生产工艺的酸、碱的排放及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酸雾对员工的身体伤害，同时节约制

造成本 130万元。就这样，通过工艺优化，减
少一线工人的重复劳动，改善了员工的工作

环境，解决了排放达标的环保要求，真正为员

工创建了更加和谐的工作环境。毛凤波类似

这样的技术改进不胜枚举。

“有了好的平台，就要充分用起来，才能

为企业作更大的贡献。”这是毛凤波劳模创新

工作室成立以来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几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先后对 805惯性
轮工艺进行改进，利用电网峰、平、谷计费降

低齿圈正火/回火电能消耗、车内孔夹具改
善、齿圈精整工装二次利用项目推进实施，为

公司节创资金 124万元。此外，还重点对美国
进口的焊机故障率高的原因进行跟踪，收集

第一手资料，经过对数据分析和查找资料比

对，制定整改方案，最终解决了故障率高的问

题，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公司节创资金近 100
万元。对原有齿圈热处理工艺进行优化，在提

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为公司节省资金 50万元、
节约生产成本 80万元，这几项改善均荣获公
司“金点子奖”。

毛凤波工作室现已成为解决生产一线技

术难题的“攻关站”、推动技术创新的“孵化

器”、培养技能人才的“练兵场”。

学无止境，不进则退。在公司推行精益生

产工作中，毛凤波积极参与精益生产知识学

习，大胆地提出对齿圈生产成型生产线进行

优化，生产线优化方案最终得到实施，由原有

的集群式生产变为 U型生产线布局，通过改

善减少操作者 11人，减少设备占地面积 210
平方米，工序间在制品由原来的 5600件减少
到现在的 100件，并且减少了工件周转，降低
了劳动强度。

“只要肯钻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毛凤波先后组织开展了出口德国戴姆勒大型

合金钢齿圈焊接质量工艺提升优化实验，经

过反复实验，把焊接质量成品率由原来的 85%
提升到 99.5%，为稳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
在提升 6371/3338惯性环焊接错位攻关中，通
过不断地实验论证，降低不良品率 5200PPM。
在对出口 CAT1034齿圈焊接质量提升中，实现
加强环切割工艺改进，使等离子切割成品率达

到 99%，每月可节省打磨成本 5万元。针对精
装工装设计高度低且使用寿命短的问题，毛凤

波带领有关人员重新设计精整工装工作部位

的高度，提升了精整工装的工作效率 1倍以
上，并且依旧可以保证齿圈的圆度以及平面

度。同时，每套精整工装使用寿命由原来的 10
万件增长到 15万———18万件。单件小齿圈精
整成本由 0.08元/件降到 0.05元/件，2023年，
该改善项目实现降成本 210364元。
如今，毛凤波带领他的创新团队，对技术

创新有了更高的目标。他凭着对工作的满腔

热爱，本着对岗位的担当负责，用执着专注诠

释了精益求精、敬业奉献的工匠精神。

“技术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

子’，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将继续

和同事们一道，依靠科技创新，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毛凤波说。

检修现场“小课堂”
让人人当“讲师”
■ 崔陈

“测量牵引电动机的碳刷磨耗尺寸，一定

要准确测量，否则会造成电机烧损……”

“检查柴油机供油齿条是否在零刻度线，如

某一缸供油齿条卡滞，易造成飞车事故……”

机车乘务员葛永一边向班组员工讲解机

车日常巡检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一边进行示范

操作。这是近日在安徽淮北矿业集团铁运处机

车检修现场“小课堂”分享上发生的一幕。“讲

师”讲得精彩，职工听得津津有味，像这样的

“小课堂”当下在铁运处很受欢迎。

今年以来，铁运处为提升班组培训实效，通过

调研，不断创新培训方式，推行班组“小课堂”活动，

从过去的老师一人讲、大家听的旧模式，到职工人

人上讲台讲理论，再到如今职工边讲课边实操的

教学模式，形成了全员互动参与的授课模式。

“我认为最大的创新就是由日常式的教学

培训，改变老一套培训模式，由技术员、班组长

唱‘独角戏’的‘我说你听’转变为让职工‘过把

瘾’，轮流担任老师在现场教学。”在现场负责

提醒纠错的集团公司工匠丁丁对这种方法很

是赞同。他认为，职工学会了才能讲出来，台下

听百次，不如自己当一回老师。

据悉，现场“小课堂”要求每位职工都要当一

次老师，使班组培训学习由过去的听课看书，变成

了现在既要讲也要实操的多方互动模式。

“我们今年的培训不追求快、多，而是要让大

家‘细嚼慢咽’。培训内容包含课堂问答、现场实

操、课后学习、考试选题，一周一‘攻’课。‘专攻

术’可以让班组人员对设备状况及操作要点达到

熟稔于心。”培训负责人马华宝说道。

“为讲好一堂课，我们从选择课题、收集资

料、备好课件，到面对职工，把内容讲得通俗易

懂，最后上手实操演示，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心准

备。”葛永介绍说，这种学习形式的转变，使职工

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大大提高，将原本枯燥单

一的培训学习变成人人参与、人人互动的故事

会、“群英会”，真正促进了职工业务能力的提升。

位于重庆市綦江区境内的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

公司重庆气矿江北采输气作业区东溪中心站，自

2008年以来已连续安全生产 16年，尤其是在近年的

生产管理中摸索出“定时、定人、定责、定区块、定效

果”的“五定”做法，有序推进了中心站各项工作的开

展。针对东溪气田含硫高、压力低、气量小等困难，中

心站利用井口智能阀合理定开度，调配各井产能，日

产气稳定在 4万方。在此基础上，中心站树立“不安全

的气一方都不要”观念，开展危险危害因素辩识，异常

数据、异常报警及时分析判断和处理，对标“两个现

场”进行问题排查整改，把各类问题和隐患消除在萌

芽状态；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持续提高员工应急处置

能力，夯实了中心站的安全生产基础。图为中心站员

工在设备区进行巡检。 李传富 张虎 摄影报道

银光红光公司
“除废”改造“一举三得”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化研究院集团甘肃

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红光公司升级改

造废酸熟化装置，经过 3个月连续生产，目前
设备运行稳定，安全和环境污染隐患得到根

除，降低了员工劳动强度，年节创经济效益可

达 76.9万元。
红光公司硝基邻二甲苯经硝化后，废酸中

部分有机物在室温下继续反应，熟化生成一种

浮状物（浮药），并伴随热量放出。随着浮药量

的积累和热量聚集会产生高温现象，甚至有发

生燃烧的安全隐患。

针对制约安全连续生产的瓶颈问题，红光公

司成立课题攻关组开展“消除浮药”试验研究，寻

求工艺技术突破。经过反复测试摸索，课题组在上

千组波动变化的数据中寻找到了浮药消失的特定

工艺范围。同时，在该工艺条件下，废酸中硝酸含

量降至 0.5%以下，达到了“脱硝”效果，产生的稀硫
酸经过处理后可供两道工序同时使用。

技术改造过程中，结合新的工艺流程同原

脱硝装置流程相近、工艺相同的状况，为节约

成本，项目组依托现有脱硝装置将其改造为年

处理量级的废酸熟化装置，通过利旧检修脱硝

塔、硝酸换热器、预热器、硫酸冷却器等设备，

实现一硝产线硝基邻二甲苯废酸熟化技术提

升，达到消除浮药隐患目标。

该项目通过设备改造、工艺调整、新技术

参数应用，经间断性试车生产和连续运行，达

到预期效果。新系统减少了废酸产生量和换产

刷洗设备频次，节约浮药清掏处置成本，累计

每年可节创 76.9万元。 渊谭顺兰 邹永洪冤

为落实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中国兵器江

麓集团不断推进新质新域装备研发，积极创

新质量监督方法，让质量监督守护科研项目

健康成长。

公司科研项目科技含量高、涉及领域广、

研制生产交叉并行，存在技术状态更改多、工

艺过程不稳定、科研配套关系复杂等特殊状

态，沿用“单打一”事后监督，容易形成监督

“盲区”。质量监督创新箭在弦上，前瞻监督、

跟产监督、差别监督、供方监督一套“组合拳”

应运而生。

前瞻监督按“纲”对“账”

前瞻监督特指研制设计阶段的监督。在

预研阶段开始，质量保证大纲的“探头”就悄

然架起，质量师系统指派专员实施“敲门行

动”，将监督触角前移，按“纲”进行“对账式”

监督，看是否执行设计标准、是否符合合规

要求、是否识别质量风险……，守护科研项

目躲过“先天缺陷”。通过“设计评审”“科研

供方试用报告”“试验大纲”“技术归零”等

“清单式”筛查，使科研项目各方的质量行

为都得到有效控制，促进质量监督专业化、

标准化、规范化。在科研项目“1.0”版到
“2.0”版升级中，制定质量监督任务表，明确
监督内容、时间节点、责任人，压实监督主

体责任。对标《技术状态管理》要求，系统地

掌握项目技术状态变更情况，对已通过验

证的技术状态督促及时固化。监督同步完

成蓝图和电子版图纸技术状态的落实，提

升质量师系统的履职能力。2023年 8月，公
司开始探索了“科研项目专项内部审核”新

举措。2024年 1月，首次采取“装备管理体
系认证资质扩大范围专项检查”新手段，监

督覆盖 12 个科研项目，发现设计标准、数
据分析、科研供方管控等待改进提高项。一

手抓质量监督，一手同题共答，2023年聚焦
影响产品设计结构、材质优化、工艺可操作

性、适宜性以及生产过程控制情况，有针对性

提出质量改进建议百余项，67%得到采纳，促
进了科研项目实物质量水平提升，助力公司

科研任务全面完成。

跟产监督扭住“通关批”

跟产监督特指科研项目生产、试验阶段

的监督。扭住科研项目通关批这个“牛鼻子”，

把好工艺会签关、工艺实施关、工艺评审关。

2023年跟产监督 30多种新研产品的通关批，
参与 13个产品的工艺评审，15 个产品的首
件鉴定，17个项目试验准备状态检查和试验
大纲的评审，270份科研工艺质量会签。督促
试验队进行组织准备、资源准备、技术准备。

明确试验队故障报告、故障分析、故障纠正的

处理流程。制定标准化模板，确保大型试验一

次成功。针对科研“临时工艺”管理不规范问

题，修订《临时工艺文件管理要求》企业标准。

组织 4次科研项目“临时图纸”“临时工艺”专
项监督检查。以质量分析改进机制为抓手，强

化三级质量监督。

差别化监督“重点突出、兼顾一般”

差别化监督特指按“二八”原则，“重点突

出、兼顾一般”质量监督。以清理风险隐患、纠

治突出问题、加强预防管控为指导、共梳理研

制过程重点质量风险 22项，对标行业要求，
“重兵把守”关键工序、特殊过程、质量风险

点，推进评审会专家意见落实、售后信息分析

改进机制落地。明确质量监督主攻方向，狠抓

售后信息、生产过程问题、试验问题等关键时

机，以问题线索作为质量监督的“风向标”。建

立科研项目质量监督信息台账，结合“质量曝

光台”机制，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与警示。采

取“日查、周查、月查”等不同形式、不同频次

的监督机制，确保质量隐患归零。

供方监督“定向体检”短板弱项

供方监督指对科研供方短板弱项有的放

矢地监督。采用查阅技术协议、技术协调卡、

技术资料等“载体”，将监督融入供方科研全

过程，掌握设计标准依据、元器件使用、试制

试验等信息，按《产品外购件选型选点工作规

范》，规范科研供方的选择、准入、绩效建设。

供方监督按“一厂一策”模式，以生产、技术、

质量三条主线为科研供方“把脉”，进行“定向

体检”。

公司以新时代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为牵引

的质量监督创新模式已初步形成，通过抓前

端、治未病、研机析理，牢牢守住项目研制的

“第一关”，为新质生产力孕育成长“浇水施

肥”。 渊洪炉冤

以匠心赢人心 以口碑拓市场

江西交工路桥工程公司打造“婺源最美网红公路”

毛凤波：只要肯钻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江麓集团：质量监督守护科研项目健康成长

连续 年安全生产
累产气破 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