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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玉

“大家碰到解决不了的难题，一般会交给他，放
心。”

“有他在，我们都比较踏实，他技术过硬，为人也
非常可靠。虽然他很谦虚，但我们都愿意称他为‘大
师’！”

工友们口中所说的“他”，就是新巨龙公司采煤预备
工区机电技术员，齐鲁首席技师、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
师——— 马忠汉。他常说：“学好技术的首要前提，就是要
有一颗持之以恒的心，让技术成为‘肌肉记忆’，形成条
件反射，这样自然就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

立足岗位，全力以赴，争做排头兵

马忠汉虽然年纪轻，但业界却早已有关于他的“传
说”。 2010 年，他被分配到新巨龙公司采煤一线，成为
一名液压支架维护工，至今已在矿井综放工作面奋战 14
个年头。凭借在支架维修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和不断学
习，他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渐成长为一名“技能大师”
“技术能手”，练就了“极速通讯联调”“盲拆盲装液
压阀”“听音辨位识串液”等绝技绝活，真正让技术成
为“肌肉记忆”。

马忠汉先后在二级集团职工技能比武中荣获1次第一
名、 2 次第二名的好成绩，还曾获“同煤杯”中国技能
大赛第九名，“山东能源杯”首届全员岗位技能大赛第
一名。他的成长和进步每个人都看在眼里，深知他的成
绩来之不易，并不是一蹴而就。马忠汉刚参加工作时，
煤矿对于他来说非常陌生，对液压支架更是一知半解，
是一个技术上的“小白”。有人说，工人就该干好工人
的活，安排你干啥你就干啥。但马忠汉始终有一颗进取
奋斗的心，他不安于现状，不被动工作，在学中干、干
中学，向生产实践学，向师傅同事学，向课本书籍学。
闲暇之余，他自学CAD 制图、计算机编程、网络通讯等
智能化调试技能，并利用公司派遣其参加国内煤炭行业
各类技术培训的机会，及时掌握业界先进技术。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他从一个技术“小白”，成长为一名煤
炭行业的首席“讲师”。 2023 年 9 月，他被评为齐鲁首
席技师。

团结奋进，主动靠前，带动青年团体

如果说最初的成长是出于热爱，那他后来的坚持则是
出于责任。 2023 年，马忠汉工作室被评为山东能源示范化
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室始终以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高技能检修队伍为目标，以“德创”文化为引
领，以“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矢志超越、创新提升”为
团队文化，为公司青年职工搭建了一个共同学习、合力攻
坚的平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工作室

成立以来，培育了智能开采等多个攻坚团队，先后完成全
国最长原矸充填工作面、山东最长采煤工作面和智能化工
作面的安装调试和日常运维。其总结凝练的智能管理“八
化提升法”，即精神化引领、人性化维护、基础化积累、
梯队化培养、原理化转型、区块化划分、程序化检修、制
度化管理，有效提升了团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完成40
余项小改小革和技术创新。

求变求新，智慧时代，一起向未来

作为始终走在技术革新前列的先行者，推进智慧
化、智能化，新巨龙公司义不容辞。马忠汉深知自身肩
负的重任，坚决不做掉队兵，要做就做排头兵。他带领
技术骨干组成智能采煤攻关小组，跟踪工作面智慧化运
行实验数据不停歇，为了满足控制精度要求，支架间不
起眼的几厘米误差，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去测量、反
馈、优化。在马忠汉的示范带动下，小组成员不畏艰
难，憋着一股劲，力争做就要做好，真正做出自己的
“巨龙方案”。

在攻关小组努力下，采煤机和运输机监测系统通讯
方式得到优化提升，无论是施工材料成本还是人工劳动
强度都得到明显降低。他们还通过端头记忆截割程序校
零公式的研究与应用，实现了对端头记忆截割程序的快
速校零，节省了重新学习时间和工序，提高调试效率 6
倍以上。他们发明的“设备、保护、协议、软件、通
讯、组态、云控”通讯联调七步法，提高工作效率 5 倍
以上。

在谈及现在的智慧化工作面运转情况时，马忠汉介绍
说：“现在自动跟机移架率和煤机记忆截割率均达到90%
以上，资源回收率也突破96 .7%，安全系数极大提升。”

马忠汉对这份工作是打心底里的热爱，他不喜欢简单
的重复，有挑战才对他的路子。

□王鑫涛 江记文 李苏华

“小王啊，更换继电开关一定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先断电，再干活，千万不能马虎。”“知道了，吉德哥！
一定先安全，后生产。”

小王口中的吉德哥，是兖矿能源济宁三号煤矿综掘一
区工长张吉德。尽管在班前会上已经强调过，在开工前，
张吉德仍然嘱咐要进行重点工作的小王。职工们也习惯了
张吉德“唠叨”，亲切地喊他“吉德哥”。

张吉德认为“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他从事煤矿综
掘工作28年，始终对安全秉持敬畏之心，在安全生产管理
领域深耕细作，逐步形成自己的安全管理模式，为煤矿综
掘保驾护航。

专业技术有一手

1996 年，济宁三号煤矿成立综掘工区，张吉德报名，
成为一名掘进机电维修工。

为了尽快熟悉掌握这些掘进设备，张吉德给自己定下
一条规矩：每天学习设备操作说明书、《综掘机设备操作
规程》等专业书籍一小时，雷打不动。为了把所学专业知
识和实际维修工作结合起来，每次下井他都随身携带小本
子，随时记录设备运行时出现的问题、诊断过程及维修
方法。

学习的过程枯燥乏味，成长充满困难和挑战。系统
图、电路图、接线图让人眼花缭乱，不易区分；线缆、电
路板、电机故障原因五花八门，不好诊断；观察法、听诊
法、触测法，每一种故障诊断方法，都不好掌握。

张吉德努力吃透设备操作说明书，积极参加厂家技术
培训课。问题弄不明白就查资料，想不通就请教老师傅、
机电工程师，为了研究一些技术难题的解决方法，甚至电
话向设备厂家技术工程师学习。

长期坚持学习，不断揣摩研究，张吉德得以快速成
长，在一众工人中脱颖而出。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不断晋级，他成为一名机电维修技术能手、业务骨干。

设备维护有一招

作为机电班长，张吉德带领班组承担着工区整个掘进
迎头的机电设备检修、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多项工作。

“出炭不出炭，关键在机电。”张吉德凭着多年机电
维修经验，开始研究怎样使综掘机械设备故障率降到最
低，最大限度提高设备的开机率。他每次下井携带的小本
子派上了用场。

通过梳理、分析几年来每台设备的维修更换记录，张
吉德发现设备的关键、易损、易坏配件使用时间波动不超
过两个月，到了一定时间，就算维护再好，它也会出现
故障。

“咱不等它坏，就提前换。”张吉德根据自己总结
的规律，为缩短维修时间开出药方，“或者算着配件差
不多要出毛病了，我们就提前准备好，把故障影响降到
最小。”

方法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却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
作。首先要给所有的设备建立维护维修档案，每次保养维

修都要做好记录，对需要配件更换的时间进行预判。其
次，需要经常巡查检视设备，对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判断，
是不是符合判断预期。

每天上班，张吉德总是第一个到达掘进作业迎头了解
现场设备运行情况，从掘进机、刮板运输机、运输皮带到
跟机电缆、继电开关等，他都细致检查。下班时，再巡检
一遍，才最后一个离开现场。

在他的带领下，机电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设备维护预
判工作法，变事后抢修为超前排查，大大压缩了设备停机
维修时间，各项工作走在了全区各班组的前面。

安全管理有一套

成为工长后，张吉德把预判工作法引入到安全管
理中。

绵性子的张吉德，每次开展“岗前三分钟安全自律”
活动，都要不厌其烦地说安全、讲安全、强调安全。遇到
有安全隐患的工作时，他还要叮嘱一遍。职工们都习惯了
他的安全“唠叨”，认真地回一句“知道了，吉德哥”。

“开会虽然说了，但就怕他们干起活来把安全撂一
边，就得时不时地提醒提醒。”吉德哥坚持着自己的安全
原则，“安全不能出问题，出问题谁都承担不了！”

张吉德在安全管理上总结了三类九种容易出现安全问
题的情况：逢年过节时思想麻痹、精力分散，交接班时手
忙脚乱，干完早上井等三个阶段的安全隐患；职工家庭邻
里发生矛盾有纠结情绪、加班加点产生图省劲急躁情绪、
身体不适产生低迷情绪等三种情绪；掘进工作面悬顶、遇
到断层掘进、机械设备不完好等易造成事故的三种险情。

遇到这些情况，他都靠上去做工作，贴上去安抚情
绪，冲上去排除险情，提前把人为因素、技术因素、环境
因素、社会因素等影响安全的隐患排除，把不良影响降到
了最低，确保班组安全生产。

张吉德提出并实践的安全风险预判工作法，在全矿得
到推广。他分管施工的巷道未发生一起人身伤害事故和生
产事故。 2023 年，张吉德负责的18306 辅顺连续3个月进尺
达到300 米以上，工程合格率达到100% ，确保了矿井接续
需要。

让让技技术术成成为为““肌肌肉肉记记忆忆””
————记记全全国国煤煤炭炭行行业业技技能能大大师师教教学学平平台台首首席席讲讲师师马马忠忠汉汉

爱“唠叨”的吉德哥
——— 记山东能源劳动模范、兖矿能源济三煤矿张吉德

张吉德在生产现场检修设备。

□陈清 刘飞

日前，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传来喜讯，西北矿业五举
煤业石滕振被评为2024 年度煤炭行业技能大师，是五举煤
业建矿以来，首位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获得者！

从一名普通的煤矿维修工起步，他凭借对技术的无限
热爱和执着追求，逐步成长为矿山机电领域的“名医”，
用行动诠释了“匠心精神”的真谛，成为煤炭行业一颗璀
璨的明星。

从“零”学技，终成“大师”

“初次接触那密如蛛网的电路图时，感觉根本无从下
手。”回忆起刚到五举煤业检修新设备时的情形，石滕振
形容自己就像一张白纸，心中感到迷茫，但很快就被一种
信念充满：那就从“零”开始，一定要掌握它。

“他对待技术问题，总是有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
儿。”工友们这样评价他。

石滕振一有机会就向设备厂家咨询请教，自费购置元
件、工具、书籍和视频研究，不断地吸收新知识，力求掌
握其精髓。针对现场出现的突出问题，他不仅进行深入思
考与调研，同时负责数据采集、分析与处理，通过多方协
作，成功为公司提供了多个有效解决方案。

终于，他们从最初一有故障就找厂家，到如今基本依
靠自主维修，有问题就找“石班长”。

创新引领，增效减员

翻阅石滕振桌上散开的纸张，上面画着他最近的创新
点子。提及创新，原本不善言谈的他滔滔不绝。

石滕振说：“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井下减员增效，
无人则安啊！”

石滕振将目光聚焦于矿井提升系统，针对传统提升系
统中，箕斗卸载煤炭时因煤的湿度和黏性问题导致的超载
难题发力。通过长达10个多月的现场盯靠、深入咨询、自
主学习、细致查阅图纸资料及不断调试控制程序，他终于
研发出了基于精准电机转矩监测的提升重量优化方案。这
一创新成果，不仅有效降低了超载风险，也保障了提升系
统稳定运行。

石滕振主导研发的立井提升系统新型余煤保护装置，
凭借卓越的性能和创新的设计理念，在2023 年度中国技术
协会煤炭专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大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一
等奖。这一技术革新不仅显著提升了矿井的提升效率，更
取得了年增产31 .5 万吨的佳绩。

石滕振的创新之路并未止步于此，他还带领团队完成

了副井操车PLC改造、启车速度优化等一系列创新项目，
累计解决技术难题50余项，节约经济成本超过2000 万元。
先后有8项重大创新被公司采纳使用并获奖，33 项精益改
善提案被公司采纳并获得奖励。

技术传承，匠心育才

“石班长给我们讲授的知识，都是他平时工作中日积
月累的，尤其是现场设备故障处理的经验，那些是书本上
学不到的。他是石班长，更是石哥，我打心底里佩服和感
激他！”石滕振的工友孙家伟对笔者说。

石滕振深知，技术的力量在于应用，更在于传承。他
精心编制了详尽的培训资料，安排授课，不断提升操作员
的技能水平，确保创新成果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同时，利用师带徒，实行“传、帮、带”，将所学
PLC编程相关知识倾囊相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

在他的培养下，一批青年工人迅速成长，其中11名脱
颖而出成为技师或高级技师，还有7人晋升为高级技工。
徐崇明荣获“西北工匠”称号，卜令豹和李世明先后在公
司技术比武竞赛中获得佳绩，真正实现了“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

面对荣誉和成绩，石滕振表示，这些都离不开团队
的支持与合作，今后要利用好五举煤业平台的配置优
势、人才优势，做好技术攻关，为生产排忧解难，持续
为五举煤业智能化矿井建设贡献更多的“金点子”和
“好方子”。

从从煤煤矿矿维维修修工工到到矿矿山山机机电电““名名医医””
————记记全全国国煤煤炭炭行行业业技技能能大大师师石石滕滕振振

石滕振（左二）现场向工友们传授讲解PLC编程的相
关内容和实操技巧。

□李平

一个工区有两个煤炭行业技能大师，你能想到吗？
他们就是枣矿集团蒋庄煤矿机运工区的韩套轮和李

勇。他们来自同一单位，一个是矿井维修电工，一个是矿
井维修钳工，际遇相似、年龄相仿、业务精湛，被誉为矿
山“双子星”。

在蒋庄煤矿，韩套轮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机电“神医”，经他安装调试的设备
被誉为“免检产品”。

谈到如何与矿井“结缘”，韩套轮说，他与1993 年从
枣庄矿务局技工学校分配到蒋庄煤矿，从一开始的“围着
锅炉铲煤渣”，一步步成长为机运工区副区长。

从事煤矿工作的都知道，机电专业可以说是一个高技

术含量的专业，而技校毕业的韩套轮深知知识的匮乏，学
历不行就自学，技术不行就动手实践。因此遇到不懂的问
题，他就到书里查，不明白的就请教师傅，遇到问题就到
现场试验。在他的书桌抽屉里有几十本厚厚的日志，满满
记录着矿山机电系统原理图、维修记录、创新设想、设备
隐患和学习心得。他还自学了专科，函授了本科，通过系
统学习、不断钻研，他撰写专业论文、分析报告、培训课
件、作业指导书等技术文献 10 余份，取得了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先后发表科技论文10 余篇，技能
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俗话说，煤矿出炭不出炭，关键看机电。矿井提升系
统大型设备集中，安全管理环节多，新技术新工艺应用广
泛，特别是主井日提升量达千勾，设备运行时间都在20小
时以上。那么，怎样才能确保每台设备始终处于完好运行
状态？“唯有技术创新才能为设备带来更好的效率和安全
系数。”韩套轮说。

以往在井下各水仓和吸水井清挖过程中，采用人力
推拉泵车、使用手拉葫芦升降泥浆泵、使用滑轮拉升淤
泥桶的方式进行水仓及吸水井内淤泥收集工作，工人劳
动强度大，工作效率和安全系数低。韩套轮带领创新工
作室将此项难题确立为创新课题，经过多次反复实验，
仅花费 5000 元便研制出“短距离多用途起吊专用车装
置”，实现只需6 个人 20 天就能完成原来12 个人需要 35
天左右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节约人工成本 6 万余元。类
似这样的创新在韩套轮身上数不胜数。近年来，他先后
荣获“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第五届“齐鲁工
匠”、“山东好人”、山东省十四届人大代表、山东省
“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和韩套轮一样，现任机运工区副区长的李勇也是矿山
的“技术大拿”。他创新实施大型设备重点要害部位“表
格式”排查法，对现场设备进行预警管理，对巡查检修工
作进行写实，最大限度消除现场设备潜在的安全隐患，使
主副井提升系统成为全矿事故率最低、运输最为畅通、生
产最放心的生产环节。

近年来，李勇带领全班职工先后实施了16次矿井大型
检修任务，完成了提升系统所有设备的安装改造施工，改
进创新了副井尾绳、主井箕斗、装载皮带等项目更换施工
工艺，完成了主副井箕斗、罐笼、绞车导轮等数十项大型
项目的更换安装任务，同时参与完成了主提升系统改造等
一大批技术革新改造项目。先后荣获山东煤炭系统优秀班
组长、全国煤炭行业优秀技术能手、山东能源集团劳动模
范、“山能工匠”等称号。

据机运工区党支部书记高歌介绍，韩套轮所带的徒弟
中有1人成为国家一级技师，7人成为国家二级技师，6人
被评为各级劳模。李勇也先后带徒16 名，6名晋级高级技
师， 8 名晋级技师， 6 名徒弟担任了班长、副班长、技
术员。

在采访中，韩套轮和李勇告诉笔者，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心愿，那就是带出更多优秀的徒弟，让更多的技术得以
传承。

矿山闪耀“双子星”
——— 蒋庄煤矿两个机电达人的“凤凰涅槃”之路

韩套轮(左二)在给工友讲解操作机构操作原理。

李勇（左三）在为徒弟讲解主提升操作台设备维修
技巧。

马忠汉参加技能大比武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