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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效益导向“抠”出勤俭之家
——宏晟电热公司着力推进成本降低指标优化

记者 殷 艺

下午6点，宏晟电热热电分公司管
理、技术、操作、维护等岗位的 12 名专
业技术骨干脚步匆匆走进会议室。他
们本次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在保证机组
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提高动力煤掺
烧比例。

时间回到年初。受疫情影响，煤价
高企，煤源也较为紧张，酒钢主力煤采
购困难。为降低成本，宏晟电热公司不
得不提高非设计煤种、高性价比煤种的
掺烧比例。

热电分公司生产党支部助理工程
师李戈辉说，锅炉设计煤种为哈密煤，
煤质较为稳定，具有良好的制粉系统和
燃烧系统调整特性，但策克口岸不通，
煤源较为紧张，而他们需要大量的煤保
发电保供热。

会议室内，大家围坐在桌边，个个
都很着急。

“应大家的要求，我们今天召开会
议，商量怎么把红沙梁煤用好，大家都
说说吧。”热电分公司生产技术组运行
工程师赵小兵开门见山。坐在大伙儿
中间的，还有热电分公司经理、党总支
书记张磊，高级工程师田平。

热电分公司现有两台 125MW 超
高压机组、两台 320MW 亚临界机组、
两台350MW超临界机组，因机组形式
不同、控制方式不同，日常管理差异
大、设备维护难度大。为保证机组稳
定运行，该公司专业骨干人员每天汇
集在一起，总结前一日调整出现的问
题，安排当日调整方法和思路，制定后
期调整方向，周而复始寻找最优解决
方案。

“红沙梁煤低位发热量为12140kJ/kg，
严重低于锅炉的设计煤种发热量。若
掺烧比例过大会限制机组带负荷能力，
严重时可能造成锅炉灭火事故。”李戈
辉首先抛出过多掺烧红沙梁煤会给机
组运行带来的风险，“红沙梁煤水分占
比大，对制粉系统也会有影响。”

“这么多年来，为大幅降低发电成
本，我们摸清了各煤种的‘脾性’，探索
出非设计煤种、高性价比煤种的安全经
济掺烧路子，为我们掺烧红沙梁煤奠定
了基础。”赵小兵说，现在公司经营形势
严峻，更需要我们利用好周边煤种，让
工艺适应原料，更好为拓展动力煤采购
渠道创造条件。掺烧红沙梁煤得到了
现场人员的赞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为锅炉运行调整的各个细节出谋
划策。

大家的意见，张磊和田平一一记
录，形成煤质提升方案，着力降低原煤
成本、保锅炉运行安全、促机组稳定运
行。

分析锅炉大比例掺烧时的结渣及
沾污原因，对比参数劣化倾向，合理优
化非设计煤种掺烧方式……通过努力，
热电分公司 4 台机组逐渐适应了低热
值低价格的红沙梁煤，在保证锅炉稳定
顺行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了掺烧比例，
320MW 及以上机组锅炉掺烧比例由
2%提升到8%。

为推进动力煤经济配烧，降低发电
燃煤成本，宏晟电热公司加强与采购部
门沟通，及时掌握价格信息，不断改进
完善动力煤经济配烧和采购模型，依据
测算结果、结合库存情况及时调整掺烧
方案，降低动力煤综合采购价格。热力
站锅炉由纯烧哈动煤调整为掺烧 35%
红沙梁煤；125MW 机组锅炉天池煤掺
烧比例提高5%。全年增加低热值煤掺
烧 65.3 万吨，替代潞安动力煤 42.5 万
吨，节约燃料成本5283万元。

除了优化用煤结构降低燃煤成本，
自止滑减亏增盈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宏
晟电热公司从保证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增加发电量、促进指标进步等方面制定
了150余条具体措施，并逐项分解到部
门、分公司、班组，将止滑减亏增盈工作
纳入月度和周计划管理，按日推进降本
措施落地。

——优化检修组织，减少设备事
故，提高设备利用率。全年125MW及
以上机组检修时间比年计划减少 51
天；落实主设备“零非停”工作方案，锅
炉漏泄次数同比减少4次；非计划降负
荷同比减少0.35亿千瓦时；设备等效利
用系数达到92.4%，同比升高2.39%。全
年125MW及以上机组等效利用小时数
预计完成 7040 小时，同比提高 349 小
时，始终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持续开展设备性能提升，提高
机组带负荷能力。实施设备性能提升
改进项目237项。新1号、6号机组汽轮
机真空严密性治理后达到优秀标准；铝
电1—3号锅炉空预器平均漏风率由原
来的8.3%降低到6%；铝电3号锅炉引风
机增容、风量增加8%，带负荷能力提升
1.6万kW/h；制粉系统、风烟系统、蒸汽
系统、水系统管网跑冒滴漏明显减少。
全年125MW及以上机组负荷率同比提
高1.58个百分点，增加发电3.68亿千瓦
时。

——开展节能降耗攻关，降低生产
成本。实施 14 个指标攻关和“揭榜挂
帅”项目，13个项目达到预期效果。其
中干熄焦1号机组提高真空攻关项目，
使机组在相同进汽量下发电量增加
1.5MW/h；降低热网补水量攻关项目，
年节水7.92万立方米。另外，持续开展
小指标竞赛，主汽温度、再热汽温度等
指标“压红线”运行，飞灰和大渣可燃物
等指标100%达标运行。全年供电煤耗
比年计划降低1.0g/kWh，节约标煤1.82
万吨，节水25.2万立方米，降低生产成
本1442万元。

下一步的工作中，宏晟电热公司将
紧紧围绕止滑减亏增盈攻坚行动方案，
加大瓶颈问题攻关力度，不断总结经
验，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强化生产组织、
提升设备性能、严控各项成本费用，压
茬推进各项措施落实落地，不断促进各
项指标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赵志红） 为降低车辆行
驶和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近日，筑鼎公司
建筑材料公司通过安装卫星定位监控终端暨
远程视频监控，实现车辆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平
台对车辆的统一管理。

长期以来，工程车辆作业区域点多面广，行
驶路线多变，车辆调度和行驶无有效的管理手
段，不能监控车辆运行状态。所有车辆只有倒车
影像，不能远程监控行车过程和现场作业内容，
尤其重型起重车辆作业过程中无法进行全过程
监控，存在一定的安全管理风险。

对此，建筑材料公司于今年年初提报工程车
辆动态监控管理改造项目建议书，计划对自有10
台工程车辆进行改造，其中混凝土搅拌车8台、混
凝土泵车2台。

近日，该项目开始实施、调试并投入使用。安
装过程中，技术人员在每辆车上安装车载终
端、6路摄像头、信息交互屏、固态硬盘、室内扩
音器、油量监测传感器，实现对车辆运行状态、
人员驾驶行为、油量使用等的监控和历史视
频、轨迹的查看与下载等功能。

目前，该公司所有自有车辆接入酒钢车辆
管理平台，实现车辆远程调度功能及主动安全
的预警功能，减少了车辆行驶过程中的盲区死
角，有助于保证车辆行驶安全顺畅、降低车辆
交通事故风险。

筑鼎公司实施车辆动态监控管理改造

坚定信心 主动作为 多向发力 全力担当 坚决完成稳增长目标

在东兴铝业公司维修作业区，职工赵克文和芦德海正在“摆
弄”着两套破旧阀门。他们试图把阀门修好，让其重新“上岗”。

“这该不会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吧？”芦德海问道。
赵克文笑着说：“就是的，它露出了一个角，我挖出来看看能

不能修好，修不好也可以当废铁回收掉。”
两人不懈努力，将两套废旧阀门“合二为一”，变成一套完好

的阀门，然后刷上漆，看上去跟新的一样。
在东兴铝业公司，类似的场景时常发生。下半年以来，东兴

铝业公司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理念，系统完
善成本倒逼机制，逐项制定挑战性目标，围绕9个方面制定87条
硬举措，形成止滑减亏增盈攻坚行动方案，通过月分解、周总结、
日跟踪，实现短期内成本快速下降，预计降本增效6.11亿元。

该公司在维修作业区成立由电工、钳工、焊工、金工、车工等
人员组成的修旧利废小组。能利用旧材料的地方，坚决不使用新
材料，是修旧利废小组成员的“办事原则”。他们打破工种界限，
发挥技术优势，多渠道、多方面积极开展修旧利废及自主维修，保
证了设备安全平稳运行，全年在电气设备、路灯维修及管网阀门、
管道、设备改造等方面节约费用约500万元，为企业止滑减亏增
盈工作添砖加瓦。

与此同时，该公司嘉峪关电解三作业区在指标提升和成本降
低方面下足功夫，尤其是五工区在工区长陈正喜的带领下，攻难
关、克难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电解槽工作状态是评价电解槽健康运行、研判电解槽运行
趋势的重要标准。工作中，陈正喜牢记一个“早”字，每天坚持
7:30到岗，打开每一台电解槽前、后炉门仔细查看运行状态，发
现状态变化大或是状态不好的电解槽便马上记到笔记本上再
仔细研究。他每天坚持对工区42台电解槽状态评判分析4次，
不停纠偏提高和检验效果，保证了电解槽槽况持续优化，带动
了指标提升。

“要想收成好，精耕细作少不了。”是陈正喜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电解槽炉底、炉帮状况直接关系电解槽的安全平稳
运行。为此，他和同事利用换极窗口，对每一组阳极投影下
的炉底和对应的炉帮进行摸排检查，并通过工艺条件和参数
调整进行清理优化。通过长期坚持，工区建立了完整的电解
槽槽膛状况动态模型，有力支撑了工区工艺路线实践和措施
执行。而为有效解决电解质分子比偏高、成分差的问题，陈
正喜积极开展测算及数据采样对比分析汇总，通过近三个月
的努力，工区在降低分子比、优化电解质成分方面取得了突破，在作业区内部形成了
示范效应。

在嘉峪关电解四作业区八工区，阿米巴经营模式成为当前推行的一项工作重点。
记者了解到，电解四作业区前期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阿米巴管理体系。对此，八工

区再次细化，对工区4个小组进行月度考核评价，实现了职工从被动考核到主动算账的思
想观念转变。同时，该工区以全面预算经营管理为主线，落实阿米巴多级核算体系，充分
为小组授权赋能，严抓生产经营过程管控，将绩效考核与阿米巴管理评价相结合，促使小
组日常操作走实走细。

据悉，八工区重点管控的12项对标指标较2021年进步9项，阳极炭块单耗较计划降
低1.5kg/t、同比进步2kg/t；在最小单元内设置量化指标，将指标、费用分解至每位职工，细
化管理，铝液制造成本每吨降低30元。此外，该工区每月进行一次职工操作质量排名，并
将“指标上墙”，让每位职工看到自己的工作指标对小组、横班、工区的排名影响，激发职工
干劲。经过努力，该工区连续6个月获得东兴铝业公司2022年“对标创一流”劳动竞赛优
胜工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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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兴股份公司炼轧厂一高线作业区青年职工大胆创
新，针对日常生产中存在的设备问题，研发制作出一种西
马克进口轧机轴承精密调整工具，值得借鉴推广。

一高线作业区预精轧、精轧轧机是 30多年前从德
国西马克公司引进的，也是当时国内先进的高速线材
轧制设备。

随着产品的升级换代，2001年，炼轧厂对一高线进
行复合线棒材轧制改造，重点生产强度较高的 400E、
500E棒材产品。此后，预精轧、精轧轧机承载能力出现
不足，近年来轴承烧损事故频发，2020年影响生产时间
1106分钟，2021年影响生产时间346分钟，严重制约着
企业的生产效率。

预精轧、精轧轧机设备装配精度要求高，设备运行
中由于轧制负荷冲击作用，辊轴的轴向存在上下窜动
情况，要求幅度严格控制在 0.2mm以内。而轧机配对
滚动轴承间隙直接决定辊轴轴向窜动幅度。

记者了解到，在传统轧机装配模式中，装配预精
轧、精轧轧机前，无法确认调整组配的滚动轴承间隙，
只能在预装配后，通过打表测量辊轴轴向窜动范围确
认。一旦轴承间隙超过标准尺寸，则需要重新解体调
整，整个过程费时费力，需要 2—3天时间，在生产高峰
期，严重影响生产正常进行。因此，设计一种能够在设
备装配前完成滚动轴承间隙调整的工具，对轧机装配
质量控制、精度提升意义重大。

“这种工具结构设计要简单，操作要方便快捷，测
量的数据要准确可靠，总之要与现场生产负荷相匹配，
实用性强。”设计之初，青工高崇龙和作业区设备管理
人员、机械点检维护人员讨论道。

高崇龙与作业区机械助理工程师及机械点检人员
组成研发小组，研究轧机结构以及轴承间隙调整原理，
并征求现场组装经验丰富的人员意见，利用一周时间
设计出一套轴承配对预装工具图纸，并将设计好的图

纸委托集团公司有关单位进行制作。
理论方面行得通，现场使用效果如何？在现场试

用过程中，高崇龙发现，这套调整工具用起来与现场存
在一定差距，拆装轴承时比较费时间，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但他没有气馁。经过两次反复调整后，这套工具
实现了轴承装配前的间隙调整，提高了轧机的装配速
度和精度。之后按照调整后的尺寸，重新委托加工了
一套新的轴承间隙调整工具。这套新工具自去年 7月
正式投入以来，有效优化了轧机装配过程，将原来轴承
安装时间缩短了 2天，降低了人员劳动强度，还有效控
制了轧机装配质量，提高了轧机在线运行稳定性，每年
可创效七八十万元。

更可喜的是，今年年初，高崇龙将这项发明改造申
报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并于7月中旬收到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下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种西马克进
口轧机轴承精密调整工具》。

迎 着 困 难 上
——西马克进口轧机轴承精密调整工具背后的故事

通讯员 杜娟娥

为深刻吸取机械伤害事故教训，宏兴股份公司西沟矿近期组织
开展工器具专项排查，共查出问题隐患25项，其中21项已完成整改，
剩余4项正在整改中。 闻军年 金建喜 摄

宏兴股份公司焦化厂1—4号焦炉煤气净化系统优化改造项目自
今年2月份启动以来，项目组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制定详细的施
工工期横道图，挂图督办，按日分解，定期考评，圆满完成了1号脱硫再
生系统、煤气预冷系统等全年施工任务。该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解决环
境污染问题，进一步减少煤气脱硫系统停工检修对生产的影响。图为
已建成交工的煤气预冷塔。 张世杰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周永虎） 近期，西部重工
公司铆焊分厂接到金川铜渣包生产订单。面
对交付时间紧、任务繁重的现状，该厂上下齐
心，主动作为，全力确保生产任务有序推进，争
取金川铜渣包保证质量按期交付。

据悉，金川铜渣包是西部重工公司首次制
作，不仅焊接量大，且大部分为全熔透探伤焊
缝。为提高焊接作业生产效率，顺利完成制作
任务，该厂成立以生产技术骨干为成员的攻关
小组，集中力量保安全、保质量、保工期、增效
益；克服焊工班部分人员因病不能到岗的困
难，制定铜渣包焊接作业“人单合一”项目承包
责任书，体现多劳多得，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

与此同时，该厂负责人每天召开生产、技
术碰头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瓶颈问题；一线
职工不怕辛苦、不畏严寒，严格执行工艺流程，
快速高质推进铜渣包生产，为顺利完成订单奠
定了坚实基础。

西部重工公司力保金川铜渣包生产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