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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接夫泪花流
有的下井男人很讨

厌 ：下 班 以 后 除 了 睡 觉
还 是 睡 觉 ，家 务 活 儿 不
干，孩子学习不管，妻子
抱怨几句，他一生气，到
外头喝酒去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
增进矿嫂对煤矿生产环境和矿工井
下工作的了解，西曲矿从 2019 年元月
开始，每月举办一次“五个一”职工家
属开放日活动，让职工家属参加一次
班前会、品尝一次班中餐、参观一次
工作环境、井口迎接一次亲人、参加
一次座谈会。

11 月 19 日 ，从 中 午 12 点 半 至 下
午 5 点，笔者用五个小时全程参加活
动，记录了一些见闻。

1、矿井幽深，妻子们面色凝重

两年间，“开放日”活动陆续邀请
综采队、掘进队、运输区等井下区队
职工的家属参加。这一次，请的是 20
位 开 拓 工 的 妻 子 。 中 午 12 点 半 ，20
位 妻 子 在 工 作 人 员 带 领 下 ，开 启 了

“五个一”开放日体验之旅。
在“参加一次班前会”环节，她们

与职工一起，在半个小时内，听队领
导分配任务、讲操作规程，学习事故
案 例 ，还 听 到 了 职 工 的 入 井 安 全 誓
言。

“品尝一次班中餐”时，一份过油
肉 加 两 个 馒 头 ，妻 子 们 感 觉 味 道 不
错。吃饭过程中，先是生产科、安监
处的人介绍了矿井概况和安全措施，
接着上了一堂心理课，一位笑容可掬
的外聘女讲师帮助妻子们认识一个
更深层次的自己。

吃饭、听课后是“参观一次工作环
境”，妻子们参观了调度指挥中心、运
输监控中心、培训基地等八九个地方。

在参观宽敞明亮、现代化程度很
高的矿调度指挥中心时，妻子们通过
一个个监控摄像头看到了井下环境。
井下灯火通明，但灯火照亮的，是无
边的黑暗；井下监控严密，但严防死
守 的 ，却 是 水 、火 、瓦 斯 、顶 板 、煤 尘

和顶板等可怕的灾害；井下条件越来
越好 ，但随着“古交老矿”西曲矿由
于开采边角煤而频繁搬家倒面，对于
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丝毫不能大意！
这些情况，矿工妻子们还是知道一些
的，看着显示屏上的幽深矿井，一些
矿工妻子的面色有些凝重。

在参观职工培训实操基地时，各
种 现 代 化 设 施 让 妻 子 们 大 开 眼 界 。
然而当妻子们戴上 VR 眼镜，体验瓦
斯爆炸、透水、机车碰撞等事故模拟
情景，那些场面的确是惊心动魄啊！

2、男人出井，妻子们心里五味杂陈

下午 3 点 50 分，妻子们迫不及待
地来到井口。她们曾无数次在校门
口接过孩子，但到井口迎接自己的男
人，可是第一回。

下午 4 点，“哐当哐当”，几
辆人车从黑黝黝的矿井中钻了
出来。不一会儿，人车停稳后，
一个个身着灰黑工装的矿工从
人车中依次走出。早已翘首以
盼 的 妻 子 们 纷 纷 靠 前 几 步 ，想
要 认 出 自 己 的 丈 夫 ，生 怕 一 不
留神，丈夫就会擦肩而过。

据说，两年来，在西曲矿矿
工妻子“井口接亲”现场，曾经
出现许多感人瞬间：

—— 一 些 采 煤 工 下 了 人 车
后，一脸疲惫，满面漆黑，只有
眼 睛 和 牙 齿 是 白 色 的 ，许 多 妻
子 一 时 难 以 辨 认 自 己 的 男 人 。
当丈夫迎面走来时，她们眼眶中蕴蓄
已 久 的 眼 泪 ，犹 如 决 堤 般 潸 潸 而 下
……

—— 曾 有 一 个 女 人 ，身 着 貂 皮 ，
化妆精致，是迎亲队伍中最惹眼的。
当她认出满脸漆黑的丈夫后，泪水满

面，快步上前，想要抱住丈夫。丈夫
不想让妻子沾上煤面儿，赶忙推挡，
妻 子 却 不 管 不 顾 ，紧 紧 抱 住 了 丈 夫
……

——还有一回，一位妻子眼看别
人都接到了丈夫，她却迟迟看不到自
己的丈夫，急了，四处打问：“井下不
会有什么事吧？”一名干部赶紧安慰
说：“联系过了，他在井下检修多花了
点时间，没赶上前几趟人车。”当半个
小时后终于见到丈夫时，这位妻子眼
泪直流……

3、感恩有你，安全同行

妻 子 与 丈 夫 相 跟 着 到 井 口 服 务
站参加座谈会，这是开放日最后一项
活动。参加座谈会的还有西曲矿党

委书记韩新杰、工会主席赵义胜以及
区队领导。矿工落座后，矿领导逐一
为他们递烟点烟；妻子们则一边给丈
夫剥香蕉或递苹果，一边分享各自的
感受：

“ 我 爸 也 是 矿 工 ，我 妈 牵 挂 我 爸
一辈子，现在轮到我来牵挂自家男人

了。”
“刚才等他的时候，

心里头特别紧张。以前
总 是 抱 怨 他 什 么 也 不
干 ，以 后 家 里 的 活 儿 我
不会让他操心了。”

“ 这 是 第 一 次 看 到
老 公 升 井 的 模 样 ，感 觉

既熟悉又陌生，更觉得心疼！”
轮到矿工丈夫们发言时，平时的

硬汉多了几分柔情：“老婆在家也很
辛苦。放心吧，为了一家老小，我一
定会遵章守纪的……”

“ 前 一 阵 我 的 腿 受 伤 了 ，我 给 大
家 说 说 经 过 ，大 家 要 吸 取 我 的 教 训
……”

话匣子打开后，出现了一些有趣
互动。一位长得很好看的三十多岁
的 女 子 看 了 看 丈 夫—— 一 位 帅 气 的
小伙，然后对大家说：“我家这位，就
是好喝几口，一喝就醉……”

不等她说完，帅小伙反驳：“那是
以前的事了，自从动了一个手术，我
就不大喝酒了。”不知帅小伙是不是
想转移话题，只见他突然提议说：“我
建议兄弟们起立……”

会 场 的 人 都 有 些 发
愣，但兄弟们都配合着站
了起来。帅小伙说：“现在
请矿工兄弟们给家属们鞠
个躬。”

接 着 ，帅 小 伙 又 说 ：
“现在，建议家属们起立，
请 给 矿 工 兄 弟 们 鞠 个
躬。”

彼 此 鞠 躬 之 后 ，帅 小
伙再次提议：“最后请大家
一起给组织活动的领导们
和工作人员鞠个躬。”

一 看 这 阵 势 ，在 场 的
矿领导赶忙站起来，向矿
工夫妇们鞠躬还礼。

趁着这股热乎劲儿，矿党委书记
韩新杰感慨地说：“谢谢弟兄们和家
属们！我们的开放日活动的主题就
是‘感恩有你，安全同行’，希望今后
咱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共同走好安
全路，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闪光的工匠精神
（上接第 1 版）日积

月累，铁杵磨针。马黎
明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
五年，成为本工种技术
大拿，在企业技能大赛上崭露头角；
第二个五年，马黎明捧回了山西省技
能大赛状元奖杯；第三个五年，马黎
明厚积薄发，在省市、全煤大赛中摘
金夺银，成为了享受山西省政府津贴
的行业技能大师。2017 年马黎明创
新 工 作 室 被 命 名 为 山 西 省 职 工（劳
模）创新工作室、全国煤炭行业技能
大师工作室，马黎明荣获三晋英才、
大国工匠、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全
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爱岗敬业代表等
荣誉称号。

让创新在井下发光

马黎明对工作的认真，几乎到了
痴迷的程度。他用 700 多个夜晚，逐
一测量电子元件技术参数，手绘 34 张
常 用 的 安 全 仪 器 电 路 图 纸 ，总 结 出

“监控快速排除故障作业法”，编制甲
烷传感器“看、听、查、修、验”维修五
步法。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
共修复井下各类传感器 1000 多台，排
除 监 控 系 统 故 障 及 事 故 隐 患 500 多
起，为企业节约费用 100 余万元。

他自制教具，建立了一套煤矿安
全监控系统模拟实验台，可以真实模
拟地面及井下的整个煤矿安全监控
系统，它对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的稳定
运行、监控设备的维护维修、干部职

工的技能培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他编制的《KJ75N 安全生产监
控系统培训材料》，使该矿监控队职
工的技能操作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
目前监控队全队有高级技师 1 人，技
师 5 人，高级工 17 人，占全队需要参
加技能鉴定总人数的 65%；通过“传帮
带”，有 2 位徒弟在西山的技术比武中
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马黎明运用所学无线电知识，先
后研制成功“煤矿安全地面监控系统
声光报警音箱”“电流电压测试仪”“语
音报警断电功能测试仪”“矿用风筒风
量一体化开关传感器”等 50 余项科技
创新成果，《一种矿用监控传感器升降
吊管装置》获国家专利。这些创新成
果直接用于安全生产和技能比武、教
学实验，解决了生产技术难题。

作为镇城底矿监控队副队长，马
黎明每天与职工一同上班一同下班，
经常手拿维修工具，在长长的巷道里
不停地巡检排除监控系统的线路和设
备，消除隐患，排除故障。一次，快下
班时，他突然接到机房的电话：“整个
井下监控信号不稳定，南二采区多数
信号不畅通，监控系统趋于瘫痪。”在
这紧急关头，他放弃下班的念头，立即
带领徒弟边逐段巡查边分析判断很快
查出问题所在，原来是南二采区信号

线与电源线发生短路。由于这根电缆
固定在 3 米多高的巷道顶部，外表又
没有损坏，给故障处理带来了很大难
度。他现场查看分析后发现这批电缆
中恰有一对电话线可以代替那根故障
的信号线。于是，他赶紧和徒弟一起
忙活起来，经过两个多小时奋战，使整
个监控系统恢复正常。

把简单做到极致

马 黎 明 从 事 的 工 作 其 实 并 不 特
殊，日常除了监视井下各类有害气体
的变化情况，安装、调试安全监测系
统和设备外，余下的工作就是对安全
仪器进行维护和检修。但把这些看
似简单的工作做到极致，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就拿甲烷传感器来说——两块
电路板，数百个电子元件。任何一个
元件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设备发生故
障 。”马 黎 明 说 ，常 见 的 问 题 排 除 起
来并不困难，但如果遇到新问题，往
往令人束手无策。因为生产厂家大
多不提供设备仪器的电路板设计图，
即便提供了图纸，上面也不会标注关
键的技术参数。

面对这种情况，以往的经验和做
法自然是能修则修，修不好便更换，
这似乎顺理成章。可马黎明想的是，

一 台 传 感 器 ，两 个 电 路
板，数百个元件，再难也
要查出故障，变废为宝。
但 要 做 好 这 件 事 ，需 要

把常用的安全仪器中每一块电路板
画出来，弄清楚数百个电子元件中每
一个电子元件的作用，并测量出技术
参数，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马 黎 明 一 有 空 闲 的 时 间 就 全 身
心的投入到电阻、电容、电感的世界
里。一天又一天，一笔又一笔，他用
了两年的时间，画出了 34 张电路图，
而这些图基本涵盖了各种传感器中
的电路。工友们说：“有了这 34 张电
路 图 ，就 好 像 孙 悟 空 学 到 了 72 变 本
领，排除故障、维修检测都变得轻松
快捷。”

为了实现瓦斯监控零中断、零误
报，马黎明买来学习用书和各种仪器
工具，埋头于电子仪器和监控设备之
间。几年下来，他对电路元件做到了

“ 一 摸 准 ”，对 主 要 参 数 和 技 术 性 能
指 标 做 到 了“ 一 口 清 ”，对 查 找 和 排
除 故 障 做 到 了“ 一 手 灵 ”，监 控 系 统
哪 里 有 毛 病 ，他 用 眼 一 看 ，耳 一 听 ，
伸 手 一 摸 ，就“ 八 九 不 离 十 ”。 每 遇
到 设 备 故 障 ，他 总 能 想 出 既 节 省 时
间，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当问到马黎明获奖后的感受时，
他说：“工人有技术才更有力量，有工
匠精神才更有作为，要不断学习，弘
扬工匠精神，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兢兢
业业做好本职工作。”

——西曲矿职工家属开放日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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