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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起，市总工会在全市开展了劳模（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活动，旨在以劳动模范挂帅、高技能人才为带头人，以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为方向，激发广大职工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调动广大职
工钻研技术、提高技能、善于创新的积极性，把广大职工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到目前，全市共挂牌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3个，市级劳模（高技能人才）创新
工作室35个。2018年度，市总工会共表彰了6个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创新经费补助1万元。

劳模创劳模创新工作室新工作室 为高质量发展添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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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旺劳模创新工作室
滨州耀华集团何旺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于2014年1月，现有创新

团队成员12人，其中硕士1人，本科9人，大专2人，全部有生产一线工
作经验，并且有生产装置技术改造经验。主要从事液化气加工急难问
题的研究、各种设备技术改造与创新工作。

工作室创建以来，在液化气加工相关工艺、设备改进上取得了明显
成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巩固了安全防线、节约了人力物力。工作
室成员以科技保安、科技创效为目标，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取得了多项
技改创新成果，每年提合理化建议都在数十条以上，年平均综合创效
300万元以上，先后获得1项国家发明专利、13项实用新型专利。工作
室负责人何旺先后获得滨州市劳动模范、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成员徐
登玉、陈建学等同志先后获得滨城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2014 年，工作室完成的《MTBE 脱硫工艺的改进》，改变了以往
MTBE硫含量过高的缺点，每年为公司增加效益约300万元；对液化气
叠合装置进行改造，新增聚结器、溴化锂机组等设备设施，大大降低了
装置运行成本。2017年，研制的《锅炉联合脱硫脱硝装置》使公司锅炉
排放达到了超低排放标准，甚至可以达到超超低排放，对区域环保做出
来巨大贡献。

工作室创新项目在生产实践中的投入与应用，有力推动了安全环
保节能高效危化品企业建设进程。2018年新研发的环保取样车正在进
行专利申请，此车可有效解决取样时液化气排放量大、遇到明火容易燃
烧爆炸及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

滨州耀华集团董事长吴风耀提出“可以多日没有创新，但不可一日
不思创新”的创新理念，鼓励大家“微创新”，并设置专项资金鼓励各领
域创新，设立了节能降耗奖、隐患排查奖、技术革新奖、合理化建议奖等
奖项。在奖励政策的激励下，每年度收集的技术革新建议及合理化建
议不少于50条，并由公司成立评审委员会对技术革新及合理化建议进
行公平、公开、公正的评选，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
奖等奖项。2013年至2018年共发放技术革新奖励及合理化建议奖12
余万元。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微创新，极大地提高了产量，降低了能
耗，成为企业挖潜增效的法宝。

黄华劳模创新工作室
国网滨州供电公司黄华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于2018年11月，现

有成员25人，其中党员16人；技师8人、工程师8人、研究生7人。
黄华劳模创新工作室集合创新室、网控室和实训室三室功能于一

体，是信息通信员工学技术、提素质、共研发、解难题的创新阵地。工作
室先后发表科技论文30余篇，获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获山
东省创新成果4项、省电力公司创新成果10余项，“研发E-Training培
训考试及练习分析一体化平台”获得山东省QC三等奖，“基于大数据的
网络安全流量分析平台”荣获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第四届青年创新创
意大赛铜奖。

2018年，工作室带头人黄华先后参加了“全国工业信息安全技能大
赛”“第六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决赛”“山东省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等国家级、省部级网络安全竞赛，荣获5项第一，被授
予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9月，荣获第四届滨州市优秀青年岗位能
手称号；11月，代表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参加国家电网公司2018年网络
安全攻防总决赛，获得团体第一名。

黄华劳模创新工作室以信息通信网络控制室为创新成果转化点，
网控室吸收创新室的创新应用，转化为成果，继而落地应用。创新工作
室自主研发的《安全设备智能告警平台》，在网络安全保障期间有效预
警3200余次，有力地支撑了网络安全保障工作，荣获国网公司2018年
度网络安全红蓝队建设优秀成果；研发的《E-Training培训考试及练习
分析一体化平台》，有效解决了培训考试中无法互动，效率低的现状，提
高了学习效率；研发的《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流量分析平台》，实现了
网络安全入侵检测的实时预警与防御，解决了网络安全及时预警的难
题；研发的《网络安全实训平台》，提供网络安全基础、攻防竞赛实战、
CTF、安全前沿等四大类精品课程和练习资源，部分解决了网络安全人
才难以培养的难题；研发的《网络安全竞赛智能攻防机器人》，实现了高
水平红蓝队员的攻防技术共享和经验固化，解决了攻防经验难以固化、
攻防手段智能化程度低的难题。

黄华劳模创新工作室以实训室为载体，承担着信息安全攻防试验
的责任。截至目前，已提报200余个首发漏洞，有效提升了公司网络安
全管理水平。

马晓波劳模创新工作室
马晓波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于2017年5月，其前身是无棣盐业公司

研发中心，由市劳模马晓波牵头正式成立。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先后获得
全国10余项大奖，其盐雕生产技术获得2项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
证书，多件盐雕产品获得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2013年初，接到研发盐雕的命令后，无棣盐业公司研发中心经过长达
一年多的研发与实验，盐雕产品初步成形。但随着盐雕市场的不断扩大，
工艺更新迫在眉睫。

闭门造车只会事倍功半。2015 年初，马晓波前往江苏学习材料工
艺。学成后，工作室人员在马晓波的带领下，加班加点，几乎所有的时
间都在车间里度过，每天早出晚归，浑身上下都是盐，所有人都像是在
晒盐场打了个滚一样。每次试验过程都需要三四个小时，经过百余次
的实验，历时近两个月的时间，盐雕产品终于初步克服了吸潮和易氧
化的难题。

短暂的喜悦过后，是新难题的挑战。在做环境耐久试验的时候又出
现了问题。通过去专业的化工院校走访请教专家，马晓波他们找到了一
种新的配比方式。经过一周左右的试验，彻底解决了盐雕产品防水性的
问题，成功将盐雕产品的生产工艺提升到了第三代。

为使盐雕产品在质量好的同时外观优美，他们接着又为盐雕设计了
多款包装，精美的包装既提高了盐雕的美观性，又解决了盐雕产品快递运
输难的问题。2016年1月，马晓波带领团队收集大量材料，组织多次外出
考察，为符合大众需求，又开发出了盐雕新产品——车载摆件。

盐雕，作为主打产品，升级换代一直是马晓波心中的头等大事。经过
查阅资料、考察工艺，他发现彩色盐雕将是提升产品品质的又一大突破。
有了这一设想后，马晓波带领自己的团队加班加点进行研究，走访多个大
型颜料市场，购买回大量颜料样品进行实验。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他
们终于找到了一款最满意的颜料，解决了色彩调和的问题，盐雕的色彩自
然和谐。2016年年底，盐雕成功实现了内部着色，盐雕产品完成了第四次
更新换代。

“天道酬勤”，马晓波劳模创新工作室研发的项目先后荣获“国家旅游
商品大赛银奖”“山东省十大最具地方特色的品牌”“山东省外事礼品优秀
奖”等多项国家级、省级的大奖。

齐茂理劳模创新工作室
齐茂理劳模创新工作室，由14名懂技术的一线职工组成。
山东是国内蛋白企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御馨生物科公司主打产品

是大豆分离蛋白、大豆膳食纤维、低温食品豆粕、豆油。为了满足不同
客户对产品不同功能性的需求，开发差异化产品，要对同一个蛋白类型
的产品进行很多次调试，以便摸索出合适的数据。分离蛋白的功能性
指标受原料、PH、固形物、杀菌时间、真空度等因素影响较大，为了尽快
调试出客户需要的产品，齐茂理劳模创新工作室成员在公司工作时间
均在12小时以上，跟化验室人员学习各种理化指标的检验标准和检验
方法，热凝胶、冷凝胶、粘度、弹性、PH等，分析客户检验标准、检验方
法，分析公司检验结果与客户检验结果产生差异的原因。

面对长期以来无法进入的双汇市场，2016年，齐茂理带领工作室
人员前后调试8次，最终确定双汇产品的生产工艺，年创造效益187.3
万元；为满足汤臣倍健产品需求，前后通过7次调试，重点对造粒工段、
杀菌工段、中和工段等进行了技术改进，解决了产品的溶解型、口味等
关键指标，实现了产品的稳定供货，创造效益243.8万元。

2018年，工作室参与和监督了控股公司10个工艺设备技术改造项
目，经过改造后，产品质量、产量、单位能耗、运行的稳定性、操作环境等
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和改善。

劳模创新工作室目前已拥有37项国家专利，先后承担实施了国家
火炬计划项目、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科技富民强县项目、国家重点
新产品计划项目、山东省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山东省技术创新计划
项目等一批国家、省部级课题，围绕产业链的延伸和综合效益提升，实
施了大豆分离蛋白功能产品提取、大豆低聚糖及膳食纤维工艺技术研
究、大豆蛋白乳清浓缩回收利用综合开发等一批技术研发项目。

劳模创新工作室实施科技兴企、科技兴安战略，紧紧围绕业务保安、
能效和降耗方面进行技术攻关，优化生产工艺、环节，改进设备、设施的安
全性能，追求设备、设施的本质安全。劳模创新工作室还负责部分集团项
目的未来规划、立项评审、进度监控、验收认定、年度评奖及有关研发制
度、流程修订等工作，为香驰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王建强劳模创新工作室
王建强，1970年生，中共党员，高级技师，1989年参加工作，现为滨

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铸造厂熔炼工段长，先后荣获全国技术能手、齐鲁
工匠、山东省技术能手、齐鲁首席技师、滨州市劳动模范、北汽集团首席
技师等荣誉称号。

工作室以“创新、改进、应用、传承”为理念，旨在调动高技能人才的
创新积极性，充分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以提升员工职业素质和职业技
能为核心，以技师和高级技师为重点，发挥技能大师及其团队的领军带
动作用，培养一支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每年完成技师培养10—
20人，到2025年，铸造高技能人才比例达到50%以上，为公司持续发展
做好人才储备。

工作室现有骨干成员共16名，其中市级以上首席技师7名，先后完成
18项国家专利，其中6项为发明专利，发表国家级QC成果9项，完成省级成
果6项、市级成果8项、公司改进成果30余项，创造效益500余万元。

工作室分为学习交流室、实操培训区、成果展示区等几个部分，其中
实操场地装备精良，包括MBD2全自动柴油活塞铸造单元、DCMG-4全
自动汽油活塞铸造单元、德国盐芯加工中心等，国内先进铸造设备包括
大容量连续时效炉，以及公司自主研发的QZ110系列自动铸造机、铣冒
口、冲检等专用设备共计450余台套，一流的实训场地和设备，为创新工
作室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工作室以师带徒、结对帮扶，在理论、操作技能水平对一线员工进行
“一帮一”结对帮扶，实施“传、帮、带”活动；培养骨干、以点带面，确保
“绝技绝活”得到有效传承，扩大传承面积，让更多员工共享技能大师的
经验，定期组织测评和技术比武，提高一线员工的操作实践技能，培养出
一批一线技术骨干；实施项目管理、开展技术创新，以公司年度计划为参
考，对生产中的技术、工艺及质量难题进行专项攻关，提高整个队伍的技
术创新及实践能力，每年形成2—5项有价值的成果；以赛促教、赛学结
合，做好每年安康杯技能大赛相关资料的归档和总结，整理成册，对比赛
中涌现出的优秀人才进行重点培养，为技能大师工作室做好精英人才的
储备。工作室的建立，推动了铸造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有利于铸造拔
尖人才的成长。

吴立国劳模创新工作室
吴立国是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一名维修钳工，自1993年参

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设备维修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成为了行家里手。吴
立国凭借扎实的工艺基础和敢为人先的工匠精神先后荣获滨州市首席技
师、滨州市首届最美工匠、滨州工匠等荣誉称号，并在山东省第九届化工行
业职业技能大赛（钳工）中荣获二等奖。

近三年来，吴立国带领的维修团队，成功安装 10 台大型往复式压
缩机组，突破了公司大型压缩机组安装依靠外委施工的难题，给公司节
约施工费用约 200 万元；其创造的一套检测法，被公司命名为“吴立国
二催烟机间隙检测法”，在公司和同行业推广应用。为持续推进公司的
改善，吴立国从提高设备维修质量、维修效率方面进行改良，提出二套
催化烟机轴振维修标准，带动工作室人员与生产车间联动，从再生器旋
分器、临界喷嘴、烟机叶片、润滑系统、冷却系统以及维修质量等方面
进行优化，叶片使用周期由 90 天延长到 1040 天，大大降低了设备维修
费用。

自2017年4月工作室创建以来，工作室成员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国内
外先进设备技术，合作研发出国内首套“精准注油系统”并应用于往复式压
缩机组，明显延长了机组运行周期，降低了维修成本，探索出的先进操作方
法和工艺技术推广至同行业应用。

为充分发挥工作室在企业创新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吴立国都会对工作
中遇到疑难问题进行总结，形成标准，将个人的先进经验转化为生产力，从
而带动了工作室成员整体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工作室为有
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成员搭建了创新平台，使许多的创新成果在工作室
孵化完成。2017年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各1项，编制设备维修操
作法30余项，在公司“改良改善”项目挖潜中荣获公司三等功2次、二等功
1次。

在人才培养方面，工作室成员积极参加各项技术比武，每月进行一次
培训，晋升高级技师6人、技师1人，获得博兴县首席技师1人、“五一”劳动
奖章3人，2018年获得市、省钳工大赛二等奖2人，工作室凭借优异的业
绩，入选《滨州工匠》微电影拍摄。2018年工作室通过了市总工会的验收，
被评为市级劳模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