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们们多多做做一一点点，，百百姓姓就就方方便便一一点点””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彩虹精灵”孙红艳：用心为客户传递光和热

孙红艳干了20多年营销服务工
作，如何为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
的服务，成了她最爱琢磨的事情。

2012年9月一个以孙红艳为班
长，由9名“娘子军”组成的“彩虹精
灵”团队成立。她们以女性的优势，
着力打造了智能化的互动式、自助
式、亲情式的新型供电营业窗口，
并推出了小卡片体现大服务等“四
小”服务法。2012年12月6日，在淄博
公司召开的山东电力集团企业文
化建设经验交流暨“善小”活动推
广现场会上，“彩虹精灵团队”的

“四小服务法”受到了与会人员的
高度赞扬。

孙红艳除了对自己严格要求
外，还注重发挥青年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她带领班组定期开展“善
小”大讲堂活动，号召“人人上讲台

个个当专家”，营造人人参与，人
人受益、寓教于乐的学习氛围。

严于律己

同事的好榜样

业务受理、电费收取是繁琐而又平凡的工作。但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它同样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淄博供电公司营销部营业室业务受理二班班长孙红艳就用自己的业绩证明了这一点。她带领班组先后
获得山东省“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山东省“质量信得过班组”、淄博市“青年文明号”。而她，一直践
行着“善小”精神，用心传递着光和热。

孙红艳热心为每一位客户解
决问题，客户都愿意找她，很多客
户都跟她成了好朋友。2011年9月，
张店世纪花园社区实施户表改造
后，世纪花园社区物业公司工程部
副部长密家林负责社区里500多户
非居民客户的电费交纳工作。每个
月，密家林都得到营业厅打出500多
张发票。“营业厅不会不给办吧？”
密家林把这一顾虑告诉了孙红艳，
孙红艳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应了
下来。

当天晚上，孙红艳就利用休息
时间，把这500多户客户的信息及电
费整理出来，第二天便打印了一份
连同电子版一起拿给了密家林。
2011年10月，密家林到张店营业厅
找孙红艳交费。打印500多张发票需
要一下午，孙红艳让密家林交完电
费后回去，自己第二天再将发票送
到世纪花园。

这些工作，并不在孙红艳的职
责范围内。“我们多做一点，百姓就
方便一点。”孙红艳笑着说。打那之
后，密家林交电费时都会直接找孙
红艳。孙红艳又多了一位老朋友。

本报记者 王亚男

热心服务

与客户交朋友

“善小”是淄博公司的特
色服务品牌，在孙红艳看来
更是一种做人的态度：“赠人
玫瑰，手留余香”。

2002年85岁的孤寡老人
徐星兰耳聋眼花，既听不见
也不认人，朱哲、孙红艳、仲
宁得知情况后主动帮徐大娘
交电费，一交就是7年。她们
还经常为徐大娘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联系工作人员理顺
室内用电线路，更换安全开关
插座。2009年，看到92岁的老人
生活已经无法自理，她们主动
把老人送到了张店金乔敬老
院。新员工张雅娣被师傅们的
爱心深深打动，也毫不犹豫地
加入到这场爱心接力中。营业
厅“四代人”爱心接力的故事
也被社会盛赞。

每年临近“六一”儿童
节的时候，孙红艳除了给
自己的孩子买礼物，还特
别挂念着淄博聋人学校的
孩子们，她就和其她女工
一起带着精心挑选的学习
和生活用品去看望这群特
殊的孩子，被孩子们亲切地
称为“代理妈妈”，而今年已
经是第10年了。

愿做残疾孩子们的“代理妈妈”

孙红艳一上班就开始安排各项工作。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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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余余度度高高温温前前一一干干就就是是半半夜夜
东华水泥“金牌工人”孙德文：“土专家”建起创新工作室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试验和

摸索，孙德文总结出了一套篦冷机
篦床堆料、堆“雪人”快速清理操作
法，该方法在熟料生产线得到了推
广应用，创造了仅用50分钟处理完
故障、避免停窑事故发生的公司新
纪录。

在公司1#生产线余热电厂投
产后，他发现本班组发电量一直上
不去，通过仔细观察，请教技术人
员，并通过多次的实践论证，他提
出了稳定一段篦速、调整一室压
力、保持物料均匀的操作控制法。
此方法实施后，既稳定了二次风
温、保证三次用风和煤磨烘干用
风，也大大提高了窑头余热发电
量。现在窑头余热发电量已有过去
的每天9万度提高到了11万度以上，
大幅降低公司生产成本。

2013年，孙德文创新工作室建
立。工作室由13名具有一定业务专
长的骨干人员组成。他们创新团队
管理办法，确定了创新课题，组织
团队成员围绕设备稳定运行、节能
降耗、工艺改进等方面，积极开展
创新研究和攻关活动。他们还将每
月的15日定为创新活动日，组织职
工开展业务学习、知识培训、技术
交流活动。

爱琢磨

创新技术提产速

孙德文，公司生产部运行D
班值班长。在他的带领下，他所
在的班组多次被评为“先进班
组”。孙德文先后获得全国建材
行业“劳动模范”、集团公司“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2013年，
以孙德文名字命名的“金牌工
人创新工作室”成立。

作为一名水泥企业的老职工，
一名班组长，孙德文始终把加强学
习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坚持学用
结合，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

在试生产过程中，孙德文不仅
注意多看多观察，还对设备的代号、
参数牢记于心。身上常备笔记本，每
到一处都对设备的运行情况、工作
参数、技术要求一一记录下来，牢记
于心，对于不懂的地方，则虚心请教
技术人员，并借阅相关书籍进行学
习。特别是当公司有专家、领导讲
课，他都会利用休息时间，到现场去
听课，进行学习。

通过努力，他很快就掌握了干
法水泥熟料生产线的工作技能，并
通过工作实践，逐步摸索形成了一
些处理和解决生产过程中所发生问
题的新办法、新技术，成为大家心目
中的“土专家”。

本报记者 王亚男 通讯员 刘绪荣

孙德文在车间工作。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勤学习

同事眼中“土专家”

2005年初，在生产部民
主推选班长时，孙德文被大
家公选为班长。

2009年8月2日凌晨3点，
一线篦冷机出现烧流、堆

“雪人”现象。孙德文和烧成
班长商量后，果断通知中控
操作员减料减窑速，提快篦
速，减缓热料堆积，然后组
织人员把北侧点检门尽量
关严，减少红料涌出，并迅
速找来铁板、铁皮，把点检

平台下5708、5710风机隔离
起来，防止落下来的红料把
电动执行器等设备烧坏，佩
戴齐劳保防护用品，打开南
侧点检门，用高压水枪开始
清扫“雪人”。

在350公斤力的高压水
流冲击下，一阵阵喷溅出来
的熟料粒子飞出老远，有的
不时落在身上，工作服立刻
被烧出一个个小洞，一旦掉
到衣服里面，皮肤马上就被

烫出一个大水泡，脚底鞋踩
在落到地上的红料，立刻发
出一阵刺鼻的焦臭味。他一
直坚持冲在最前面，实在累
得不行了，才让别人替换一
会儿，在一千多度的高温烘
烤下，被汗水湿透的工作服
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篦床
上堆积的“雪人”也逐渐被
他们的汗水“消融”变小了，
直至被彻底清理干净，这时
他才发现，天早已大亮了。

危险抢修总是抢在最前面

为了提高产速，孙德文总是在
工作中不断尝试摸索。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孙红艳在为市民服务。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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