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旭

5 月 16 日，空旷的沈阳鼓风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透平公司转子车间里，身穿蓝

色工装的车工马长好坐在工位机前，通过

“云网”系统获取当天的加工任务和所需的

数据文件，他的身后，轰鸣的数控车床正在

执行切削指令。

“过去，班组长派活儿，跟着师傅干活

儿。现在手机上领活儿，怎么干、干了多少

都清清楚楚。”45 岁的马长好已经适应了全

新的“屏上”工作方式。

扎根工厂 23 年，马长好与企业转型升

级同成长，不断为技能添“智”，跻身“数字工

匠”。在他的心里有一片技能“江湖”，他自

己就是驾驭数控设备的“新刀客”。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马长好获

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刀法：从3.2微米到0.8微米

看着车间里的立式、卧式数控车床，马

长好感慨地说，2004 年刚来公司时，车间里

只有 4台 20世纪 70年代国外淘汰的数控机

床，“那时是半数控生产，噪声大、机油味重，

车床师傅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一整天下来

累得要命。”

转子，有压缩机“心脏”之称，马长好负

责加工的是转子的核心部件——叶轮，这个

形状酷似陀螺的部件，加工难度大，稍有不

慎就可能导致工件报废。

为了更好地驾驭这些机器设备，毕业于

沈阳铁路机械学校机械设备维修与管理专

业的马长好，开启了自学之路。

他先后自学了十多种数控机床操作方

法，熟练掌握了 HANS、FANUC、SIEMENS

等操作系统，读过的数控机床资料摞起来有

几米高。其间，他还考取了沈阳工业大学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自考本科。

几年后，随着市场对产品精度的要求越

来越高，企业“上新”了五轴联动国产数控车

床，此前的积累让马长好顺利实现转型，他

加工的产品，表面粗糙度从 3.2微米降至 1.6

微米，甚至能达到 0.8微米。

对精度的追求，让马长好对数字格外敏

感。他指着天车上悄无声息移动的巨大叶

轮对记者说：“像这样的叶轮大概要去重

500g～2000g。”

行业内有句老话，“压缩机一响，黄金

万两；压缩机一停，效益为零。”压缩机想

要 长 期 平 稳 运 转 离 不 开 稳 定 旋 转 的 转

子，因此，通过去重实现叶轮“动平衡”至

关重要。

以往，叶轮去重采用手工修磨，效率

低、质量差，爱创新的马长好尝试通过车削

对叶轮去重，编写程序、模拟工艺、试切、走

刀……大大提高了叶轮性能，每年为企业

增效近 700万元。

运刀：以前盯机器，现在盯屏幕

车 间 里 ，马 长 好 向 记 者 讲 起 了 一 件

往事。

2018 年，加工一个叶轮时，由于图纸印

刷不清晰，操作工将纸质图纸上的数字 6看

成了 5，导致偏差过大，产品不合格。“当时

我就在想，如果随时能查看清晰的原版该有

多好。”马长好说。

如今，他的心愿已经成真。

2019 年，马长好所在的转子车间试点

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车间里的人、机、料

全部入网，每台数控车床前的工位电脑和手

机就像一个个资源库，轻点屏幕就能查阅高

清晰度的电子图纸。

“以前是盯机器，现在是盯屏幕、盯进

程。”马长好越说越兴奋，迫不及待地向记者

展示如何在手机上接活儿。

当天 15 时 19 分，他操控的数控车床接

到一个时长 3.17小时的生产任务。点击“开

工”，生产状况就从“派工中”变成了“加工

中”，等车削结束，再点击“完工”，工件就自

动进入下一道工序。

智能化的生产线减轻了马长好和工友

们的劳动强度，却更加考验他们的脑力和创

新能力。

为了能熟练操作这套智能系统，马长好

专门学习了 5S 现场管理与实战经验、办公

软件培训等线上课程。随着对工艺图纸和

工序流程的理解更加深入，他也推开了创新

世界的大门。

2021 年，马长好亮相辽宁省创新方法

大赛，与高校教师、科技工作者、大学生同台

竞技，他是参赛选手中唯一的工人。最终，

他带来的创新项目“汽轮机抽气无扰动控制

的研发”斩获大赛三等奖。

今年初，他又提出了薄壁套加工方法及

工装研究、叶轮锻件尺寸优化等创新方案，

粗略测算，能为企业节能增效上百万元。截

至目前，他参与的各类小改小革创新项目已

经有 400余项。

“新刀客”：智能生产线上的“灵魂”

“处理智能生产线上的各种难题，还是

得靠人。”马长好向记者讲述着自己对智能

生产线的理解。对待技术，他很较真，总会

马上纠正记者表述不准确的地方。

36 岁的张家亮是马长好的徒弟。他对

师傅在生产线上的不可替代性非常羡慕：

“一些加工难度大、精度要求高的工件，只有

师傅才能加工出来。”

像马长好这样的高技能人才，是打通从

图纸到工件“最后一公里”，实现从 0 到 1 的

“灵魂人物”。

“在智能生产车间，工程技术人员和技

能工人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技能工人在

生产一线创新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沈阳

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副总工程

师姜妍深有感触。车间智能化后，工种与工

种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她与马长好的技术

切磋也越来越多。

在“百万吨乙烯”产品加工过程中，以往

叶轮加工均采用从外沿向中心走刀，产品精

度很难达标。马长好与姜妍沟通后得知，叶

轮越靠近中心，精度要求越高。

“为什么不先加工最精密的部位，然后

再反向走刀呢？”马长好尝试从中心向外沿

车削，在车刀磨损最小的时候车出精度要求

最高的部位。

最终，采用“粗车正向切削，精车反向切

削，正反向切削相结合”工艺，产品精度大

大提高，能将公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工

作效率提高 20%。

“智能生产线需要为大型装备制造业的

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提供大量可行数据，而

这些数据的提供者就是操控每台设备的技

能工人。”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数据中心副主任王宗玉告诉记者，未来的

智能车间，需要更多像马长好这样懂技术、

会创新的“新刀客”。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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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地、唇齿更相依”

的美景实现，到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打破

“建桥禁区”，再到在平潭外海树起的座座风电

风车……20 余年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指挥

部常务副指挥长肖世波扎根基层、扑在现场，

用对桥梁事业的热爱，奔赴高山深海，把朴素

的匠心写在海洋之上。

初涉海洋

2013 年，肖世波工作的第 10 年，他被调

至港珠澳大桥担任常务副经理，由此开启了

与海洋的不解之缘。

初到项目部，虽然早已了解港珠澳大桥

的建设难度，但他还是被眼前珠江最大喇叭

形河口湾的宽阔水域所震撼。

为了尽快完成围堰施工，肖世波未雨绸

缪，思考如何提高钢围堰在深海中的下放效

率，他白天在现场盯控，晚上和同事们一起研

究图纸、优化方案。

就在大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之时，已经

拼装好的钢围堰却在夜晚被汹涌的海浪打散

了，前期的努力付之东流，这给了肖世波团队

沉重一击。

他立刻组织团队成员在距离港珠澳口岸

人工岛较近的墩位召开现场会。简短几句话

捋清工作思路，给大家吃下定心丸。

新考验接踵而至，围堰拆除时，沉在水中

重达上千吨的钢围堰在海水强大外压下，拆

除过程十分缓慢。“如何把外压转化为内压？”

肖世波望着海面再次陷入沉思。

他尝试在海水涨潮时将围堰锁口打开，

让海水灌满围堰再重新关闭锁口，在落潮时，

利用内压大于外压，快速拆除围堰，单个围堰

拆除时间由 30天缩短至 5天。

在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整个

团队将围堰施工周期从第一轮的 104 天，优

化到最后一轮的 42 天，创造了深海施工新

速度。

深耕海洋

风大、浪高、流急、岩硬，波浪力是长江等

内河的 10 倍以上，全年 6 级以上大风天数超

300天，台风每年平均 6次~7次……平潭海峡

所在的台湾海峡，与好望角、百慕大三角并称

为世界三大风暴海域，被称为“建桥禁区”。

这里也是肖世波负责的第二个海上项目——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的所在地。

众所周知，桥梁施工难点之一就是水下

施工，更何况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的 20
座桥墩位于 20 种不同地质区，施工难度可

想而知。

最具挑战的是 Z03 号墩，位于 40 米的深

水区，18 根平均桩长 62.3 米、直径 4.5 米的钻

孔桩，是施工过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在 Z03 号墩开始施工的前半个月，钻头

折断、护筒劈裂卷曲等情况频频出现，钻孔进

度十分缓慢。为调整施工方案，肖世波带领

技术团队查阅资料、拜访专家、制定模拟方

案，开启头脑风暴模式，即使在餐厅就餐时大

家也在讨论方案。

为了将前期耽误的工期赶回来，肖世波

和钻孔桩施工人员一起住在了船上，他们克

服船上湿气造成的身体疼痛，每日穿着湿衣

服投入工作，最终圆满完成桩基施工任务。

在他带领下，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项

目部不仅优质高效履约，也收获了硕果累累：

项目部先后获省部级或国家一级协会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6 项，专利授权 105
项，研发创新技术 14项……

项目团队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青年安全示范岗、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

等荣誉，并出版专著《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建造

关键技术》。

与海为伴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工作结束后，肖

世波又接到了新任务——负责位于平潭外海

的长乐风电项目的施工管理，这是我国第一

个“双四十”（离岸 40km，水深 40m）海上风电

项目，也被业内视为全国最具挑战的风电项

目之一。

2020年，长乐海上风电项目面临“抢装潮”

和疫情的双重压力，船机资源极度紧缺，大小

设备一机难求。一旦缺少机械设备，风机安装

也将停滞，给项目按时履约带来极大挑战。

为了尽快解决“卡脖子”问题，肖世波踏

上寻求机械资源的奔波路程，一周内最多接

打过 1000 余个电话，14 天内往返 20 余座城

市。凭着这股拼搏的劲头，在遭遇无数次闭

门羹后，他的诚意打动了船机租赁方，在众多

竞争者中赢得核心装备，那段时间，他的头发

成片地变白了。

“我好几次都梦到船机停满了施工现场，

但醒来后发现只是一场梦，我给自己定下目

标，一定要美梦成真。”肖世波回忆说。

至今，肖世波所在的风电团队已累计中

标海上风电项目 22 个，金额高达 135 亿。所

有项目投入运营后，年发电量超 37 亿度，每

年可节约标煤超 11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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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车间里的“新刀客”

工 匠

语 录
“为技能添‘智’，成为生产线上不可替代的工匠人才。”

——马长好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庞玉强 续端

“山东是文化大省，也是礼仪之邦。让世界了解山东，品

味齐鲁美食，就应该将山东的传统文化和礼仪融入菜品中。”

齐鲁工匠、齐鲁首席技师、山东文旅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索

菲特银座大饭店行政总厨张俊民谈起他钟爱的厨师职业时，

不谈技艺，却先谈起了文化。

将饮食养生与文化有机融合，近年来传统鲁菜被张俊民

玩出了新花样。他带领团队研发的齐鲁文化名人宴、好客迎

宾宴获得创新大奖，让鲁菜“出圈”。

1996 年，从青岛酒店管理学院毕业后，张俊民被学校推

荐到银座商城快餐厅，成为一名配菜工。

1997 年，张俊民因表现突出被派往上海五星级酒店学

习，成为当批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那里，张俊民第一次

接触到五星级酒店，并学习了粤菜做法，为他后来的融合创新

打下了基础。

爱学习是张俊民迅速成长的秘诀。他的办公室里，至今

仍保存着一本上学时买的《美食词典》，四五百页的书都被他

翻得卷了边。他还积极争取到广州、深圳、西安等地参与美食

交流学习，吸纳众家之长。靠着勤奋努力，张俊民完成了从一

名配菜工到炒锅、领班、厨师长直至总厨的跨越。

2017 年 5 月，张俊民接到第五届世界摄影大赛的宴会接

待任务，他将本届大赛所到的山东 8 市的文化巧妙融入宴会

菜品，让参赛的各国来宾眼前一亮。

此后，张俊民持续创新，他将地域菜品与西式菜品融合，

推出一菜一故事的齐鲁文化名人宴，通过菜品展现齐鲁文化

名人对当地饮食的影响，在现场服务中，融合古代敬茶礼，演

绎汉服舞蹈上菜秀，将齐鲁文化名人宴打造为集视觉、味觉、

听觉于一体的盛宴。

2020 年 10 月，张俊民名厨工作室成立。依托该工作室，

张俊民先后收徒 20余人，培育出一批技能人才，两人荣获“山

东省旅游饭店行业首席技师”称号。该工作室也被评为山东

省财贸金融系统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让鲁菜“出圈”的掌勺人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武陇慧

乘坐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开往米兰的 T9512次

列车，从火车车窗往外望，是绵延数百公里的浩瀚沙漠。

23 时 29 分，火车到达米兰站。皓月当空，深浅不一的蓝

色如油画一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铺开，煞是美丽。见到站内

民警李志强时，他正在站台上引导下车的旅客。

2021 年，58 岁的李志强面临一个抉择。1 月 9 日,第 3 条

出入新疆的铁路大通道格库铁路（青海省格尔木市至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全线开通，是像大多数即将退休的同事

一样在库尔勒地区工作到退休，还是再干一把铁路警察？几

乎没有犹豫，他选择了后者。

李志强主动要求到离家 475 公里远的米兰站警务区，成

为小站唯一的民警。

米兰站地处阿尔金山北麓、罗布泊南岸，四季黄沙弥漫。尽

管小站小，一周只有 3趟客车停靠，但对于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

经济带战略和青海、新疆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

贸往来、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区团结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做好新工作，老李从一点一滴做起，认真巡查线路，

走访沿线村庄、学校。到岗一年来，老李对辖区周边的治安环

境及管内的铁路涵洞、桥梁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空闲时，他

还会骑着电动自行车赶到距离车站 17公里远的米兰镇，趁群

众赶集时，到菜市场门口宣传铁路安全常识和法律知识。街

头巷尾、田间地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米兰的沙尘暴天气是对老李的另一重考验。

有一次米兰突发沙尘暴，风卷着沙，沙借着风呼啸而来。

刹那间，正在值班室吃午饭的李志强变成了“灰猴”。

而这时，他还要去货场进行消防检查——在这样恶劣的

天气里，堆满煤的货场的消防安全显得更加重要。

李志强顶着风赶往货场，肆虐、强劲的风让人无法呼吸，

一张口，风和沙鼓着劲儿向肚子里蹿，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很

大努力。货场的煤灰、煤渣漫天飞舞，等消防检查完毕，李志

强已经黑得分不出五官了。

想要清洗一下满头满脸的沙土、煤灰，偏偏站里又停电、

停水了。夜里，过于困倦的李志强顾不了满身煤灰，掀开塞满

沙土的被褥，抖一抖就睡了。

虽然车站客流稀少，但是旅客遗失财物、找不到孩子的情

况也偶有发生。李志强对于求助，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帮助过的旅客下次再见时会主动打招呼问好，原本枯燥

寂寞的驻站生活好像没那么难熬了。”李志强笑着说。

张世光

马长好的成长故事，颠覆着人们对于

技能工人的认知：一线工人不是满身机油

味，满手黑黢黢吗？怎么还跟计算机编程

打 交 道 ，抱 着 平 板 电 脑 研 究 起 操 作 系 统

了？还能参加创新方法大赛，和科技工作

者同台竞技？

是的，这就是今天的技能工人。他们不

再是人们传统认知中高喊着劳动号子，只会

出大力、流大汗的形象，他们懂得用数据和

编程驾驭车床，用改进和创新提高效益，用

积极和主动助推发展。

这样的新工匠，打破了人们对于学习不

好才去当工人的偏见。好好学习、不断学

习是今天当好一名技能工人的必备素质。

梳理马长好的成长经历，他先后自学

了十多种数控机床操作方法，研读了各种

数控机床资料，这显然不是上班出力、下班

“躺平”就能实现的。只有日复一日不分八

小时内外地付出，才能在企业智能转型的

关键时刻堪当重任。

实际上，这类乐于学习、善于学习，有

知识、有文化的技能工人在当下并不罕见。

大国工匠 2021 年度人物、大庆油田第

二采油厂采油工刘丽也是这样一个不断学

习的人。刚上班时，很多同龄人都庆幸这

辈子不用再学习了，只有刘丽在别人休息

打牌时，依然抱着书本不停地看、画、背。

翻阅今天劳模工匠的成长故事，爱学习、懂

创新绝对是主流。

眼下，刷新人们认知的新工匠已经越来

越多：他们出现在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领奖台

上，他们参与缔造了神舟飞船飞天之旅的

“大国重器”，他们因为技能“出圈”被写进高

考试题，他们凭借一技之长登上清华大学讲

台，他们在生产一线的创新攻关中让工程师

都“自叹不如”……

这些意想不到的背后，藏着新工匠的

成长密码。人们会惊喜地发现，技能工人

在生产一线的天地如此广阔，在创新创效

中释放的能量如此巨大，正是他们，让设计

活起来，让图纸动起来，让理念看得到，让

理想可触摸。

读 懂 新 工 匠 的 成 长 密 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