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握方向盘 爱传千万家手握方向盘 爱传千万家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孙承琦

今年，是张晓峰来到青岛城运控股集团城阳巴士的第 10
年。3000多个日夜，安全行驶 30余万公里，收到各类表扬 200
余次，张晓峰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奉献着爱心，也收获着温暖。

曾手握钢枪 8 年，部队培养了张晓峰钢铁般的意志和乐

于奉献的品质。脱下军装，他握起方向盘，在十米车厢里发光

发热、奉献爱心。

为给乘客提供更好的乘车体验，张晓峰在细节上做足了

功课。

2023 年 7 月，青岛 948 路公交开通，张晓峰被调至该线路

担任班组长。为了更好地服务乘客，打造微循环线路特色，他

在 8月初牵头成立“948线路乘客服务群”，邀请常坐 948路的

乘客加入群聊，通过专人管理的方式及时为乘客解答和解决

出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这个服务群还与城阳巴士公司的“萤火汇炬——美好 i
相伴”志愿服务项目相结合，利用微信群和智能调度系统，为

乘客提供失物招领、到离站查询、换乘信息查询等服务，极大

便利了乘客出行，减少了他们的候车时间。自微信群建立以

来，已帮助乘客找回失物 60余件。

工作多年来，张晓峰养成了及时总结安全行车经验并撰

写心得体会的习惯。不同路段的适宜车速、不同路口红绿灯

的变换频率、不同站点的特殊人群等，他都能迅速给出准确答

案，俨然成了一张线路“活地图”。同时，他毫无保留地带领徒

弟快速成长，致力于将自己所在的线路打造成行车最安全、服

务最优质的“最美线路”。

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张晓峰积极投身公益活动，发起并成

立了“萤火之光”城市脉搏志愿服务分队。

近年来，张晓峰多次组织便民服务大集，为社区居民提供

理发、磨刀、中医义诊等服务。生活中，无论是遇到面包车着

火、私家车抛锚，还是路人因病倒地，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冲上

前去救助。每逢重要节日，他还会主动帮扶周边的孤寡老人，

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

在张晓峰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加入志愿服务行列，共

同为社会传递着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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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蒋雨鸥

K209/K212次列车，从三江口发出，满载

钱塘荷风，沐浴井冈红日，驰掠丹霞地貌，一

路跨越浙赣粤三省二十多座城市。半个世纪

以来，杭州客运段甬广车队日夜往返于宁波

至广州的三千里铁道线上。

2010 年，车队党总支成立“陈美芳亲情

服务团队”，在全国劳模陈美芳带领下，他们

将工匠精神融入客运服务，让乘客在车厢里

感受到“暖味道”。

烹饪“一碗好饭”

“陈美芳亲情服务团队”成立伊始，陈美

芳还是甬广车队的一名列车长。厚厚几大本

出乘工作日记，记满了她的服务心得，从中提

炼出的“陈美芳‘12 个一点’工作法”，在全段

得到推广。

14 年间，“陈美芳亲情服务团队”创新理

念、优化项目，不断打造客运服务新高地。近

年来，团队将目光投向创新“深水区”——列

车餐饮。

长途旅客列车受到运行周期、餐料供应、

厨灶局限等因素影响，餐饮服务一直难以获得

较高的满意度。“陈美芳亲情服务团队”决心把

“一碗好饭”作为重点攻关课题。他们在列车

上开展问卷调查，征求旅客对菜品口味、价格

和服务等方面的意见，根据旅客需求，研发出

4 款 20 元以下的平价菜品、5 款 30 元套餐盒

饭、6款定价 38元～48元的厨师长推荐菜。

为提升菜品质量，团队先后邀请全路烹

饪大赛冠军、餐车长陆俊，“上铁工匠”厨师长

徐波，对 50 名餐车职工进行烹饪服务培训，

并对接杭州望湖宾馆屠杭平劳模创新工作

室，组织 5批 55人次“深造”厨艺。

1 月 17 日 ，以 甬 广 车 队 单 程 公 里 数

“1596”为主题的列车餐厅精彩亮相。赏一路

风景、享“一碗好饭”，“1596”餐车已成为车队

特色服务的“金字招牌”。

守护乘客安全

甬广车队值乘的这条线路，山多水多桥

隧多，经常突发自然灾害。

2013 年夏天，车队迎来严峻考验。滂沱

大雨中，K209/212次列车在大瑶山隧道遭遇

严重泥石流，落石堵住了隧道两端，列车被困

隧道，数百名旅客顿时陷入恐慌。

列车长羊群亮迅速召集党员应急突击

队，分发照明工具，前往各车厢安抚解释，同

时尝试联系广铁客运调度所，了解救援情况。

然而，16 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依然在黑

暗中“与世隔绝”，这让本来就情绪紧张的旅

客逐渐焦躁。羊群亮紧急召开“流动党支部”

支委会，“现在就是考验我们这个战斗堡垒的

重要时刻，我们不能被动等待，由我来走出隧

道、沟通联络。”

大家立刻反对——在黑暗的隧道中步

行翻越塌方路段，太危险了。但羊群亮态度

坚决。

大瑶山隧道是甬广线最长的隧道，全长

16 公里。“不记得走了多久，就记得一直在

走，一脚深一脚浅，黑暗中只能听到哗哗的水

声。”羊群亮回忆说。

终于，羊群亮走出隧道与外界取得联

系。30 多个小时后，列车抵达广州。下车

前，许多旅客流着眼泪拥抱列车员，几十个小

时的担忧，化作互相理解的感动。

截至 5 月 10 日，K209/212 次列车已安全

行驶 14492天。

组建“劳模智囊团”

说起组建“劳模智囊团”的初衷，陈美芳

首先提到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遗憾。

2016 年底一次值乘时，一位旅客突发心

脏病，当时的列车上没有医务人员旅客，陈美

芳与副车长轮流做心肺复苏，按压了近 1 个

小时，旅客慢慢恢复了微弱心跳和呼吸，到站

后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然而，当天下午

传来不幸消息：那位旅客终究没能抢救过来。

“我当时非常难过，我们的心肺复苏再专

业一点儿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一个念头涌上

陈美芳的心头——在劳模圈里寻找各方面的

专业人才，加入旅客服务团队，共同守护旅客

生命健康。

2017 年 1 月 16 日，“劳模智囊团”启动仪

式在 K209/K212 次列车上举办，最初的 7 位

成员，都是来自不同系统的全国劳模。目前，

劳模智囊团已有 70多名成员。

随着“劳模智囊团”不断壮大，陈美芳带

领团队“上新”了更多服务。

陈美芳发现，很多年轻旅客由于找不到

合适的工作，不得不多次乘坐列车往返奔

波，于是，她借助劳模力量，把企业招聘会搬

到列车上，让旅客“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

进厂门”。

4 年来，“陈美芳亲情服务团队”共举办

列车招聘会 12场，企业现场提供 1000余个招

聘岗位，接待咨询人数达 3000 余人，意向签

约者 500余人。

“ 陈 美 芳 亲 情 服 务 团 队 ”将 工 匠 精 神 融 入 客 运 服 务 ——

三千里铁道线上的“暖味道”

让“铁疙瘩”听懂话、干对活

钳 工 杨 国 心 用 超 精 密 锉 削 打 磨“ 战 鹰 ”零 部 件 ，不 断 挑 战 精 度 极 限 ——

追平 0.00068毫米

本报记者 叶小钟 赵思远 本报通讯员 何柳琪

“从农村放牛娃变成博士毕业生，一路走来，实属不易。

很多次因为来自现实的压力，我差点放弃读书，是书中榜样

的力量支撑我一路走下去。”近日，在 2024年广东省职工主题

阅读活动启动仪式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东农垦

热带作物研究所党支部副书记、所长谢黎黎分享了自己的成

才故事。

1986 年，谢黎黎出生于江西省一个农民家庭，生活条件

十分拮据。初中时，为了省钱，5毛钱一份的菜她要分成两餐

吃。一路勤学苦读，她一步步走出山村，走进象牙塔，成为我

国首批橡胶学博士。

2013 年博士毕业后，她来到位于广东茂名的广东农垦热

带作物研究所工作，投身我国天然橡胶发展事业。

初到茂名，满腔热情的谢黎黎被现实给了一记闷棍。她

工作的地方，没有林立的高楼，没有繁华的街道，更没有先进

的科研条件和实验设备，而且交通不便、工资待遇偏低。为

此，她一度感到委屈、迷茫，甚至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一个橡胶品种的选育长达 40年，需要一代甚至两代、三

代科研人的默默坚守。橡胶专家魏小弟退休十余载仍然奔波

在科研一线，橡胶首席科学家黄华孙一辈子就为了一棵树而

努力，他们的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也感染了

我。”最终，谢黎黎选择留下来，把论文写在橡胶林里，用科技

助力产业发展。

2014 年开始，农垦区启动橡胶树超低频割胶试验，谢

黎黎每个月都要收集数据，现场调研，并对橡胶工进行技

术指导。

谢黎黎的单位离家有 50多公里，她一般周末才回去。当

时，她所在的部门工作任务重、人员少，为了更好地投入科研

工作，她和丈夫分工照顾两个孩子：丈夫负责照顾 4 岁的大

宝，她则将 5个多月的二宝带到所里的宿舍，由保姆照看。有

时，她不得不晚上带着孩子一起加班。

在谢黎黎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超低频割胶技术取得

圆满成功，现已成为农垦区的主推技术，橡胶工平均每年增收

过万元。

曾有一位前辈问谢黎黎，“橡胶研究很苦，从事这个职业

的女性少之又少，你为什么能一直坚持？”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业的艰辛与不易，更能感同身

受。”谢黎黎回答说，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一名农垦人，“以

垦为家，科技兴垦”的情怀和使命始终激励着自己不断前行。

本报记者 刘旭

数控机床和工人同时加工一个零件，谁

的加工精度更高？这个问题在杨国心心里

有着明确的答案。

全国技术能手、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标准件中心“方文墨

班”钳工杨国心为“战鹰”加工的零件精度

可控制在 0.005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

径的 1/20，这是目前一般数控机床很难达

到的精度。

“机器没有感情，但工匠是有感情的。”

杨国心所说的“感情”，更像是全神贯注投入

钳工工作时的一种“感觉”，就是凭借这种敏

锐的感知力和海量的经验积累，他不断探索

加工精度上限，为国铸剑。

把身体“炼”成最趁手的工具

记者见到杨国心时，他正弯腰弓步，均

匀地锉削着一个高精度零件，产品表面光滑

如镜。

时间最长时，杨国心像这样一站就是 7
个小时，整个过程，都要保持呼吸均匀。“一

旦大喘气，身体、手部也会跟着颤抖，这个件

可能就报废了。”杨国心说，这一过程看上去

轻松，实则全身都要用劲。

杨国心初次接触钳工专业是在沈飞技

师学院的实习工厂里，那时他还是一名技校

学生。当看到图纸上一条条错综复杂的线

条，通过自己的双手变成立体零件时，他打

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2012 年，18 岁的杨国心入职航空工业

沈飞公司标准件中心。次年，他成了“大国

工匠”方文墨的徒弟。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练习钳工技能，杨国

心每天一早就到单位进行“魔鬼训练”：直径

50 毫米的金属锭，每次只锉掉 0.5 毫米，保

证平面度公差在 0.01毫米以内；他还经常利

用午休时间加练。

军工制造对零件精度要求很高，机械设

备加工无法达到的精度，只能通过手工加工

来实现。2016 年，方文墨创造了手工精密

锉削 0.003 毫米加工公差的“文墨精度”，刷

新了国产航空零部件加工的标准精度，成为

包括杨国心在内的青年钳工们追逐的标杆。

为了追赶“文墨精度”，杨国心将自己的

一双手，连带身体“炼”成了最趁手的工具，

他用手去触摸、感觉，用眼睛去观察，就能判

断出产品精度有没有超过公差。

大赛中磨出“稳稳的精度”

杨国心工作的标准件中心是一架歼击

机腾飞的起点。现代战机在高速飞行过程

中，需要应对各种极端环境，任何零件误差

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在这里工作的

工匠们不得不追求极致的精度。

在技能大赛中磨出的“稳稳的精度”，让

杨国新有了助力“战鹰”冲天的底气。

初冬时节，杨国心在冰冷的工房里苦

练技能。集训期间，他每天的训练时长达

12 小时～15 小时，天不亮，就起床开始练

习。除了吃饭、睡觉，他基本上都是站着，

当教练告诉他可以休息时，他的手脚都已

经麻木了。

时光没有辜负杨国心的努力。在第十

六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他站

上了模具工项目的冠军领奖台。

扎实的训练让杨国心的技艺水平得到

质的提升。此前，他钻孔的孔径精度保持在

0.1 毫米，参赛后，他将孔径精度提高到了

0.05毫米，平面精度可以达到 0.005毫米。

杨国心将从大赛中学到的拼装优化加

工工艺，也应用到了实际生产中。

他对六方螺母加工模具进行了新调

整，用工件外围定位，利用中心钻打出中

心孔，再利用钻床的正反转对工件进行点

动攻丝，既能防止丝锥折断，又保证了螺

纹的垂直度符合要求。经统计，改进工艺

后，加工效率提高了 3 倍，产品质量也更加

稳定。

杨国心还主动承担了卡箍一次成型工

装的技术改进。他基于卡箍类零件的材料

性能，从调整工件的反变形系数入手，通过

主动轮带动 3 个从动轮挤压加工的方法，

实现了卡箍弯曲模具一次成型的改进目

标，提高工作效率 6 倍，有效保证了产品按

时交付。

对精度的追逐永无止境

就在两年前，杨国心加工出了 0.00068
毫米的超高精度，追平了师傅方文墨创造过

的最高精度纪录，这是数控机床都难以企及

的精度。

一时间，这位标准件中心的首位 90 后

高级技师，成了青年钳工心中的新标杆。

近两年来，杨国心一直沉在生产一线打

磨技能。15 分钟、10 分钟，再到后来的 7 分

多钟……他加工产品的时间越来越短，平面

度公差也下降到了 0.005毫米以内。

一次，杨国心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要为

某型关键标准件制作辅助工具，这个工具由

12 个精密部件组成，每个部件的精度误差

都不能超过 0.01 毫米。仅是加工其中的一

个部件，普通钳工就需要约 1 小时，而杨国

心需要在 7 小时内完成 12 个部件的全部加

工，他的加工精度，也直接决定战机零件的

精度。

“用我们的行话说，这叫误差累计。比

如，一个零件差 0.01 毫米，另一个零件也差

0.01 毫米，那成千上万个零件组合在一起，

误差累计可能就不止零点零几了。”杨国心

介绍说。

历经六个半小时，杨国心提前半小时完

成加工任务。12 个零部件拼装完成后，经

专业仪器检测，每个零部件的加工面精度，

都达到了 0.003毫米。组装好的辅助工具间

隙仅有 0.005毫米，这意味着，他以高出标准

精度近 10倍的成绩完成任务。

杨国心的爷爷在沈飞工作了一辈子，所

以给他起了“国心”这个名字，希望他怀爱国

之心、立报国之志。

“对精度的追逐永无止境。航空产品的

加工技术不断更新换代，我也必须不断学

习。”杨国心最近在忙着学习 CAD 制图，他

要向新的精度极限发起挑战。极致标准，方

寸毫厘，就在这双手之间……

杨国心在生产
厂加工零件产品。

陈阳 摄

6月 3日，那鹏（右）和同事在排查点焊
机器人故障。

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作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2022年 6月公布的 18个新职
业之一，在研发设计机器人工作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让“铁疙瘩”听懂话、干对活，是
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

那鹏是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机器人研发中心的一位机器人研发
工程师。在这里，他和同事负责丰富工业机
器人种类、提升机器人易用性、满足用户定
制化需求。他们对标同行业国际、国内优秀
产品，对机器人控制系统进行升级优化。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迅速发展，如
何更好地融合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成
为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的新课题。

那鹏说：“人工智能用得好，会让工业机
器人的人机交互更方便。”在新质生产力快
速发展的当下，做好机器人研发升级，会对
未来的工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带来重大改变。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