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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周娟 杭鹏

“工业管道的焊接标准比普通管道要高，必须严格按照规

范脱脂。我准备了焊接操作规程，请大家认真学习，早日通过

考试，持证上岗。”近日，在浙江衢州华友钴业项目的管道预制

场上，一位青年正在向工友们讲解锂电池厂房所用工业管道

的制作要点，并为他们解答疑问。

他就是中建五局安装公司华东公司职工冯振中。十年坚

守项目建设现场，他从一名给排水专员，成长为一类项目生产

经理，并逐步摸索出“沉在现场，找准重点，主动作为”的现场

管理办法。

2013 年，学习暖通专业的冯振中，开始负责合肥华南城

项目的给排水部分。为了尽快补足短板，他白天跑现场跟着

工人学习施工工艺方法；晚上看图纸、学规范，进行归纳总

结。为了建好项目的化粪池，他整夜盯着挖机挖掘基坑，扛着

水准仪测标高，常常忙到凌晨 3点，终于在半个月内组装完成

了 4个化粪池。

2020 年初，项目部接到紧急任务，需要将门诊楼改造成

防疫病房。正值疫情期间，没法及时调配工人，冯振中带着项

目上的 7位工友率先冲进改造一线。当时，正是正月初十，他

们在工地现场加班加点干了一个星期，完成了医技办公室给

排水洁具和空调系统的安装，确保了 100张病床顺利投用，获

得院方高度肯定。

2022 年，衢州华友钴业项目落地，作为分公司首个大型

锂电池正极厂房项目，冯振中主动加入项目，投身公司转型升

级第一线。

项目团队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工业管道的焊接技术

难题。

冯振中带着团队边学习边总结，不仅攻克了标准工业管

道焊接工艺，实现焊缝 X 光探伤通过率达到 99.6%，还培育了

一批工业管道焊工。

4 个月间，他每天奔波于 14 个在建单体之间，在 70 余个

工作群里进行沟通协调，终于带领团队完成了项目各保供节

点，顺利达成厂房试生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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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马辉

“从传统的散货码头到如今的自动化集

装箱泊位，港口生产效率的跃升让这条流淌

千年的运河再次焕发活力，我也在京杭大运

河畔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新舞台。”在山东

济宁能源集团龙拱港远程控制中心的操作台

前，“齐鲁最美职工”、肩负着装卸作业重任的

岸桥女司机宋文庆动情讲述着她与龙拱港的

故事。

龙拱港距离京杭大运河主航道仅百米之

遥，作为内河港口少见的女司机，宋文庆与港

口建设同成长，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成为龙拱

港起重装卸机械智能控制操作领域的“领头

雁”，带领集装箱自动化作业巾帼班的女司机

们打造出港口高效装卸的新模式。

“首吃螃蟹”的转岗女工

2022 年，宋文庆还是一名煤矿洗衣工，

每天负责清洗下井工人换洗的工作服。

彼时，距离煤矿 5 公里外的龙拱港正在

转型升级，原来的散货小码头将建成江北最

大的智慧化集装箱内河示范港。当听说单位

要选送一批女工去青岛港学习港口设备操控

技术时，宋文庆勇敢迈出了转岗的第一步，成

为首批去海港学习的女工。

“第一次见到海港，内心充满震撼，也在

心里产生了疑问，这些四五十米高的设备，我

能操控得了吗？”回想起第一次来到青岛港时

的感受，宋文庆很是感慨。

时间紧、任务重，她稍做调整就迅速投入

紧张的学习中去。为了尽快熟悉设备运行原

理、掌握驾驶技巧，宋文庆反复研究操作手册

和设备原理图，将遇到的难题记录在本子上，

虚心向老师傅请教。白天，她顶着炎炎烈日

攀爬大机设备，仔细观摩每一步操作、不放过

每一个细节；晚上，抽空观看视频回放，复习

试机、跟勾、安全起吊等操作步骤。

两个月的学习下来，宋文庆黑了，也瘦

了，但她的内心无比充实。

“驯服”吊装设备

学成归来，宋文庆和工友们却发现，在龙

拱港，她们面对的设备尚未完成组装，且这一

套岸桥、场桥和无人平板运输车启用后，自动

化程度更高，需要更加高超的技术才能驾

驭。宋文庆打了个比方：“就像去别人家尝到

了甜甜的果子，但回到自己家还要从种树开

始一样。”

随着工程建设的深入推进，港口一天一

个样，如何远程操纵这些眼前的“庞然大物”

高效运转，成为宋文庆和同事们首先要突破

的难关。

“办法总比困难多。”宋文庆带着她的“娘

子军团”摸着石头过河。

她们每天蹲在作业现场，观察设备起吊

的运动轨迹，动态记录作业的详细参数。正

是夏季，龙拱港的堆场区域，没有一棵树可以

遮挡阳光，地面温度高达 50 摄氏度，她们脸

上的汗珠滑落到地面上就瞬间蒸发，工装湿

了干、干了湿，却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通过反复实操，她

们逐一攻克难题，将设备训练得服服帖帖。

“玩转”智慧港口

“咱们要把装卸工艺的每一个环节都考

虑到位，继续完善班组生产体系，让作业效率

再上一个新台阶。”龙拱港内一片繁忙景象，

在自动化码头作业现场，宋文庆正与同事们

研究最新的作业方案。

港口运营初期，岸桥设备装卸作业每小

时的效率在 15 自然箱左右。随着自动化码

头作业量的不断提升，高峰时期每天有 10趟

船、200 多辆车，如何提高作业效率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

宋文庆在现场和操控平台两头跑，一边

记录一边实践，通过不懈努力，在岸桥生产作

业中实现了人机协作、空间互补、横向分析、

纵向对比的操作新模式，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创造了每小时 30自然箱的新纪录。

“现在，一名司机可以同时监管 4台自动

化轨道吊，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套装船、收箱

作业。人工干预准确率达到 100%，真正做到

了一抓一个准。”宋文庆自豪地说。

在宋文庆和同事们的努力下，龙拱港自

动化泊位已投入运营，通过科技赋能、低碳运

营，使得港口集装箱作业更高效、更绿色、更

智能。同时，还配置 3D 箱区扫描、集卡引导

识别、高精度定位等先进系统，实现了人、机、

管理系统、控制系统间的高效交互。

两分钟就能完成一套装船、收箱作业，岸桥司机宋文庆带领团队打造港口高效装卸新模式——

京 杭 大 运 河 畔 的“ 港 姐 ”

“借助我的一双翅膀，助你们腾飞”

钳 工 邱 文 军 33 年 匠 心 守 护 动 车“ 心 脏 ”——

1000余项“首品加工”里的创新密码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本报通讯员 徐媛

“不能相认，也不敢相认，在营区以外的地方，同事不知

道我的身份是‘警察’还是‘毒贩’。”在云南清水河边检站，

有一位“高冷”的警官，在单位以外的地方，他总是别过脸，

拒绝和同事打招呼。他就是清水河边检站的缉毒民警李卫

国（化名）。

6月 26日，国际禁毒日，李卫国在一场分享会上讲述了自

己在化装侦查期间连续两次偶遇同事的惊险故事。

在一次打击毒品犯罪团伙的行动中，李卫国根据线索化

装为毒品交易“接头人”，前往临沧边境与毒贩汇合。到达指

定地点后，他被临时指定到某酒店与 3 名携带弹簧刀的毒贩

入住同一房间。

次日早晨，李卫国和 3名毒贩乘坐电梯下楼吃早餐时，突

然有两名身着警服的警察挤入电梯，李卫国发现，两人竟是自

己的同事。

一瞬间，他后背发凉，身经百战的他反应迅速，连忙避开

同事的目光，和毒贩交谈起来，用大声谈话的方式阻断同事

“搭茬”的机会。

在电梯里的短短 50 多秒，每 1 秒李卫国都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随着电梯停在二楼，众人一拥而出，李卫国的心情才逐

渐趋于平静。

不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酒店二楼就餐期

间，李卫国再次遇到了刚才的两位同事。

“当时，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他们真的和我打招呼，肯

定会引起毒贩怀疑，轻则跟丢案件，重则会有生命危险。”李卫

国回忆说。

于是，李卫国看准机会，趁毒贩低头的间隙暗示同事不要

往这边看，再一次化解了危机。

“多年的经验积累，让大家都有敏锐的侦察能力，我在电

梯间、餐厅内的‘异常表现’，同事都接收到了‘信号’。感谢他

们的专业，才让我没有暴露身份。”李卫国说。

那次行动中，李卫国与毒贩同吃同住两天一夜，最终，在

严密的布控抓捕下，成功打掉这个贩毒团伙，抓获 4名犯罪嫌

疑人，缴获毒品海洛因 39公斤。

卧底、侦查、抓捕……作为清水河边检站的副队长，李

卫国从事缉毒工作 6 年来，与同事并肩作战，冲锋在一线，先

后参与毒情线索摸排、专案侦办等勤务 300 余次，抓获犯罪

嫌疑人 147 人，查获各类毒品逾 2.1 吨，参与并成功侦办 100
公斤以上特大毒品案件 7 起，先后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各

1 次。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山西省永济市，盛夏时节，高大茂盛的

梧桐树挺立在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老厂

区的林荫道上。这条树影婆娑的林荫道，

机加事业部装配钳工邱文军已经走了 33个

年头。

在老厂房斑驳的砖墙下，全国劳模邱

文军完成了 1000 余项产品配件的“首品加

工”，涉及高铁动车组机车电机、油田电

机、风力发电电机、变流器及功率模块等

产品。

“加工产品对别人来说是生产，对邱师

傅来说是创造。”在邱文军劳模创新工作室，

几位工友不约而同地这样形容邱文军的工

作。邱文军摆了摆手，解释说，“‘首品加工’

大多只有图纸，没有加工方法，只能靠钳工

一点一点地摸索，总结出成熟工艺，再进行

批量生产。”

近几个月，年过半百的邱文军再次进入

了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在他十几年前

亲历高铁起步、二十几年前学习数控操作、

三十几年前苦练绝技绝活时，都曾有过这样

废寝忘食、忘我工作的状态。

与以往不同的是，邱文军眼下的忙碌，

不仅仅是在车间里埋头工作，更多的是参与

会议室里的“头脑风暴”。

解决“想不到”的问题

将于年内下线的 CR450 动车组，运行

时速将提升到 400公里，新一代高速动车组

的“心脏”——牵引电机，采用的就是邱文军

和同事们生产的永磁电机部件。

邱文军告诉记者，包括永磁电机部件在

内的很多新产品，都是研发人员和车间里的

工匠大师共同“头脑风暴”的结果。

职业生涯中，精通多种数控设备操作和

维修技术的邱文军，经常面对“急难险重”任

务，这让他更加深刻体会到，智能制造和数

字化工厂更渴求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需

要技能工人与技术工程师组成‘搭子’，把实

操与理论、‘老把式’与新技术贯通起来，既

为传统技能添‘智’，也让智能生产更加务

实。”邱文军说。

“离开生产现场，有些问题还真是想不

到。”一位现场工程师告诉记者，来自邱文军

这样的技能大师的建议，帮他们提前解决了

很多“想不到”的问题，做到了事半功倍。

同工程技术人员的频繁交流，让邱文军

对前沿技术一直保持着敏感。

2021 年，他为烘箱设计制作了新型智

能化控制装置，与手机连接后，可以随时控

制烘箱的温度和工作时间，不仅每天可节约

用电 100度，还节省了人力成本。

发现“不趁手”的问题

邱文军和老厂房一起经历着设备的更

新、产品的迭代，他始终将创新作为前行的

动力，不断向“新”而行。

为了提高工效，邱文军曾自制了一台数

控设备替代手工作业。

当时，车间正在生产某型风力发电机产

品，线圈手工包扎远远不能满足生产进度。

在兄弟单位交流时，1 台线圈手工包带机让

邱文军受到启发。

他经过反复研究，运用数控机械操作

原理，结合手动包线圈所需的频率反复试

验，研制出操作简便快捷的线圈数控包扎

带设备，使生产效率提高了 2倍以上。

“在生产现场发现短板后，我就会琢磨

如何改进提升。”邱文军觉得，专注于有创造

性的工作，总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愉悦和幸

福，“每一次创新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几年前，车间引进了一台进口激光切割

机，工作时散发的热量抵得上一台小型锅

炉。尤其是老厂房较为狭窄，空气流动性差，

工人们一年有三季工作时都是汗流浃背。

邱文军仔细琢磨，为通风散热装置制作

了框架，安装了水晶台布制作的挡帘，还对

挡帘进行对半片状切割，以减少空气阻力，

从而让热风通过散热装置排出厂房，使室内

平均温度降低了 3摄氏度。

如今，邱文军已设计制作各种工装、工

位器具 100 多项件，实施改进项目 36 项，发

表专业论文 6 篇，为企业解决了很多高精

度、高难度产品的加工难题。

在他看来，“创新就是要结合生产实际，

发现‘不趁手’的问题，解决‘不得劲’的堵

点，不放过任何可以改变的机会。”

匠心孕育创新

作为全国技术能手，邱文军有一项成名

绝活——用自重 5斤的砂轮，对准绑在灯泡

上的 2 毫米铁丝，在手肘无支撑的情况下，

以 0.01 毫米的精度打磨铁丝，电火花飞射，

刺啦声不断，不到 30秒铁丝就被磨断，而灯

泡完好无损。

“钳工各有各的绝活，练就这份苦功，不

仅要有熟练的技巧和稳定的手感，还需要过

硬的心理素质，做到眼、手、心合一。”邱文军

表示，在智能制造时代，一些关键工序的精

密步骤，“笨”手艺仍不可替代。

TCU 框 架 是 用 于 保 护 动 车“ 大 脑 ”

TCU 与“心脏”电气控制系统衔接的部件，

起初完全依赖进口，一个部件需要上万元。

没有部件图纸，没有加工工艺方法，邱

文军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他靠着多年练

就的手感和经验，在一块不锈钢板边缘，钻

攻出 196个 2.5毫米的底引和 M3的螺纹孔，

还从 5个方向进行了 10多次折弯处理，每一

次的公差精度都能达到一根头发丝直径的

1/10。最终，他把摸索出的操作步骤转化为

详尽的数据，实现了 TCU框架的自主生产。

此外，他还通过精益生产模式，确保了

焊接安全生产和组装快速切换，不仅缩短了

生产周期，还让成本下降了 50%。

“技术工人最大的捷径，就是愿意下笨

功夫。”这是邱文军传授给徒弟们的“独门秘

籍”。目前，他已经培养出 8 名技师、6 名高

级技师。

下笨功夫，也是邱文军一直以来的选择。

1991 年，20 岁的邱文军走进永济电机

公司成为一名钳工。不久，车间引进一台数

控钻床，从未接触过英文专业用语的邱文

军，一边查英语字典，一边看操作说明书，最

终成功驾驭了这台数控钻床。

此后，车间每次“上新”数控加工设备，

他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一名好工人，就用一生去完善、去

磨炼技能，对工作保持永不满足的追求，不

断去尝试、去实践，让创新开花结果。”邱文

军说。

1997年出生的杨彩港，现在是广西三
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布功教学点唯一的老
师。2018年，她大学毕业后回到这片大山
成为一名老师。2019年春季学期，她被调
到独峒镇布功教学点。2023年 9月，随着
学生逐年减少，这里只剩下杨彩港 1位老
师和7名学生。

杨彩港家住三江县城。每天早上，她
要驱车1个多小时穿越弯弯山路到教学点
给学生上课，放学后又驱车回家。她说，教
学点现在的7名学生都是小学六年级，这个
学期结束，他们就要到外面上中学了，估计
这所教学点也会因为没有学生而被撤销。

谈起今后的打算，杨彩港表示，一切服
从工作安排。她说，她是独峒镇大山养育
的女儿，深知大山里的孩子对知识的渴望，
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这里当老师，就是愿
意“借助我的一双翅膀，助你们腾飞”。

图为杨彩港老师在给学生上课。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图为邱文军在
对锉配工件进行垂
直度检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