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矿设备的“急救医生”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刘亚辉

谁也没想到，原本分不清螺丝、扳手大小的冉亚洲会成为

煤矿设备的“急救医生”，当上机修钳工高级技师。

2007 年，机电维修专业出身的冉亚洲来到新疆伊吾广汇

矿业有限公司白石湖露天煤矿。初入职场的他没有太多实操

经验。“当师傅让我拿一颗最小号螺丝或一个大号扳手的时

候，我完全分不清大小，都是师傅手把手教才慢慢学会。”回忆

往事，冉亚洲有点不好意思。

不会干就学着干，凭借一股子钻劲儿，冉亚洲从最基础的

工序练起，锉削、锯切、划线、钻削……相同的动作、同样的步

骤，几十上百次的重复让他练就了扎实的钳工操作基本功。

2013 年，冉亚洲代表公司参加哈密市职业技能大赛并

获得一等奖。“获奖的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继续在钳工领

域钻研。”

随着公司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大型机械设备被引进来，冉

亚洲也从钳工转型为大型机械设备维修工。2016年，在引进

火车快装系统等大型设备后，他的工作也开始围绕这些大型

设备而变化。

火车快装系统需要给煤机、胶带运输机等设备协同工作，

将煤矿中的煤炭高效地装入行进中的火车车厢内。这套系统

建成后，由于受限于火车平煤技术，每次装载完成的火车都需

要 20多人现场平整装载好的煤炭才能进行拉运，因此装车速

度难以提高。为解决这一问题，冉亚洲和同事仔细研究，反反

复复地修改图纸。

几个月后，冉亚洲和同事成功打造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火车平煤刮煤系统装置，让以前需要 20多个人参与的

平煤工作变为五六个人作业就能完成，时间也从 4 小时缩短

到 3小时。

每次煤矿设备出现故障时，只要说出大概位置，冉亚洲就

能大致预判什么地方出现什么问题。工作以来，他对设备进

行维修、保养千余次，应急抢修 150多次。

2020 年，公司成立了冉亚洲机修钳工技能大师工作室，

并被列入 2020年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名单。如今，

该工作室有 20多名技术骨干，还成立了大型设备故障核心治

疗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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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大姐的“出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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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瞬息万变，企业转型发展正在加

快，如果跟不上行业趋势，我们就落后了。”参

加工作 21 年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广东佛山高明石油分公司副经理刘水娇紧跟

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在直面挑战中续写着

逐梦故事。

研发出简易油气回收检测仪等技改成果、

建成广东佛山高明区首批充电站、带出一支零

售业务和技能创新创效人才队伍……多年来，

刘水娇辗转于多个区域和岗位，始终坚持干一

行爱一行，用坚韧与努力实现华丽转身。

跳出舒适区

2023年 5月，当广东石油首座“石化易电”

网点在深圳建成运营的当晚，刘水娇下班后就

直奔深圳向同行“取经”，学习网点布局，缠着

技术人员学习充电设施原理，直到深夜。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刘水娇主动请缨加

入佛山石油充电项目组。她一边学一边实

践，将强弱电原理、电车构造、网点规划原则、

充电运营模式等学了一遍。截至 2024 年 4
月，她所在的高明分公司从零开始，建成了 7
座“石化易电”。

自 2003 年加入中国石化，刘水娇一直是

一位兢兢业业的“卖油人”，担任加油员和领

班，2008 年至 2022 年，先后在多个加油站当

过站长。新能源浪潮兴起后，她渐渐坐不住

了，想要跳出舒适区，尝试新的业务领域。在

担任佛平路加油站站长期间，尽管所在加油

站没有加氢业务，她也经常跑到樟坑油氢合

建站向同事讨教加氢业务。“按照‘油气氢电

服’的目标，我们的加油站总有一天也会上氢

的！”刘水娇的身上有着一股冲劲，带动着身

边人一起往前走。

“她总是喜欢看新能源方面博主的视频，

经常拿硅晶板、三元锂电池来考我们。”高明

分公司荷城加能站职工李燕群在感叹刘水娇

的好学之余，也被她这种“拒绝躺平”、主动学

习的精神感染、带动。

成功切换赛道

倒腾扳手、螺丝、发电机，拆油枪、换滤

芯、打磨零件……这些力量感十足的操作，

即使刘水娇动起手来也是得心应手。2022
年，她调任佛山高明石油分公司副经理，从

在加油站面对各类客户转变为技术带头人，

付出了很多努力。

“以前是琢磨客户、职工想什么，我该怎

么做；现在是琢磨技术，想着怎样通过技改提

高管理效能。”2022 年，担任技师工作站领头

人后，刘水娇一个月调研 24座大中小型加能

站，摸清“家底”的同时梳理了制约销量和管

理提升的 111 条问题，发现当前亟须解决油

气回收监测问题。

为此，刘水娇建议加快对简易油气回收

检测仪的试点测评和推广应用，方便加能站

自行监控，提高油气回收效能。整整两个多

月，她带领 2名高级技师和 3名技术骨干展开

技术攻关。为不影响加能站的正常经营，她

与团队选择在深夜车流量少时错峰测试，常

常工作到凌晨。她和团队研发的检测仪，由

于携带方便、检测准确性高，被迅速推广到佛

山全市的加能站。

从热情的服务行业到专注的技改领域，

面对晦涩难懂的技术书籍和铆钉铝铁，刘水

娇用坚韧与努力又一次成功切换赛道。

年轻人的“领路人”

2022 年，职工姜春龙在全国石油石化系

统加油站操作员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银牌。

在领奖时，姜春龙说，自己最想感激的人是刘

水娇。“不管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她都是我

的‘暖心人’‘领路人’。”

近年来，作为公司技师工作站带头人和

新职工成长导师，刘水娇一方面发挥好老技

师、经验导师的作用，让他们在创新和技改工

作之外承担带新人与项目的重任，另一方面

打造年轻技师、青年职工的技艺展示舞台，让

团队快速成长。

每月 5 日是刘水娇确定的技师工作站

“畅谈日”，年轻骨干可以向老技师谈想法、谈

计划，老技师现场点评和建议，所有问题现场

对接和拍板，迅速形成项目方案，大幅提高工

作站的研发效率。自 2022年起，刘水娇带出

16 名优秀职工，其中 10 人获技师、高级技师

资格，4 人成为加能站技术能手，2 人成为机

关部门专业骨干。2024 年，刘水娇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刘水娇辗转于多个区域和岗位，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

从“卖油人”到技术带头人

全国技术能手、航空航天大国工匠……收获诸多荣誉的曹彦生，在数控铣工领域学习的步伐始终不停——

博 士 铣 工

本报特约记者 朱润胜

“每当做完一户业务，业主微笑着送我们离开时，我就很

有成就感。这份普通工作照样能出彩，能赢得尊重，能实现人

生价值。”河北秦皇岛兴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家政主管史立月

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

在今年 3月底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清洁清洗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总决赛中，史立月的成绩位列全国第 5名，荣膺全国十佳

保洁员。

史立月的家乡在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山沟里。高中

毕业后，她来到秦皇岛务工，先后当过酒店保洁员、家政保洁

员，一路走来，充满艰辛、坚持与成长。

“可别小看了保洁这一行，里面的学问大着哩。”史立月一

边擦拭桌面，一边给记者讲解，比如抹布的拿法、叠法和用法

都很讲究；用拖布要有规范的运行轨迹，走“S”形路线；擦玻璃

时，玻璃刮的角度必须掌握好，而且站位要合理。保洁作业

时，如果动作不规范、不合理，不仅工作效率低、容易疲劳，而

且清洁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保洁常用的设备和工具有数十

种，不同的场地、材质、湿度、纹理，在选择保洁工具和药剂时

就会有很大不同。

做家庭保洁，一天跑两三家是家常便饭，风里来雨里去，

很多时候吃饭没有准点。“我们没有节假日，业主啥时候需要，

我们就啥时候过去。”史立月说，干保洁这一行不光要有不怕

脏不怕累的精神，还要有细心和耐心。每次入户保洁时，她都

会把能挪动的家具全部挪开，进行仔细清理，对于一些顽渍、

重污渍，一两遍清理不干净，就清理十多遍，从不嫌麻烦。遇

到工期紧的工程开荒保洁，她经常要干到后半夜。

史立月特别爱钻研。她针对日常工作中一些缝隙、转角

等难清洁的卫生死角，改良和自制了一些小工具，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为熟悉和掌握各种清洁剂的最佳使用方法，她先

将试剂在自己家里做试验，摸透它们的“脾气”后再拿到客户

家使用。

如今，当上物业公司家政主管后，史立月不仅要求自己

干好，还努力发挥传帮带作用，利用保洁员的空闲时间组织

开展技能培训，讲解工作流程、对客礼仪、品质提升等内容，

还从外面邀请老师传授先进的做法和理念，帮助大家共同

进步。

本报记者 刘小燕

让常晓飞想不明白的是，毕业于同一所

职业技术学校，同样是数控铣工岗位，眼前

这位仅比自己大 4 岁的学长、师傅，怎么就

一步步读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为对

标先进，他总结出一些原因：“师傅不仅专业

能力强，学习能力也强，爱学习、肯学习、能

学习。”

常晓飞口中的师傅，是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院二八三厂精密制造车间主任曹彦生。

自 2005年进厂后，从普通车床到数控车床，

再到智能制造单元，在生产线上成长起来

的曹彦生获得过多项技术成就，带出许多

徒弟，也从未停止在数控铣工领域拜师学

艺的步伐。

“产业工人也可以是高学历的，并不是

读了博士就不当工人了。”在曹彦生看来，提

升学历是产业工人顺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途径之一，更重要的是将经验和书本知识融

会贯通，用于提高生产技能，为我国航天科

技事业降本增效贡献力量。

带着问题回校园

“读博时的第一堂课让我毕生难忘。”回

想起 2022 年博士生入学时的场景，曹彦生

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

曹彦生坦言，自己是职业技术学校出

身，而北航的同学大多是 985、211 高校毕

业，学历的差距让他一开始有些自卑。“但当

我站起来说我是航天人时，大家投来羡慕的

目光，听完我的经历后纷纷鼓掌。”曹彦生

说，同学们从来没有因为学历低而看不起

他，反而非常佩服他的勇气和坚持，“从那时

起，我更加自信，学习也更有动力。”

同学们的掌声与曹彦生这些年在岗位

上的埋头苦干密切相关。作为航天科工领

域数控铣工，其职责就是根据下发的设计图

纸调试数控设备参数，把纸上的模型做成满

足工业需要的实物。同时，他所负责的车间

还承担着首件生产的重要任务，为后续多件

生产确定最终方案。

在处理这些任务时总会有各种问题冒

出。“我们经常遇见的问题是设计图纸的部

分结构在生产中实现成本很高，未考虑到

设备加工的局限性，所以需要技术工人吃

透模型图纸，沟通设计需求，寻求更优化的

设计。”曹彦生说，这不仅考验技术工人的

经验储备，也驱动着大家多研究先进生产

工艺。

带着这些年来在生产线上遇到的诸多

困惑，曹彦生申请就读先进制造专业博士学

位。曹彦生欣喜地发现，以往积累的实操经

验让他更容易理解课堂上讲到的原理，加深

了对理论的认知。

“重新回到学校，解决具体生产难题的经

历让我对读书有了不同的想法。”曹彦生说，

师兄弟们还经常在一起讨论，分享国内外研

究进展和前沿的科技信息，这位数控铣工“老

前辈”以“新学生”的身份再次畅游学海。

生产线上“啃硬骨头”

刚进厂时，曹彦生已有全国数控大赛前

十名的成绩，这让他起初有些心浮气躁。“当

时我每天要重复大量的飞平面工作，结果一

次操作中输错符号，高速旋转的刀具直接切

到工作台上面，一下子不知该如何面对师

傅。”曹彦生说。

师傅马景来得知徒弟曹彦生的失误后，

一改严师态度，心平气和地与他交流。“师傅

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将最基本的技能

掌握好，才能在急难险重的任务中不出错。”

这次经历让曹彦生体会到数控技术“失之毫

厘差之千里”的重要性，摆正心态，踏踏实实

地在生产线上“啃硬骨头”。

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曹彦生练就拿

手好戏。空气舵号称导弹的翅膀，由于面积

大、结构复杂、厚度薄，控制形变和对称度难

度极大，许多师傅都因超差而加工失败。他

主动请缨，从分析超差产生的原因、材料的

特点等方面入手，用数控机床精雕细琢，最

终加工出来的舵面对称度达到 0.02 毫米的

超高精度。

曹彦生还发明了“高效圆弧面加工法”

等绝技，让铝合金浮在水面、让鲁班锁天衣

无缝等加工精度更是不在话下。对此，常晓

飞举例说：“随机给他一颗花生，从观察、建

模、编程、仿真到最终加工成型，两个小时就

能搞定。”

24 岁成为高级技师，25 岁获评全国技

术能手，26岁成为北京市金牌教练，36岁获

评“航空航天月桂奖·大国工匠奖”……进

厂近 20 年，曹彦生从公司的学历提升选拔

推荐人选中脱颖而出，走上攻读博士学位

之路。

学成归来助力转型升级

带着问题去读博，这段经历给曹彦生带

来比解决具体问题更大的收获：掌握解决问

题的方法体系。他说：“130 多页的毕业论

文，写作上并不难，难的是要把这一套东西

想通，让人受益的是独立完成提出问题、搜

集资料、验证假设、分析结论等过程。”

曹彦生认为，完成学历提升并不意味着

脱离工人身份，反而是新时代产业工人更应

该具备的素质。

“数控铣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经验往

往滞后于问题的出现，但产品的生产需求越

来越高，如果还停留在旧有的经验上就无法

解决新问题。”曹彦生说，成熟的技术工人不

仅要把产品做出来，还要知道它背后的机

理、成因，从而形成一套可复制的方法来提

升整体生产水平，这是时代发展对技术工人

提出的必然要求。

为此，曹彦生近年来在经验数字化方面

花费不少心思。他介绍，经验数字化就是将

高技能人才的绝技绝活通过量化的指标根

据产品的需求进行数字化编程，复刻出具有

同样水平的数字高技能人才，实现生产作业

过程中手工替代。例如在紧固螺钉时，因产

品结构问题既要满足固定作用，又不能产生

扭矩过大而导致产品变形，过去只能凭借技

术工人用手感来控制，如今可以利用旋拧机

器人代替人工解决问题。

走进二八三厂的大型构件生产车间，各

类自动化生产机器运转不停，学成归来的曹

彦生满心都是将所学用于这些机器的期

待。“发展新质生产力呼唤更多产业工人向

‘新’而行。”曹彦生说。

曹彦生正在确认
零件制作精度。

受访者供图

展劳模风采 传工匠技艺
7月 15日，在安徽省合肥庐阳经济开

发区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劳模创新
工作室，安徽工匠、合肥市劳动模范张勇
（中）正在指导青年技术职工对水环境样本
进行检测。

张勇是海峰分析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总工，在工作中善于攻坚克难，勇于向环
境监测领域技术“荒漠”进军，推动环境检
测行业技术创新，他凭借如履薄冰的谨慎
和落叶知秋的敏锐从失败中汲取经验，例
如成功制备出弹性石英毛细管色谱柱，实
现了安徽省在该技术领域“零”的突破。

作为一名技能创新的“探路者”，同时
也是一名技艺传承的“践行者”，他通过开
展“师带徒”、海峰劳模工匠论坛等形式开
展专业技能传授和培训活动，指导培训各
类专业人才百余人。

今年以来，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总工
会充分发挥劳模、工匠团队引领作用，在企
业实施“师徒传帮带”培训，提升青年技术职
工队伍整体技能水平，服务辖区经济发展。

本报通讯员 赵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