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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平台小　长守匠人心

编者按：在中国制造走过多年历
程后，“工匠精神”这个词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出现，被认为是一个重大信号。
在许多人尤其是一线劳动者看来，“工
匠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是
一个大国制造业从大到强所必需的一
种精神。不论何时，任何科学技术的
发展都不能取代劳动者的双手。从制
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过程中，
需要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的劳动
者挥洒热血，他们才是真正的筑梦人。
为实现航空强国梦，机电系统培育了
一批适应国际化公司和航空机电专业
发展需要的大工匠，如全国劳动模范
朱义兵、程卫国等，助推着机电系统
持续健康发展。2017 年机电系统班组
建设现场交流会在航空工业郑飞举行，
会议发布了《机电工匠》专题片，记
录了来自各个一线岗位的 29 名机电工
匠。现将部分工匠事迹刊登，与大家
共勉共享。

|| 本报记者||郭美辰||通讯员　束放  徐超|

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孕育了
数不胜数的能工巧匠，他们专注执着、
永不满足，在自己的方寸之地上用匠
心成就了一个个历史丰碑。我们甚至
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正是他们的匠魂
悄无声息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在人类

长河中留下了无数瑰宝，光彩夺目！|
航空工业机电系统，就有这样一

批人，他们精益求精，追求极致 ；他
们持之以恒，责任担当；他们守正创新，
匠心筑梦 ；他们同力协契，不懈追求。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不忘初心、航空
报国，用行动刷亮了 10 万机电人的底
色，他们就是砥砺前行的“机电工匠”。

|
机电工匠·精益求精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
业大国，亟须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
造业强国的跃升，而这离不开大国工
匠精神的坚实支撑。要缩小与发达国
家航空工业的差距，保证飞机制造高
精度、高质量、高效率，需要大量一
流水准的技能人才。长久以来，机电
工匠都在一线用汗水与严谨打磨着靠
近完美的精度。

王卓岗，航空工业庆安一名普通
研磨工。27 年的追求与坚守，他的“研
磨精度”也由原来的千分之一提高到
现在的万分之 2.8，还不到一根头发丝
直径的 200 分之一，不断挑战着人类
手工的极限。经他研磨的工种产品完
成率、准时交付率、质量达标率更是
100%。为提高产品精度，他连续多年
坚持将工资的一半拿出来自费购买研
磨粉，自制研磨膏十余种。

“高温大王”赵亮，是航空工业宝
胜特缆车间高温挤塑机机长，常年专

注于高温挤塑，硬是将绝缘同心度从
标准的 70% 提高到 85%，达到行业领
先水平。一向对产品质量要求苛刻的
香港客户一次就签下亿元大单，就是
冲着赵亮对工作的这份“精益求精”；
他主导生产的特种电缆成功助力“天
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笑傲苍穹，
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添砖加瓦！

|
机电工匠·持之以恒

工匠精神，最不可缺少的既是对
一件事情十年如一日的执着 ；这意味
着对一件事情的倾尽心血和耐心等待 ；
意味着对创造完美的不妥协和坚持，
不惜代价 ；意味着告诉自己，一定做
好一件事，努力实现梦想情怀。

21 岁破格聘为技师、27 岁成为高
级技师、不到 40 岁就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他就是董钢，航空工业金城的一
名模具钳工。某产品阀孔加工经常出
现渣孔、气孔等现象，长期困扰着生产。
他反复实践，自行设计出专用冷却系
统，产品废品率直线下降，仅此一项
每年创造价值几十万元。

航空防护救生装备被誉为飞行员
的“生命之舟”。航空工业航宇数控操
作工胡炜，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 27
年。生命不止，“破题”不休！他先后
参与多个国家级配套救生产品研制，3
项技术获国家“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2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光荣获评“湖北

省行业技术能手”“楚天技能名师”“航
空工业特级技能专家”。

|
机电工匠·守正创新

创新是大工匠的主要特征，大工
匠的责任是勤奋敬业，不断进取，敢
于打破一切常规。大工匠能够抓住一
般人无法发现的机会，能够找到一般
人所无法想象的方法，关键就在于其
拥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创新能力。

航空工业郑飞机加一厂数控高级
技师牛雪平，他带领团队，自制工装、
优化程序、调试参数、仿真模拟、拓
展指令，成功解决了某大型钛合金材
料的机加难题，加工效率提高 300%，
合格率 100%，年创产值近千万 ；刀具
加工寿命延长 50%，刀片更换时间也
成倍增加，仅刀具每年就节省成本数
十万元 ；以他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
作室完成的《五轴设备加工空间拓展
技术研究应用》项目，拓展设备加工
空间 40%，设备综合效益提高 30%，
直接为工厂年创产值超千万，被评为
“‘十二五’河南省十大职工技术创新
成果”。

全国技术能手、航空工业技术能
手陈冠琪，是航空工业电源的一名数
控铣工。他创新完成的“数控程序高
效仿真校核”和“数控传输控制”攻
关成果，将加工时间从 8 小时减少到 4
个多小时，提高功效 30% ；他摸索出

的改进型腔类薄壁零件加工方法和切
刀参数，一举解决了废品率长期居高
不下的难题，合格率 100%。

航空工业宏光机加技师魏治国，
江苏省劳动模范。二十多年来，他持
续优化产品加工的流程、手段和方法，
先后改进 58 项产品加工方法，产品质
量持续提升，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助
力产品升级换代，并培养了一批数控
技能人才，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
凡的人生。

|
机电工匠·同力协契

班组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基层执行
者，是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
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是机电大军的优
秀代表，当然，在这里，也不乏大工
匠的先进群体，他们共同助力机电工
匠的光芒照彻神州。

航空工业南京机电拥有这样一批
“大拿”。以全国劳动模范程卫国命名
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五年来，取得授权
专利 25 项、技术攻关 9 项、技术创新
4 项，持续开展会员工程、QC、精益
六西格玛等活动，创造经济效益 1200
万元。以全国技术能手郎旭东命名的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重交流、展技能、
出人才，培育了一批技能尖兵 ；工作
室成员孙晓阳凭借《壳体深孔精加工
操作法》荣获江苏省职工“十大先进
操作法”提名奖；郎大师的徒弟丁正荣，

被授予“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丁正
荣的徒弟王晓福在 42 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获制造团队优胜奖 ；工作室新成员、
全国技术能手陈军正积极备战第 44 届
世界技能大赛。

|航空工业新航同样有这么一批“大
腕”。机电系统特级技能专家牛广光，
圆满解决某阀类产品调压特性不稳定
等多个技术难关，还主动将自己的绝
招绝技进行培训交流传承 ；改善明星
赵贵斌，创造的阀套挠槽技术、自制
的第四代数控自动机械手，每年节约
成本数百万；航空工业铣工“首席技师”
王红杰成功解决直径 300 毫米、壁厚
仅有 0.5 毫米的产品加工难题，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全国劳模朱义兵，精通车、
铣、磨、钳、数控多个工种，设计制
造的“数控多功能自动同步分度机”
累计创效上千万 ；全国劳模、河南省
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孟祥忠，技术革新
近百项，经他加工的产品光鉴照人。

方寸平台小，万丈晴空远 ；十指
专岁月，长守匠人心。曾经，一线劳
动者用双手创造出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一个“世界工厂”让中国发展成就举
世瞩目。如今，需要一线劳动者秉持“工
匠精神”，让这个制造大国真正实现向
制造强国的蜕变。“工匠精神”将扎根
机电这片沃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机
电工匠”，谱写机电质量时代的壮美篇
章，为打造世界一流企业阔步前进。

董钢

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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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卫国

陈冠琪

孟祥忠

赵亮朱义兵

弘扬工匠精神

C919油箱加工攻坚的“战将”  
——记航空工业南京机电液压零件加工分厂主管工艺张国明

|| 本报通讯员　李远征　李可浩

液压油箱是贮存、补充油液、接

受液压系统回油的贮油器，向泵入口提

供规定的增压压力，以提高泵的吸油效

率，是飞机液压系统的核心产品。为保

证 C919 飞机的竞争力，提高飞机运行

的经济性，控制并减少产品重量，航空

工业南京机电的工程师们主动参考世界

先进水平，使 C919 液压油箱的功能水

平达到了波音 787 飞机同类水平要求。

液压油箱的成功研制和交付，助力了

C919 的成功首飞。南京机电液压零件

加工分厂攻坚团队的同志们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再次证明：这是一支能打硬仗、

能啃硬骨头的队伍，这是一支用实际行

动对“奋斗者精神”进行着生动诠释的

优秀团队，其主管工艺张国明更是其中

的优秀代表。

张国明承担了 C919 飞机上 10 种

主要功能部件生产研制任务的工艺设计

任务。产品数量虽少，却是最为复杂和

难加工的零组件，是 C919 液压项目中

的关键技术难题。其中油箱箱体零件壁

厚仅为 2.5 毫米，内孔的表面粗糙度要

求也非常高，还有相应的端面垂直度、

内外径同轴度、圆度等等严苛形位公差

要求；高压缸孔径 50 毫米，几种零件

均属于壁薄、深长孔零件，加工难度可

想而知。

张国明负责编制相关工艺和完成

零件的试制生产工作，一开始就面临着

缺乏相关加工经验、零件生产过程中易

变形、加工精度难以保证等问题。张国

明主动开展工艺攻关，组织制造团队与

外方进行技术交流，并积极开展产品试

制加工，为零件的产出不遗余力。

箱体、高压缸都是薄壁件，不易

装夹，需制作专用工装夹具，加工中都

极易变形，稍有不慎，便会导致零件报

废。张国明不惧困难，迎难而上，与其

他工艺员、工人师傅一起商量加工方案，

设计专用工装，确定加工参数，反复进

行加工试验。分厂领导也积极出谋划策，

不时提出合理的加工思路。大家群策群

力，最终在工装设计上达成一致意见，

设计出了最合适的工装，保质保量啃下

了这个硬骨头。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零件变形程度，

该箱体零件的加工路线非常繁琐，多

达 140 余道工序，同时穿插多道时效

工序。张国明为保证箱体加工精度，

在多轮攻关和试验无法满足要求的情

况下，经过多方协调专门组织并邀请

派克公司制造工程师现场指导工艺生

产。由于零件结构的特殊性，在如此

繁琐工序间转运就变得非常麻烦，张

国明和同事们还特制了零件转运箱。

因安装螺纹孔标准非我国标准，研制

团队又特别定制了量规及刀具。同时

由于零件薄壁易变形、不易装夹的特

殊性，他们还特制了专用夹具及刀具

加工，最终保证了零件的加工质量和

周期。

在攻关团队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各相关工种马不停蹄、日夜奋战，

各工种之间做到争分夺秒、无缝对接。

主管工艺员张国明更是全天跟产，工人

师傅晚上加班到几点，他就跟产到几点。

工人师傅负责箱体、活塞杆、高压缸等

难加工零件的粗精加工，他总是在现场，

全程参与和协调问题的解决。活塞杆的

内孔长径比大，加工内孔时需要订制专

用的深孔钻刀具，而定制刀具的周期至

少要 10 周，可任务节点又迫在眉睫。

他带领大家自己动手改制刀具，并仅用

两天就完成了刀具改制任务，加工出了

合格的零件，大大缩短了加工周期。

工人师傅和检验员们也是随叫随

到，严格按照计划节点，绝不推诿、拖沓，

最后按照节点提交了合格的零件，保证

了大飞机首飞的顺利进行。

加工完成后，相关人员看着加工好

的箱体零件犹如一件件工艺品排放在现

场，想着为零件所付出的辛勤汗水，大

家忍不住由衷地赞叹：“这活儿干得真

漂亮，再辛苦也值了！”

张国明和他的攻坚团队付出了很

多，但是同时也从产品加工中收获了非

常多的经验。面对各种赞誉，张国明谦

虚地说：为祖国大飞机辛勤奉献的领导

和师傅们，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相信

祖国的大飞机一定会翱翔世界！

哈飞劳模系列之七

乐天派劳模的别样风采
——记航空工业哈飞2016年度劳动模范肖雷

|| 本报通讯员　刘丹

头顶蓝天、足踏绿草，一望无际
的非洲大草原上，正在肯尼亚执行直
9 复装任务的肖雷尽情地享受着大自
然赐予他的一切。斑马、羚羊成群结
队，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让整日忙
碌的他暂时忘却了工作上的压力和烦
恼，感受到一种回归的快乐和轻松。

这个皮肤黝黑、富有幽默感的哈
飞劳模肖雷，让人在接触之初便情不
自禁地心生敬佩。为期 1 个月的非洲
肯尼亚复装任务本来是让大家望而却
步的苦差事，却被他描述得美好和纯
粹。肖雷就是这样的乐天派，总能从
阴翳的缝隙中找到光芒，勇敢面对痛
苦和困难，脸上常带快乐的笑容。从
他身上笔者看到了一个航空人的洒
脱，更看到了一个劳模的别样风采。

逆境中炼就乐观心态

以前的肖雷并不是一个乐天派，
他的乐观都是一点点在工作中磨砺出
来的。“我的工作错综复杂，每天都
有无数个问题等着我去协调、解决，
必须炼就一个好心态才能应对这些。”

2011 年，从车间调到生产管理
部当调度员，肖雷进入了自己职业生

涯的低谷。初来乍到，对飞机生产的
整体流程一窍不通，对各环节的具体
情况没有概念，如何干好生产调度？
肖雷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这
是个很复杂的工作，需要熟练掌握每
个生产过程的每个细节。”说起那段
艰难的岁月，肖雷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没办法，我只能泡在生产一线，了
解流程、积累经验，每天跑得腿脚酸
痛。”作为生产调度，必须熟练掌握
关键件、重要件的图号。为了和各环
节打交道时张口就来，肖雷把一串串
的图号都抄在纸上，每天从早到晚地
默背，后来妻子发现他晚上做梦都在
念叨数字。就是这样两年“魔怔般”
的痛苦锤炼，肖雷不仅在专业知识和
工作能力上突飞猛进，还炼就了“金
刚不坏之心”|。

服务中获得无穷乐趣

肖雷把自己比喻成“拼积木的
人”。“我的工作就像搭积木，生产中
的各个环节就是一个个小木块，要将
这些木块按照一定的标准、顺序稳稳
地摞起来，一块不能多，也不能少，
时间还要保证刚刚好。”工作上慢慢
得心应手后，肖雷就不断思考如何通
过自己的努力为生产节约时间。本职

工作之余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探索钻研，总结生产过程中周期长、
易影响进度的零部件，提前做出预判，
采取措施规避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
32车间主管生产的主任助理高强对肖
雷的工作方式印象深刻 ：“每架机的
设计状态下发后，肖雷都会主动组织
车间梳理技术状态，及时与设计和工
程部门沟通，保证从源头上规避掉一
些可能影响生产的问题。通过这种提
前预判，可以为整个生产过程节约至
少一个月的时间。”每当肖雷通过自
己的努力为生产争取了时间，他都感
觉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责任中寻找人生意义

再乐观豁达的肖雷也有“不乐”
的时候，只因为“责任心”三个字。
在肖雷眼里，责任心是做好一切工作
的源头。为了保证生产进度，他愿意
在关键时刻做那个扮黑脸的人。尤其
是遇到消极对待工作的年轻调度，肖
雷从不会轻松放过。激励开导、谈心
交流、严厉指正，多年工作习得的全
部沟通技巧搭配组合上场，务必要看
见对方迈出“积极改变的一小步”。“人
既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他人负责。
我们都年轻过，一时的错误迷茫，如

果没人告诉他，有可能荒废的是一生
的机会。看到年轻人快速成长，我替
他们高兴。”

肖雷的生活中不仅仅有工作，还
有美食和远方。他每天都会 5 点钟左
右起床，为妻子准备丰盛的早餐。周
末休息时，他会自己驾车载着妻子和
女儿到附近村屯的亲戚家，颠起大勺
露两手，做上一桌子“绿色食品”，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上一顿，再采摘
足量的新鲜蔬菜作为下周的食材。肖
雷说自己是个喜欢大自然的人，喜欢
纯天然无污染的食物，喜欢清晨树林
里的新鲜空气，喜欢纯粹不做作的人，
喜欢生活赋予他的一切。

“曾经吃过的苦或许不会忘记，
因为它造就了今天的我，但曾经得过
的荣誉都已经不记得了，因为那些已
经成为过去，没必要惦记。”20 年的
工作生涯为肖雷打磨了一身乐天豁达
的别样风采，同时也淬炼出他慧眼独
具的人生哲学——不要被过去牵绊，
不要想未来要获得什么，做好今天的
事，踏踏实实过好现在。

把每一刻都当成新的开始，尽
情领略生活中的美与喜悦 , 活在当
下，这便是劳模肖雷拥抱人生的幸
福真谛。

激情成飞·星光闪耀

“拼命三郎”的坚持
——记航空工业成飞劳动模范刘江陵

|| 本报通讯员　陈午　李逸 　于倩

航空零件马虎不得，需要精雕细
琢，追求完美，尽力用技术把零件做
成精品……对于航空工业成飞复材厂
操作技师刘江凌来说，这种“工匠精神”
已经成为他的追求和信仰，支撑着他
开拓进取，收获了成飞先进工作者、“每
周一星”、劳动模范等一系列荣誉。

夜已经很深了，生产战线上的硝
烟仿佛刚刚平息。带着一天的疲倦，
工人师傅们都陆续回家休息了，而切
割打磨工段仍然灯光闪亮。在弥漫着

粉尘和喧嚣的切割声中，身材并不高
大的刘江陵在空旷的厂房中显得格外
显眼。他还在忙着飞机大型机翼的手
工研磨工作，难怪同事们都称他“拼
命三郎”。

作为一名 1983 年入厂，现今已
有 50 多岁的老师傅，刘江陵无论是
眼力还是体力，都比不上年轻小伙子。
可他为何还要承担大强度的工作，经
受这样的考验呢？这背后，隐藏着怎
样的故事呢？

2005 年，因组织安排，本来在包
装公司从事调度工作的刘江陵被调入

复材厂，当问到他的分配意向时，刘
江陵毫不犹豫地说：“希望组织将我
分配到需要我的地方去，苦点累点都
没关系，只要多学多干，同样能在普
通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很
难想象这是从一名当时已经 40出头，
入厂工作 20 余年的“老师傅”口中
说出的。面对组织需要，他没有倚老
卖老，而是怀着满腔航空报国的热情，
毫不犹豫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

刘江陵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飞机
大型机翼的手工研磨工作。这真的是
一个手艺活儿，将手工活儿的精度提

高到了 0.15 毫米的级别。2015 年，
刘江陵带领团队成员前往北京学习。
凭着精湛的技艺和激情超越的精神，
他很快掌握了关键技术要领，实现产
品零缺陷，并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行
了改进提高，赢得了业内同行和身边
同事的尊重和肯定，甚至得到北京“师
父”的邀请，给北京的同行当“师父”。

虽然已经是一名技师，但刘江陵
依然充满着工作热情，始终不忘自己
航空报国的初心，为了航空事业不断
拼搏前进。

王卓岗

——航空工业机电系统工匠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