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丰

入职 8年，从一名 95后测量员成长为企业特聘测绘专家，

先后参建 4条高速公路，建设里程超 1800公里，累计放样点位

1 万余个，准确率达 98%以上，他就是中铁十七局城建公司安

盘高速项目精测队队长左岳坤。他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坚守，在项目一线贡献青春力量，先后荣获中央企业优秀共青

团员、贵州省十佳工匠等荣誉。

2014年，初入职场的左岳坤来到贵州六威高速公路项目

实习，阳光帅气的相貌和干净利落的打扮，让同事们不禁担

心：这个年轻人不一定吃得了干测量的苦。

然而，这个陕西小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却令大家对他刮

目相看。

为了获取一手数据，他每天背着重达 10余公斤的测量仪

器翻山越岭，做控制、放红线，日均步行 3 万步，对“山窝里吃

盒饭、草堆中睡午觉”的日常甘之如饴。

“测量数据对于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精度、效率极其重

要，一旦我的数据‘失之毫厘’，项目建设就可能‘差之千里’，

给企业带来损失。”为尽快提升工作能力，适应施工建设需要，

他每天早起出门完成测量任务，晚上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沉降

观测、线路计算等知识。

仅用 1 年多便成为“手上有绝活，肚里有干货”的技术能

手，能独立完成大部分复杂的测量工作。

在左岳坤看来，“蝶变”之路必然经历“化蛹”的磨砺，努力

做精做优，平凡岗位一样能出新出彩。

在仁遵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中，他紧盯土石方这一创效关

键点，带领团队按照断面施工设计图要求，精准完成全线原地

面复核测量，并根据前期复测结果生成断面实测图，通过创新

应用棱台体积法和平均断面法，精确调整土石方量差，为项目

高效调度资源要素提供了支撑。

同时，他与技术人员应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隧道初支断

面、二衬断面进行复测，强化施工指导，减少工程超挖，控制混

凝土超耗 3000余吨，有效节约了施工成本。

“优质工程必须靠过硬的技术来支撑。”在项目建设中，左

岳坤坚持将技术创新与施工生产紧密结合，他参与研发的“测

量信息化管理平台”，获得国家专利认证，并在仁遵高速公路

项目应用后，在全公司范围推广。

近年来，左岳坤还活跃在技能比拼的赛场上，与系统内外

的能工巧匠同场竞技，并因此获得技术能手、青年岗位能手等

荣誉。

眼下，左岳坤正奋战在贵州安盘高速公路项目施工一线，

向着成为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发起冲锋。

创新工作室里的成才密码
在前不久结束的“长沙工匠”评选中，湖南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长沙卷烟厂制丝车间有 9 人入选，他们都来自“制

丝工匠创新工作室”。一个创新工作室缘何能走出一批技能

人才？从几位工匠的成长故事中，不难找到技能人才的成长

密码。

今年 7 月，37 岁的汪浩洋成为公司最年轻的行业首批

高技能带头人。他的成长得益于工匠创新工作室里的技能

传承。

刚入行时，汪浩洋面对陌生的技能有些畏手畏脚，工作室

中的老师傅毫无保留地向他传授知识和技能，汪浩洋也抓住

一切机会学习，只要班组有维修任务，他就跑到现场围观。在

近距离观察老师傅们施展“独门绝技”排查故障的过程中，他

整理出了一份“排故笔记”。

师傅的言传身教，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汪浩洋很快熟悉

了车间里各种设备的性能，并逐渐成为拥有工程师职称和高

级技师技能等级的“双师型”人才。

如今，汪浩洋也成了师傅，他将自己的经验方法倾囊相

授，并根据徒弟们的特点为他们“开小灶”。在他的指导下，近

3年来，车间有 4人在长沙市技能竞赛中获“百优工匠”称号，1
人获“十行状元”荣誉。

33 岁的欧阳晓贤也是在这样的传帮带氛围中成长起来

的，他仅用 7 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学徒工到青年技能专家的

蜕变。

欧阳晓贤的成长还受益于技能大赛的培养。2022年，欧

阳晓贤参加长沙市“十行状元、百优工匠”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一举夺得维修电工项目冠军。

从一名普通操作工成长为技能大赛中的佼佼者，34岁的

马齐瑶也经历了这样的成长路径。不仅如此，他还走上基层

管理岗位，当上了生产班长。

作为工匠创新工作室的“元老”，马齐瑶见证了工作室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他不仅积极对工作室的经

验做法进行总结固化，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还申请了 7 项

新型专利。 （张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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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群钻精神”有了新的传承，马小光带领工友们在数控加工一线重新定义学技能、当工人——

智能车间里的“探路者”

本报记者 王维砚

金属切削的轰鸣声充斥着整个生产车

间，一台台数控加工设备分区域整齐排列，

身穿蓝色工装的马小光正穿梭其间，查看设

备运转情况。

伴随显示屏上一条条跳动的程序指

令，一个个“躺”在设计图纸上的零部件从

飞溅的切削液和金属屑里“走出”，它们将

被组装到履带式装甲车上，助力大国重器

翻山越岭。

今年 3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讲起了一个技能成才的典型故事，故

事主角就是马小光。

从一名技校毕业的学徒工，成长为全国

劳动模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中

华技能大奖获得者，这位“大满贯”的 80 后

技工是怎么做到的？身处数智转型的浪潮

中，他如何拥抱新技术、学习新技能？像他

这样登顶技能“金子塔尖”的工匠，对于企业

发展意味着什么？

为了寻找这“灵魂三问”的答案，记者来

到了中国兵器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翻过新技术的那座山

1953 年，著名全国劳动模范倪志福曾

在这片热土上发明了“群钻”，他在攻关过程

中凝练而成的“群钻精神”激励了几代人进

工厂当工人、在生产一线创新创造。70 年

后的今天，“群钻精神”有了新的传承——马

小光和工友们正在智能制造装备车间里重

新定义学技能、当工人。

马小光技能大师工作室位于车间一角，

这个用玻璃墙隔出来的操作间是马小光每天

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全车间唯一一台五轴

数控加工中心就“站”在“玻璃房”里。

2018 年，车间引进了五轴数控加工中

心。面对难度成倍增加的数控系统和编程

软件，“想腾出更多精力钻研新技术”的马小

光，主动请辞班组长职务。

研究设备说明书、从网上找教学视频、

去兄弟单位请教……那段时间，本就话不多

的马小光变得更沉默了。徒弟徐红飞发现，

常常是晚上 9点之后了，那间“玻璃房”的灯

依然亮着。

对马小光来说，这几乎又是一次从山脚

向上攀爬的过程，“难度不亚于当年自学第

一台数控设备。”

2002 年，22 岁的马小光第一次摸到了

数控铣床。

彼时，北方车辆集团引进的第一台数控

铣床，已经在车间“吃灰”半年之久。“激活”

它的任务落到了马小光身上。

拿着仅有的一本机床操作与编程说明

书，孤勇者马小光开始了漫长的摸索。

没有学习资料，他就跑到西单图书大厦

去找。好不容易买到的几本参考书，被他翻

得卷了边。

为了更好地学习计算机绘图技术，马小

光花去半年工资，在全厂第一个买了一台

“奔腾 4”电脑。

一点点地自学，一个个指令地尝试……

2007年，当马小光操作数控铣床，仅用两周就

完成了原来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加工任务

时，他仿佛一粒打破平静湖面的石子，在车间

激荡起不小的涟漪。工人们震撼于新技术的

高精高效，纷纷感叹，“数控时代来了。”

从数控铣床到三轴数控加工中心，再到

五轴数控加工中心，车间先后“上新”的 20
余台不同型号的数控加工设备，马小光都是

首任操作者。

“想提升技能，就要勇于去干别人不愿

意干的活儿、挑战别人干不好的活儿。”马小

光这样总结技能路上的“登山体会”。

“智”造大国重器

环顾车间，3台数控加工中心、7台数控

铣床组成的“马小光加工单元”占据“C位”，

红、黄、绿不同颜色的指示灯提示着加工进

度，马小光一边查看参数，一边耐心指导技

工更换刀具。

眼前的这个智能加工单元能实现多品

种、小批量零件的高效复合加工，10 台设备

只需要 5 名工人即可完成操作。北方车辆

集团智能制造装备公司副总经理邢程用“企

业自动化、数字化发展路上的一次飞跃”形

容“马小光加工单元”。

2013 年，北方车辆集团提出“精益生

产”理念，如何优化工艺、提升加工效率，成

为摆在马小光面前的难题。

参加北京机床展时，新技术、新设备的

刺激让马小光突然有了灵感，“为什么不把

更适合产品需求的三轴数控加工中心引入

生产线？”在他的建议下，公司重新调整了设

备购置计划，也正是这次小调整，为后来加

工单元一人多机操作的大跨越提供了可能。

在徐红飞眼中，马小光一直对前沿技术

保持着敏感。这种敏感也让马小光一次次

将新工艺、新工法应用在重大任务核心零部

件的加工难题上，助力新一代特种车辆实现

升级迭代。

0.01毫米，约为一根头发丝直径的 1/8，
这也是马小光加工核心零部件一体式行星

架时成功挑战的加工精度。

日复一日站在机床旁操作，马小光已经

“炼”成了“人机合一”的境界，“刀具在切削

的一瞬间，甩出的切削液颜色、工件的成型

状态，都会告诉我一种感觉。”

在声音嘈杂的车间里，他能通过感受机

床震动、倾听切削声音，判断出机床运转状

态和刀具切削状态、磨损程度，“听着顺畅的

切削声，心里就觉得爽快。”

25年来，马小光带领团队完成 300余项

关键产品试制和攻关任务，取得工艺创新成

果 30项，获得国家专利 20项，创造经济价值

上千万元。

成为一座桥

在智能工厂，同时拥有工程师职称和首

席技师技能等级的马小光像是架在技术工

程师和技能工人之间的一座桥。

在邢程眼里，技术技能想要融合发展，

对于理论基础不足的技术工人尤为艰难。

也正因为如此，他觉得马小光“就像从石缝

里长出来的松树”。

邢程将马小光比喻成一个“窗口式”的

人物，他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数字工匠”的过

程，也是企业在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路上

升级发展的过程。他更希望发挥马小光的

“灯塔效应”，激励更多工人向上攀登。

新的改变正在发生。

“大家对待技术越来越‘卷’。”徐红飞调

侃道。在这个不到 90 人的车间，七成以上

都是技师、高级技师。

目前，马小光的工作也更具挑战性：从

软件模型设计到一键加工程序生成，再到程

序下发后的排班管理，他要思考各工序、各

工种间的协调配合以及后续产品的快速迭

代，让普通技工按照他的工艺方法就能“复

制马小光”。

11 月上旬，马小光在江苏常州参加“智

能制造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研修

交流活动”，他对“智能制造是支撑国家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有了更深的体会。

参观中，马小光看到了企业、政府、技

校联合培养技能人才的新模式，他和同行

的工匠开玩笑说：“真有一种再上一回技校

的冲动。”

这份冲动，也是他走上技能之路的初心。

1998 年，18 岁的马小光从技校毕业，来

到当时的北方车辆厂（北方车辆集团前身）

成为电极钳工学徒。在师傅眼中“有些笨”

的马小光，在那一批学徒中第一个入厂，最

后一个才出徒。回想起这段磨砺技能的时

光，马小光笑着说：“这一行就得傻人才能

干，傻人才会愿意天天站在机床旁琢磨。”这

份朴拙几乎贯穿了他此后的职业生涯。

车间之内，改变一天天加速，马小光们早

已不满足只做一个工人。

车间之外，新的改变也在发生。

参加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时，

马小光发现，大国工匠坐在最前排，领导和

嘉宾们坐在了后面。

马小光正在成为公司的“顶流”，新来的

大学生也开始把他当作职业榜样……

走进智造工厂走进智造工厂 探访探访““数字工匠数字工匠””①①

马小光（左）在“马小光加工单元”与徒弟分析工件加工工艺。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制造向

智造的升级阶段，伴随生产方式的变革，

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各

生产阶段的工作界限逐渐模糊，技术和

技能被重新定义，在此背景下，一批操作

技能高超、具有创新思维、熟练运用数智

技术的“数字工匠”脱颖而出，为制造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人才

支撑。

我们走进智造工厂，探访在企业转

型升级发展中发挥领军作用的劳模、工

匠，挖掘他们在“技能无人区”探路，拥抱

新技术、为传统技能添“智”的典型故事，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也

为如何当好工人、成为工匠寻找时代答

案。即日起，本版推出“走进智造工厂 探

访‘数字工匠’”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编者

编者按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38 岁的库尔班·艾合买提，身形魁梧，步

伐稳重，穿着一身黑色便服，常年的户外劳

动，让他的皮肤晒成了小麦色，手掌也磨出了

茧子。谈起身后的胡杨林，他的眼睛立刻亮

了，略带婴儿肥的脸上挂着暖暖的笑容。

“也有人给我说过，你那么年轻，再找个

其他工作挣钱不一样吗？我总是会告诉他，

守着眼前的这片胡杨林，我心里踏实。”库尔

班·艾合买提看着窗外的胡杨林说。

8个人16双眼睛“无死角扫描”

库尔班·艾合买提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库尔勒市普惠乡，在这里，塔里木河横贯

而下，养活了成片的胡杨林，养活了临近的村

庄，也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普惠人。

19 岁 ，面 临 择 业 的 库 尔 班·艾 合 买 提

义无反顾地申请了护林员岗位。新入职的

他被分配到了库尔勒市林业和草原局琼阿

拉管护站，和其他 13 名护林员一起，组成小

分队，开启护林之路，胡杨树从此成了他的

伙伴。

库尔勒市共有 122.65 万亩国家级公益

林，为了方便管理，库尔勒市林草局将其分成

了 77份，进行网格化管理。其中，库尔班·艾

合买提所在的琼阿拉管理站管护着 36.1677
万亩国家级公益林。

“最开始当护林员，胡杨林里没有路，

我们全凭双腿走、人眼看。”库尔班·艾合买

提说。

早上 9点，吃过早饭，站里留下两个人值

班，其余组成一支 8人小分队，带上馕、水壶，

以及便携的工具，徒步向胡杨林挺进。

身为护林员，不仅要用脚走一遍胡杨林，

眼睛还要细细地看：胡杨树有没有病患、围栏

有没有被破坏、林子里有没有野生动物……

林子里的每一处变动都得记录下来。

“我们 8个人 16双眼睛，要 360 度无死角

地扫描。”库尔班·艾合买提笑着说，“当年，我

们每天要走 25公里到 30公里，一趟巡下来得

七八个小时。”

用科技守护胡杨林

2008年，胡杨林发生了大变化。

土路修成了柏油路，戈壁深处也修了

路。不仅如此，库尔勒市林草局给每个管护

站都配备了摩托车，护林员徒步巡林的时代

成为过去。

在库尔班·艾合买提看来，摩托车提升了

巡林效率，更提高了护林质量。“有了摩托车，

我们每天巡逻时间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巡护

时间也从每天 1次增加到了 1天两三次。”

今年 5 月，在辗转几个管理站后，库尔

班·艾合买提被调回了普惠中心管理站，担任

站长一职。此时，拥有 19年工龄的他早已成

为一名成熟的护林员。

9月～11月，天干物燥，是胡杨林的重点

防火期。每年这时，库尔班都会放弃休息机

会，增加巡林次数，增强巡林力度，守在管理

站，守着胡杨林。

与往年不同，今年在普惠中心管理站内，

新增了一间智能巡护办公室，里面设有一个

机箱、一台电脑、一面电视墙，屏幕上播放着

由户外 3座塔台传来的实时监控画面和热成

像画面。

库尔班·艾合买提坐在电脑前，熟练地调

整监控角度、放大画面、记录监测情况。

“时代在变化，我们也要不断学习新东

西、掌握新本领，才能更好地守护胡杨林。”

他说。

胡杨树就像家人

春防病虫秋防火，夏季就盼塔河水。每

年夏天，库尔班·艾合买提最期待的就是塔里

木河的水。

“胡杨树的生长完全靠天吃饭，等雨水、

等河水。”库尔班·艾合买提说，“这几年好了，

我们能引塔里木河的生态水给树浇灌。”

每年汛期来临，放水的通知一发到群里，

库尔班·艾合买提就会带着其他护林员一起

根据计划安排，截水引流。看着汩汩河水从

小口子涌入胡杨林，他心里高兴，“今年一定

又有新的胡杨树长出来。”

“经统计，在这 10年期间，我们的防护林

增长到了 165.44万亩，新增的 42.79万亩林木

正在进行国家级公益林认定。”库尔勒市胡杨

林管理站站长仁青道尔吉介绍说。

听着数据的增长，库尔班·艾合买提笑得

更开心了，“2002 年，眼睛看到的都是戈壁，

现在再去看，梭梭、胡杨、红柳都长出来了，塔

兔、黄羊、狐狸等野生动物也多了。”

库尔班·艾合买提不仅收获了新的胡杨

树，也在 2022年收获了库尔勒市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

在普惠中心管理站，干净整洁的院子，随

风舞动的国旗，院墙外金黄黄的胡杨林，对库

尔班·艾合买提来说，管理站就是家，胡杨树

就像家人。

对库尔班·艾合买提来说 ，胡杨林是青年时的伙伴、中年时的家人——

“守着这片胡杨林，我心里踏实”

问：未来，人工智能会取代产业工人吗？

答：一些技术含量不高、重复性的工种，
确实会被先进设备取代，但是“机器换人”
后，缺的还是人，是能够驾驭、维修、保养设
备的高技能产业工人。我所在的车间主要
进行的是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的柔性加
工，设备厂家的工作人员来调试设备时，会
第一时间询问工人的意见，每一台设备哪个
地方容易出毛病、怎么调试更好用，没有人
比工人更清楚。我们和设备的关系不是互
相取代，而是合作、互补。

问：普通工人怎样提升“数字技能”？

答：从工人自身来说，首先要摆正心态，

主动拥抱新技术，结合生产任务，在操作新
设备、学习新工艺的过程中不断为传统技能
添“智”。结合我自身的成长经历，参加技能
竞赛、培训和交流活动对我帮助很大，因此
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广泛搭建竞赛交流的平
台，通过校企共建等形式组建“工匠学院”培
训技能人才。企业可以围绕“数字工匠”成
长周期，建立新的技能评价标准，激励工人
成长成才。另外，也要充分发挥劳模创新工
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的作用，用“一
个”带出“N个”，“孵化”更多高素质的产业
工人。

（口述：马小光 整理：王维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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