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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设备损坏，需要点检查找，停台后才能进行修理。现在

我们开发了很多预测性维修软件，可以提前一周时间发现设备的

亚健康状态……”置身一汽-大众长春生产整车制造一部焊装一

车间，全国技术能手、一汽集团首席技师范英男滔滔不绝地向记

者讲解“数字技术”。

入职20年来，范英男先后参与了大众、奥迪10余款车型生产

线的规划、建设、投产和改造。他告诉记者，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的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让产品质量更加可靠。

“进入一汽-大众工作后，陌生的焊接设备和眼花缭乱的机

器人，一度让我感到很忐忑，但也激发了我想要征服这些设备的

欲望。”范英男回忆说。

利用业余时间“充电”、在技术攻关中学习、在专业培训中成

长……范英男迅速掌握了很多人工智能、仿真技术等方面的专业

知识，还4次参加焊装车间举办的技能大赛，“数字技能”水平不断

提升。

奥迪A4L车型投产时，公司第一次应用了等离子焊接技术。

生产线调试期间，由于机器人翻转速度快，送丝故障频

发，产品合格率只有约 60%。公司让范英男牵头优化改进生

产，那段时间，他吃住都在现场，累了就在纸壳铺的“床”上睡

一会儿。就这样，他以 1个月瘦了 10斤的“代价”，成功解决了

技术难题。

用人工智能算法对焊接过程进行分析，开发质量前置管

理、设备健康管理、成本监控、能源监控四大模块；以工业大数

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学、人工智能等方法自主研发设备远程监

控系统……截至目前，范英男累计完成 27个数字化工厂功能

开发项目，攻克 23个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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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普通车工的技能逆袭之路一位普通车工的技能逆袭之路
本报记者 裴龙翔 本报通讯员 简平

1997 年盛夏，26 岁的熊朝林好不容易挤

上了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

两天两夜后，绿皮火车停在了上海火车

站站台。那时的熊朝林不会想到，他会凭借

一技之长成为“天花板”级工匠。

熊朝林老家在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秦溪

镇农村，眼看着村里的同龄人一个个外出打

工，他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下定决心到

上海闯荡。

如今，熊朝林已是上海阿为特精密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技术主管，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他的头衔有一

长串：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三角大工

匠、上海市首席技师。

“编外”员工

只有高中学历的熊朝林想在上海找工作

并不容易。整整一星期，他白天四处求职，晚

上就睡在桥洞底下，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一份

工作——在一家砖瓦厂做力工。

3 个月后，一心想学门技术的熊朝林等

来了一个机会，他进入一家机械加工厂，开启

了学徒生涯。

当熊朝林看到师傅通过车床的切断、打孔

等操作，就可以把一个个金属棒料加工成各种

产品，“技能”二字在他心里有了确切的分量。

通过 3 年的学习，熊朝林基本掌握了车

铣刨磨等操作要领以及刀夹具、识图、测量等

技能。此时，数控车床已成为新的技术方向，

得知附近一家工厂引进了数控车床，熊朝林

心里痒痒的。

“我不要工钱，每天晚上免费来加班。”经

不住熊朝林三番五次上门去“磨”，这家工厂

勉强答应接收这名“编外”员工。不过，也定

下“规矩”——只能看，不许按任何键，不许打

听程序设计。

就这样，熊朝林每天一下班就赶到那家

工厂“加班”。技术人员调试机器时，他就站

在一旁用眼睛看、用心记。3个多月后，他已

经能看懂程序，知道如何根据图纸要求设置

简单刀路和坐标系。

后来的几年里，为了能操控更精密、更复

杂的数控车床，他辗转多家工厂边干边学，终

于在 2010年获得车工高级技师证书，并作为

引进人才落户上海。

从0.5微米到0.1微米

2013 年，熊朝林入职上海阿为特精密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公司将微分进刀系

统项目交给了他和团队。

微分进刀系统是用于肿瘤病人的组织细

胞切片机的关键零部件，切片厚度及精度直

接影响诊断水平及准确性。1 微米相当于 1
毫米的千分之一，当时，国产切片机切片厚度

为 2～3微米，精度为 0.5微米，而国外切片机

的厚度只有 1微米，精度高达 0.2微米。

这是属于精密制造领域的尖端技术，此

前已有多家国内公司对切片机项目发起挑

战，但均以失败告终。

熊朝林对该项目的关键技术要求和制造

难点进行分析，提出3个主攻方向：实现微米级

间隙防止旋转的精密位移、解决超级精密的形

位公差制造难度、实现洁净无尘的高端装配。

每一项突破都需要大量工艺实验作支撑。

夜已深，熊朝林还在无尘实验室里忙

碌。他开始对 20个发明、改进的零件进行装

配，然后观察效果、作出分析。失败一次次接

踵而来，他始终没有放弃。

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坚持了两年，尖端技

术宣告完成。

细胞切片厚度不仅达到了 1 微米，且精

度达到了 0.1 微米。三大关键技术创新点共

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同时还形成了

标准化作业及参数规范。

凭借《微分进刀系统的制造工艺创新及

应用》项目，熊朝林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

奖三等奖。

传承的力量

现在，熊朝林已经带了 20多个徒弟，他们

中有职校生，也有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2018
年，“熊朝林上海工匠创新工作室”挂牌，他对

徒弟们付出了极大热情，把自己的本事倾囊

相授。

阿为特公司的产品品种多、批量小，每月

开发的新产品多达百余款，熊朝林觉得这正

是锻炼年轻人的好机会。他经常组织大家召

开案例分享会，和大家一起进行技术总结。

300 多个可推广的工法，就是在分享会上形

成的。

眼下，熊朝林和团队正在研发半导体光

刻机核心零部件的制造工艺。光刻机零部件

的形位公差、尺寸要求、外观及清洁度在制造

业中都是“极限挑战”。

一个周末，熊朝林又把自己关进了实验

室。夜更深了，他将一只需要攻关的芯轴铜

套套在手指上，细细琢磨。

不知不觉间，他眯上眼睛打盹。恍惚中，

他仿佛看见自己正坐在一列绿皮火车上，车

轮铿锵，他回过头去，看到身后已然经过漫长

的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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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警务室
守护“西宁水塔”

本报记者 张翀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翱翔蓝天，圆了中华民族的“大飞机

梦”。在 C919 超百万个零部件中，旅客座椅是由位于湖北襄

阳的湖北航宇嘉泰飞机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宇嘉泰）

制造的。2023年“荆楚工匠”、航宇嘉泰总装厂装配钳工尹峰

就是装配这些旅客座椅的工匠。

1980 年，尹峰出生于襄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001 年，

他进入航宇嘉泰当上了钳工。工作中，他跟着师傅虚心学

习，很快成为钳工中的佼佼者，并在 2002 年转型成为装配

钳工。

C919配套的是航宇嘉泰最新一代公务舱和经济舱座椅，

研发人员特别开发了可伸缩餐桌、滑移式联动椅盆靠背、乘

客脚兜等新功能，这也给装配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面对新功能结构件，尹峰积极与设计负责人沟通，主

动参与产品质量提升和技术改进，为技术人员提供了宝贵

建议。

在同事眼中，尹峰是个“爱琢磨”的人。装配工作中，经

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他总是喜欢和工艺技术人员一起

探讨，针对异型零部件装配难，他将螺丝刀折弯后再使用；为

了让钻头打出的孔更圆，他把“两刃”钻头改造成“三刃”……

在公司的新产品改进、小改小革评比中，尹峰总是名列前茅。

一些并非本职工作的内容，也成了尹峰“琢磨”的对象。

一架中型客机有 150 个座位，座椅长期使用后易造成底板塌

陷，需要一笔不小的维修费用。尹峰在去其他班组交流学习

时发现了一种新材料，后来他和工艺师一起运用这种新材料

消除了座椅底板塌陷的隐患，为公司节约了维修成本。

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 23年，尹峰对工匠精神有着自己的

理解：“不断创新，勇于向未知领域发起挑战。”

为国产“大飞机”装座椅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邢路

从一名普通电气维修工，成长为有轨电车箱式变电站电

气设备维修的“行家里手”，靠的是什么？对青岛城运控股集

团轨道巴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巴士公司）车辆基地电

气维修技术员宋帅来说，靠的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勇于创新

的精神。

2017 年 12 月，宋帅入职轨道巴士公司，从事箱式变电

站设备电气维修工作。带领宋帅熟悉设备的老师傅告诉

他：“变电检修学问大着呢，要想干出点名堂，必须下功夫钻

进去。”

从那时开始，宋帅暗下决心，一定要多干、多问、多记。

在现场遇到新问题、新设备，他会立刻记在本子上，下班后去

书店查资料，晚上回到家认真梳理。6年间，宋帅的笔记记了

有几十本。

宋帅的同事安震告诉记者，在大家眼中，宋帅就像一位

“妙手回春”的“急诊医生”，设备问题总能“手到病除”。

此前，城阳有轨电车 6 号变电站直流断路器综合保护装

置上的 PWU 模块不时出现故障报警，但由于内部元件均为

进口，如果将整个模块全部换掉，动辄要几千元，甚至上万

元，因此故障一直没有彻底修复。

宋帅对故障模块逐个拆解，通过更改内部线路走线，解

决了模块内部元件替换问题。他购买的国产元件一个仅需

15 元，全线 7 处箱式变电站共有 29 个模块，能为企业省下维

修费用 6万多元。

“检修工作脏、累、苦，我总想琢磨着让班组弟兄们少

出点儿憨力。”这是宋帅搞创新的初衷，也是他的动力。为

此，宋帅牵头组建“箱式变电设备维修创新工作室”，带头

搜集整理城阳有轨电车 7 所变电站历年故障处理信息，编

写了 7000 多字的故障处理宝典，还绘制出箱式变电站关键

零部件故障周期图，让每一位同事遇到故障都可以“按图

索骥”。

变电站里的“急诊医生”

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黄晓琴，干外卖配送 3年便成为榜单“一姐”、全国技能大赛冠军——

“生活不会辜负勤劳奋斗的人”
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曾晨路 寿慧桢

“ 你 是 冠 军 黄 晓 琴 吗 ”“ 是 你 呀 ，冠

军”……这些天，浙江杭州饿了么女骑手黄

晓琴“火”了，取餐送餐时、歇息时，都会有同

行主动上前打招呼，这让她颇感骄傲和自

豪，但马上又会提醒自己，“不能飘”。

消毒外卖配送箱、检查电动车、绕杆骑

行、处理突发情况……近日，在首届全国外

卖配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来自 6家配送

平台的 40 名外卖配送员齐聚上海，经过数

小时角逐，女骑手黄晓琴夺得冠军。记录她

在比赛现场精彩表现的短视频也在社交网

络刷屏。

从业 3年，从不认路的“小白”到杭州骑

手排行榜中的“一姐”，再到技能大赛冠军，

37 岁的黄晓琴和她外卖箱里的梦想一直奔

跑在奋斗的路上。她说：“生活不会辜负勤

劳奋斗的人。”

感受善意

骑手黄晓琴年轻、时尚，头发漂染成灰

白色，紫色的鸭舌帽下有一双爱笑的大眼

睛，未开口，笑意先从眼角荡漾开来，“这几

天的采访有点多，社恐的我好像话变多了”。

2020年，受疫情影响，黄晓琴和丈夫经营

的图文打印店陷入困境，但两个孩子要抚养、

生活要继续，让更懂设备的丈夫留守打印店，

她去送外卖挣钱成为彼时的权宜之计。

原本觉得送外卖很简单的黄晓琴，入行

之后才体会到个中艰辛。上岗第一天，她就

出了岔子。

“当时接到的单子是送一份早餐包子，

但我不熟悉路线，只能跟着导航走。经过一

个大转盘时，转了几圈都没找到正确的路，

一不小心，车子倒了，包子撒了一地。”虽是

3年前的事，但黄晓琴记忆犹新。

没有处理突发情况的经验，她的第一

反应是赶紧重新买一份包子给顾客送去。

这一折返，就晚了足足 40 分钟。顾客收到

这份“迟到”的早餐时，脸色已有些难看。

黄晓琴赶紧道歉，并解释原因。或许是道

歉足够诚恳，顾客非但没有给她差评，还打

赏了红包。

黄晓琴记得特别清楚，那是 2020 年 10
月 13日，自己送外卖的第一天。“忙了一天，

赚了 173元钱。现在回头看，第一天能这样

挺不错了。”这也让她对跑单的未来有了信

心，“外卖这一行，付出劳动就有回报，拿出

诚意就能得到尊重。”

从这天起，她更加勤勉地工作，早上六

点半上线，晚上接单到凌晨。

带黄晓琴的师傅曾直白地对她说：“这

份工作很辛苦，风吹雨打，还要跑楼，你坚持

不下来的。”但黄晓琴不愿服输，她与时间赛

跑，学习跟商家、顾客的沟通技巧，别人花一

两个月才能熟悉的餐饮店位置和配送路线，

她两周就记了下来。

跑单不到 1个月，黄晓琴瘦了 10多斤。

夺冠之路

黄晓琴送外卖一干就是 3年，从最初的

“小白”成为榜单“一姐”。她一天的最高纪

录送了 127 单，最高月收入达到了 1.8 万

元。2023 年 5 月，黄晓琴获评首届“最美浙

江人·最美外卖骑手”。

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赛前的那晚，黄

晓琴紧张得凌晨 2点都睡不着。

第二天，比赛正式开始，看到考题的那

一刻，黄晓琴倒是放松了不少。

“考核内容很接地气，就是平时工作的

基本操作，我跟自己说，把考官当成顾客就

行。”黄晓琴告诉记者，比赛分为理论考试和

技能实操两个环节，其中，实操环节涵盖配

送前准备、接单大厅、异常处置、安全配送、

准时送达 5 个项目，还原了骑手接单、派送

的全过程。

“骑手不仅要快，也要稳，在取餐和送餐

过程中要与商家和顾客保持良好沟通，比如

发自内心地跟商家说一句‘谢谢，辛苦了’；

跟客户说一声‘祝您用餐愉快’，很多问题就

会迎刃而解。”黄晓琴说，周到细致，是工作

心得，也是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秘诀。

3 年中，送餐前检查车子状况、检查餐

箱是否牢固已成为黄晓琴的“肌肉记忆”，她

把比赛代入日常工作，检查餐箱时发现不够

稳固，便有条不紊地加固之后才出发。虽然

比其他选手多花了几分钟，但给考官留下了

深刻印象。

在安全配送环节，黄晓琴仔细调整车把

角度和车速，车子匀速驶完全程。“全程脚都

没点地，水杯里的水一滴都没洒出来，评委

都忍不住夸我细心。”黄晓琴告诉记者，在早

晚高峰时送餐，锻炼了她的驾驶技术。

在异常处置环节，黄晓琴的题目是配送

中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办？走完报警、查看伤

势、联系站长等一系列正常程序后，她把考官

当作顾客，告知这一突发情况后，诚恳地表

达了歉意，“就是最后这句抱歉给我加了分”。

更有奔头

现在，黄晓琴无比确定，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工作。

“女性更细致，共情能力更强。”在外卖

配送这个以男性居多的行业，黄晓琴觉得，

女骑手有自己的优势，情绪稳定、有同理心、

善于沟通，这些闪光点都会让女性在处理纠

纷时得心应手。

如今，黄晓琴已晋升为优选小队长，带

领着 50名骑手一起为梦想奋斗。

在队员眼里，她是师傅，传授经验技巧、

帮助应对突发情况，传递努力向上的生活态

度；也是善解人意的大姐姐，关心着他们的

生活冷暖。

“不仅是为了赚钱养家，对我来说也是

收获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黄晓琴说，刚送

外卖不久，父亲就查出肺癌，自己每天医院、

站点两头跑，生活一地鸡毛，“是工友们的帮

助把我从生活的谷底拉了上来”。他们在她

身体不舒服时协助她跑单，给她买水悄悄放

在车上，下雨天还会给她撑伞……每每想到

这些，黄晓琴都感动不已。

黄晓琴和工友们也感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关爱和尊重：分布在各处的“爱心驿站”为

他们敞开；2023 年 12 月 14 日，他们还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节日——蓝骑士节，让她和同

行成为短视频里的主角在城市刷屏。

“等再安稳一些，把儿子从老家接过来

读书。”黄晓琴对未来充满期待。

1月9日，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公安局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警务室民警和辅警在巡逻。

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祁连山支脉达坂山南麓，是青海省西
宁市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西宁市主
要的水源供给地之一，有“西宁水塔”之美
誉，群山之间散布着白唇鹿、雪豹等珍稀野
生动物。

近年来，为保护水源地以及丰富的物
种资源，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局在当
地成立生态警务室，数位民警、辅警不论严
寒酷暑，行走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达坂
山中，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黄晓琴在送餐

的路上。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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