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年里，牛雪平从普通钳工成长为技能专家，在我国航空工业的飞跃式发展中找到发光发热的舞台——

“磨”出一颗匠心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葛慧君

寒冬腊月，天刚蒙蒙亮，郑州飞机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控加工厂房里，牛雪平已

经和同事忙碌起来了。

2022 年 12 月 28 日，第十六届中华技能

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表彰人选揭晓，牛雪平

是此次河南省唯一一名获评中华技能大奖

的工匠。荣誉的背后凝聚着他扎根航空工

业一线 26年的匠心。

从一名普通实习钳工，成长为数控加工

中心操作工，到后来跻身攻克技术难题的技

能专家，再到如今领衔工匠人才团队。今年

45 岁的牛雪平，不仅完成了从“工”到“匠”

的蜕变，更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从“几十个

人围坐工作台”的作坊式车间，到如今全自

动化数控“高精尖”车间的飞跃。

“当飞机划破长空，我仿佛看到自己加

工的部件在蓝天下闪光，自豪感和成就感油

然而生。”牛雪平说。

一锯一锉间磨炼心性

1993 年夏天，正在技工学校学习钳工

的牛雪平第一次和同学们进厂实习，跟着师

傅学习切割零部件。

为了磨炼学生们的心性和耐力，师傅只

给每个学生发了两根锯条，并定下严苛的实

习条件——如果两根锯条都折断了，实习就

提前结束。

“锯条是易耗品，每次用的时候都小心

翼翼，因为一旦折断就失去学习机会了。”为

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锻炼技能，牛

雪平十分珍视这次实习机会。

“刚开始，半夜都会惊醒，醒来的第一反

应就是：我的锯条还在不在，还完整不完

整？”牛雪平回忆说，实习一两个月后，自己

和锯条之间渐渐有了“默契”。怎么锯、怎么

锉，如何提高使用效率、减少消耗，如何转换

方向……半年时间，他加工每一个零部件时

都像加工艺术品，一锯一锉间极其认真，确

保锯条完好、作品“完美”。

实习期间的突出表现，让牛雪平争取到

了毕业后进厂工作的机会。正式入职后，他

被分配到当时最先进的加工中心，跟着师傅

学习零部件打磨技术。

“第一次见到数控机床，感觉像看科幻

大片。”牛雪平忘不了第一次走进加工中心

时的场景：数控机床的操作台上，工作台可

以自由旋转，主轴头能够灵活转换。

切削液飞溅的数控机床自动化加工流

程，让这个刚刚踏上技能之路的新人心潮

澎湃。

经历过实习阶段手工打磨的锤炼，19
岁的牛雪平已经摸到了学技术的门道。他

从机床编程入手，很快掌握了数控机床的操

作使用，3 年时间里，他自学了 17 门专业课

程，迅速成长为加工中心的技术骨干。

“驯服”新设备

牛雪平说自己是个爱琢磨的人。

2003 年，郑飞集团引进了世界先进水

平的五轴加工中心。与传统三轴机床相比，

这台先进设备的生产效率更高，生产的产品

质量也更好。不过，五轴加工中心的工艺编

程和操作程序也更为复杂，加上机器操作说

明书的内容全是英文，面对这台新设备，牛

雪平一时间陷入了迷茫。

为了尽快让新设备运转起来，牛雪平随

身带着电子词典，碰到不认识的单词就一个

接一个地查询翻译，遇到陌生的按键就一个

挨一个地熟悉、记忆。经过努力自学和不断

实践，牛雪平终于熟练掌握了五轴设备操

作，并编制出了复杂的加工程序。

“如果说设备是一只猛兽，那么操作工

就是驯兽师。我们必须要了解设备的性

能，充分开发它们的各个功能，最终实现人

机合一，这样才能加工出合格产品。”牛雪

平说。

“驯服”五轴新设备的过程，磨炼了牛

雪平挑战复杂加工程序的韧劲。随着航空

技术的不断革新，对零部件的加工要求也

越来越高，牛雪平持续在技术上追求突破。

2015 年，公司接到一批大型薄壁关键

架体结构件的加工任务，现有的五轴工作台

行程段无法满足新型号零件的加工要求。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牛雪平启动了不分昼夜

的“琢磨模式”。

在牛雪平看来，“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断试错，在一遍遍的实践操作和思考

中找到对的路。”就这样，在重复和试错中，

他大胆提出将装夹零件旋转一个复合角度

的方法，成功攻克了这一技术瓶颈，每年能

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上千万元。

“三高”师傅带出能工巧匠

如今，创新已成为牛雪平工作的常态，

在航空工业一线奋斗的 26 年间，他从未停

止向技术山峰攀登。

截至目前，牛雪平个人完成技术创新 40
余项，发表论文 15篇，获得专利 3项，先后获

得全国劳动模范、航空工业技术能手、航空工

业加工中心工种特级技能专家等称号。

2014 年，公司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

劳模创新工作室，2017 年，牛雪平劳模创新

工作室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全国示范性劳

模（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拥有一身绝活的牛雪平将自己的经验

和知识倾囊相授。

在同事张静眼中，小牛师傅是“三高人

员”——能力高、水平高、品行高，“平时，只

要大家有问题请教，他立马就一路小跑地过

来帮你解决问题”。

针对效益提升和质量改进，大到核心领

域的技术攻关，小到一个部件、工具的实用

改进，牛雪平每个月都会组织创新工作室成

员开展技术革新和创新活动。在牛雪平劳

模创新工作室里，多样且实用的学习培训，

不仅帮助企业突破了科研瓶颈，提高了生产

效率、产品品质，也培养出了更多专家型能

工巧匠。

截至目前，工作室完成创新项目 200余

项，技术成果转化率达 95%，累计创收近

4500万元；完成技能培训 2000余人次，培养

出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 1人、机载系统特

级技能专家 4人、河南省技术能手 4人，高级

技师 8人、高级工程师 9人。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查干湖畔新“风”景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刘晓娣 王雪峥

1 月初的一天下午，夕阳西下，东北的野外,伴随塔吊

“长臂”摆动，吉林油田查干湖风场 D1 风机第四节风筒启动

安装。

“在 100 米的高度，受风力影响，人在里边作业会因风筒

转动而眩晕、甚至呕吐，压上机舱后就会好一些。不过今天能

不能压上，还得看‘老天赏不赏脸’。”在安装现场，郭凯峰身穿

厚厚的工作服，嘴里吐出团团哈气。

郭凯峰是吉林油田新能源有限公司北湖风场项目负责

人，D1 风机是该公司在查干湖畔的第五台、也是最后一台吊

装成功的风机。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中国石油第一台风力发电机组在圣

水湖畔正式并网发电，查干冬捕盛况再添“风”景。为了让眼

前这个“大风车”转起来，郭凯峰和同事们自 2022 年 8 月初开

始，就一直奋战在查干湖畔的施工现场。

进入“三九”后，室外气温持续降低，逼近极值，风力风向

也捉摸不定，但郭凯峰和同事们克服困难，马不停蹄抢工期、

赶进度。

37岁的郭凯峰告诉记者，他们平时都舍不得和妻子视频

通话，“今年气温极寒，充电宝不抗冻、掉电快，担心在协调施

工时手机电量不够用”。

让郭凯峰欣慰的是，油田在建的 15万千瓦风光电项目共

有 18 台风机，现已全部安装到位，用他的话说，“吉林油田的

这个春节，过得很‘风光’”。

“目前，投产发电的两台风机，虽然还处于试运行阶段，但

已累计发电 1.6 万多度，这些电量够该生产区一台功率为

22KW 的抽油机连续生产 33 天。这也大大增加了我们建设

‘绿色低碳新型油田’的信心。”看着几公里外查干湖的方向，

郭凯峰满脸自豪。

蜚声海内外的查干湖冬捕盛景近在咫尺，郭凯峰却一次

也没有去看过，他说，每天吹着查干湖面吹来的风，都会感到

“年年有余”……

氧化铝管道的“健康诊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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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徐飞 张建勇

湖北武汉，灯火通明的实验室内，黄传

明计算参数、反复实验，给传统信号灯“降压

增智”；变化莫测的车流中，黄传明和同事们

“争论不休”，为的是让信号灯控制方案更优

化，让车流更顺畅……

这是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科技管

理处民警黄传明职业生涯中的几个片段。

22 年来，他从一位普通民警成长为湖北省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目前已拥有 9 项国家发

明专利和 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带领团队给信号灯装上“最强大脑”，为

城市智慧交通“精打细算”，黄传明让武汉街

头一盏盏小小的信号灯变得更“聪明”。

警营里的发明家

今年 47岁的黄传明，参警之初就和信号

灯打起了交道。

1999 年，他从原武汉汽车工业大学电气

技术专业毕业后，考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江岸大队，一年后调入科技管理处，踏

上交通控制技术研究之路。

红绿灯是城市交通的重要一环，老式信

号灯布线施工麻烦，能耗大、不智能，还有可

能引发触电风险。“一次看到一则新闻，外地

一位市民因信号灯漏电被击中身亡，这对我

触动很大，也激发了我改造信号灯的想法。”

黄传明回忆说。

2018 年 7 月，黄传明参与研发的首批

“总线控制信号灯”在武汉 12 个路口上线运

行。新型信号灯采用 36伏低压直流供电，避

免了原来使用 220 伏电压的触电隐患问题，

使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CAN 总线等技

术后，既能防止外界干扰，又能检测预警，有

效杜绝了红绿灯的各种常见故障。

“你看，整个灯杆内只有一根信号线、一

根电源线，大大节约了成本，施工时间只需 5
小时，工期缩短 8成，还解决了‘飞线入地’问

题，提升了城市形象。”黄传明自豪地说。

截至目前，黄传明在信号控制和应用领

域研究，已经获得 6项国家发明专利。

小调整关乎大民生

2019 年下半年起，武汉交管部门发现，

南湖大道的狮子山北路口的投诉信息渐渐

多了起来，市民纷纷反映早晚高峰经过该路

口排队时间很长，有时要排队到 150 多米以

外的珞狮南路路口，造成车流溢出。

黄传明及团队研究发现，该路口日均车

流达 2.6万辆，一方面是周边 3个小区入住率

不断提高，人流车流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杨

泗港快速路通车，通行压力向南湖大道传

导；此外，路口的左转与直行车流形成交织，

降低了通行效率。

“为此，团队经过激烈讨论，制定了 3
套方案。”黄传明坦言，每个方案都有利弊，

哪 个 方 案 最 高 效 还 是 得 由 市 民 来 体 验 决

定。最终，他们根据现场条件在南湖大道现

有双向 4 车道的基础上扩展出一个新的左

转专用道，并优化信号灯配时，提前放行缓

解左转车辆与对面车辆冲突，方便周边居

民回家。

在黄传明看来，每一个小调整都关乎大

民生，必须尽力达到完美。

给交通信号灯装上“最强大脑”

2000年开始，武汉市的信号灯智能化发展

先后经历了国际合作、消化吸收、自主开发3个阶

段，是全国最早一批建设区域控制系统的城市。

“参警的第 10 年，我就萌生了将不同信

号 灯 控 制 系 统 打 通 整 合 成 一 个 平 台 的 想

法。”黄传明的这个构思，也是武汉市智能信

号灯区域控制系统的雏形。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由于

全市各区智能信号灯系统建设时期不同，所

用的系统品牌、智能化程度不同，将它们进

行统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难的就是把不同厂家的平台信号进

行标准化。”黄传明解释说，经过近两年的努

力，智能信号灯区域控制系统在 2016 年上线

运行，实现了武汉全市 3527 处交通信号灯联

网智能化运行，这套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系统，也成了城市信号灯网络控制的“最

强大脑”。

2019 年，43 岁的黄传明决定向交通管理

人工智能方向继续进发，他一边工作一边攻

读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学位。

目前，他和团队正在建设深度机器学习的交

通信号控制体系，通过打造精致交通为市民

提供更美好的出行体验。

交 警 黄 传 明 带 领 团 队 研 究 创 新 ，让 市 民 出 行 更 顺 畅 ——

他给城市信号灯装上“最强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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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明

“永伟师傅，这些管道结疤，咱们几十年都无法彻底清理

干净，你这装置就能把它清理干净吗？”在中铝矿业有限公司

生产管控中心配料工序的管道口旁，曾有职工向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中铝矿业高级技师、原料磨岗位主操作员王永

伟发问。

王永伟研发的“神器”用出色表现给出了肯定答案。这一

装置以压缩空气为动力，冲击力大，尤其适合莫氏硬度超过

3.0 的结疤清理。同时，装置体积小，能在狭窄管道内进行结

疤清理，清除效果好、清理效率高。

这个让管道畅通无阻的合理化建议派上了大用场。以中

铝矿业氧化铝生产矿浆制备环节运行的两套磨矿单元为例，

每年可节约备品备件消耗、电耗共 74.02万元。这项建议还在

公司 2022年度合理化建议“十大金点子”名单中位列第一，不

仅为氧化铝行业生产后续各类管道清理提供了技术支撑，而

且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近年来，受矿石质量影响，矿石可磨性下降，磨矿过程

中，摇磨次数增加，能耗上升。氧化铝生产中输送的物料具有

高温、高碱且成分复杂的特点，伴有硅酸盐等不溶性物质析

出，沉积在管道内壁上，结疤硬度高，很难清理干净，严重影响

氧化铝成本控制。”作为管道设备的“健康诊疗师”，王永伟产

生了彻底清理氧化铝管道内壁结疤的念头。

自从有了和这个久治不愈的“顽疾”死磕的想法后，王永

伟就和自己较上了劲。他整天把自己“拴在”管道现场，或

是关在工作室里了解设备构造、熟悉设备性能。下班后，他

常常在样机旁一个人做试验，力求通过高强度的清理练习，

把大小适宜的风量及操作手法形成肌肉记忆，固化成准确

数据。

经过近 3个月的设计调试，他研制的“快速清理管道内壁

结疤便携式装置”还真就把久清不畅的管道结疤彻底清理干

净了。

从一名普通的原料磨操作工，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中铝大工匠，王永伟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 100 余

项，总结出多项以他名字命名的操作法，为企业创效 1000 多

万元。

王永伟表示，新的一年，他打算和劳模创新工作室的

同事们一起，结合生产实际，不断解决在生产一线遇到的难

点技术问题，推动公司的合理化建议和小改小革活动纵深

发展。

穿行黄山的“云端信使”

图为牛雪平
在郑州飞机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数
控加工厂房进行
工件测量。

郑州市总工会供图

2月1日，谢菲俊在投递邮件的山路上。
作为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唯一的邮政步

班投递员，90后小伙谢菲俊每天要背负几
十斤的邮包在平均海拔 1300 多米的“云
端”徒步12公里，上下台阶约12000级，将
各种邮件送达 33个投递点。由于山高路
远，又是安徽省海拔最高的投递段道，谢菲
俊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云端信使”。

在曲折险峻的邮路上，谢菲俊七年来投
递信件 12.26 万件、包裹 6.78 万件、报刊
184.6万份，2022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邮路上七年如一日的坚守，谢菲俊从
来没有退缩过，他的邮包里装的不仅是邮
件，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只要有人在，
邮件就会抵达。”

新华社记者 曹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