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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技绝活G 用钻床在蛋壳上刻下“匠心”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日前，在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上，“弹药精度的把关人”中国兵
器西北工业集团钳工张新停用台式钻床给鸡蛋、鹌鹑蛋去壳，并在蛋壳上刻下“匠心”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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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

“我对这件工具的改进很小，更谈不上有

什么创新发明。”日前，重庆一制造企业的模

具维修工人陈亮在改造一维修工具后遇到一

点烦心事。陈亮说，他只是给工具的握把加

装了延长杆和防滑套，车间的领导不仅要他

形成书面文字，给公司报上去，还要在这个基

础上，继续改进工具。

据了解，当前，创新已成为企业生存发展

的重要因素，职工科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在实践中，因企业盲目开展创新活动，

让部分职工陷入“被动创新”怪圈，还有一线

职工因受自身文化水平、工作分工，缺乏激励

机制等因素限制，导致出现专利申报及成果

转化难等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提档升级，

也让职工的创新热情受挫。

如何打破职工科创“藩篱”，点燃创新激

情？既是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职

工心中所盼。

职工陷入“被动创新”怪圈

陈亮所在的公司去年给维修工更换了一

些维修工具，其中，一件可以适用于多种螺丝

规格的扳手，因握把较短，不好操作，陈亮便

对其进行了改造。工具改造后，是好用了很

多，可后续的事情却让他直呼“赶鸭子上架”。

他坦言，改造工具的出发点是让工作更

省力，以前也曾多次改进老工具，从来没有谁

让自己用文字的方式，写下改造的背景、原

因、实验过程、最终效果，后续改进方案等。

“我就是一个维修工人，没有多高的文化水

平，哪里写得出来。”陈亮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该公司要求一线职工大力开

展革新工艺、改进工具、创新技术的活动。这

些企业一线职工只要做出了对常规工作以外

的探索，且只要稍微有一点成效，都会被要求

进行深度创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企业的一线职

工在岗位上进行技术革新，给企业带来了“甜

头”，这也导致部分企业盲目要求职工进行创

新活动。

采访中，多名一线职工向记者透露，他们

陷入了“被动创新”的怪圈。有一家企业的职

工向记者反映，技术研发团队经常到生产一线

向他们咨询创新意见，还让他们利用业余时

间，加工一些看起来就不靠谱的工具，称“给一

些职工参与高技术含量的创新项目”。“这不仅

不能改进技术，促进生产，更给我们正常生产

添堵，也让我们丧失了创新创造的热情。”

创新面临多重桎梏

相较于部分职工苦恼的“被动创新”，另

一部分有“主动创新”热情的职工却面临着缺

乏创新平台、支持力度有限、专利申报和成果

转化难等多重桎梏。

中铁建工集团明月湖云上山麓科创基地

项目的总工庹万军介绍，近年来，随着建筑工

程行业“智慧”程度的提升，一线技术职工或

被动或主动融入“智慧工地”建设。由于部分

企业、项目部缺乏专利意识和激励机制，让不

少职工的创新成果面临“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尴尬局面。

他举例道，该项目今年申报了多个实用

新型专利，其中，申报的名为“一种预制式竖

向后浇带模板”专利，就是解决施工过程中，

特殊地带混凝土浇筑难、质量不好控制的问

题，这一问题大多数建筑项目都会遇到，各个

工地都有各自的解决办法，但鲜有工地申报

了专利。

庹万军坦言，对于建筑项目技术团队来

说，第一要务是保障项目安全、如期推进，在

推进首要任务的过程中，出现了新发明，一些

项目部的态度通常停留在“解决建设任务即

可”，对后续申报专利秉持“有固然可喜，没有

也无所谓”的观念。

此外，制约职工主动创新积极性的另一

关键点在于创新成果转化难。重庆一能源

企业的职工李高告诉记者，他已经申请并获

得四项国家专利，比较成熟的两项创新成果

是“全自动阻车装置”“无钥匙新型门锁”，并

得到了相关专业人士认可，但始终没有投入

生产。

李高说，这两项成果要孵化还需要相关安

全标志，但申请安标程序复杂，不仅需要提供

图纸、新设备样品等，还需要组织专家组会诊

审查，保守估计各项费用加起来要 30多万元。

而企业由于经营困难，只能将其暂时搁置。

和李高有类似经历的职工不在少数。不

少企业科创人员向记者反映，有些科技成果

还锁在文件柜里，很难走出去，长久以往，职

工、企业的创新激情都会被磨灭。

要让职工发明家“名利双收”

在中铁建工集团重庆东站 2标项目部的

BIM 与信息化专员段先航看来，让职工发明

家“名利双收”，是最能直接激发职工创新激

情的方式。

段先航告诉记者，他开发的“群塔自动化

计算”程序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这让我不

仅得到了更多的学习、培训机会，还增加了收

入，更重要的是未来晋升有了更多可能性”。

“要调动职工创新的积极性，关键在于让

职工获得的收益和付出成正比。”该集团深汕

科技生态园 B 区项目党支部书记余洋表示，

不少职工反映，他们之所以愿意尝试用新方

法、新手段解决生产问题，就是因为项目会

“按劳”给予奖励，同时，在申报专利、参评奖

项时也可以署名。

记者还注意到，近年来，让职工发明家

“有名又有利”的呼声不断，各地纷纷在推进

职工创新成果上下苦功，例如，重庆市新修订

的《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赋予了

科技成果完成人更多职务科技成果权属。但

是，职工技术创新“出力与获利不对等”状况

依然较普遍存在。

为此，有专家建议，当前，应着力完善“职

工技术创新成果孵化转化服务中心”网上平

台，用市场化的手段帮助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找“婆家”，助推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

与分配制度的建立完善，实现多劳者多得、技

高者多得。

一些企业盲目开展创新活动，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反而给职工增加负担——

如何让职工走出“被动创新”怪圈

创新在一线G

高速铁路不断“上新”电务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应运而生——

“智慧大脑”为安全运行带来更多动能

阅 读 提 示
一些企业盲目开展创新活动，让部分职工陷入“被动创新”怪圈，只要做出了对常规工

作以外的探索，且只要稍微有一点成效，都会被要求进行深度创新并进行书面汇报总结，这

不仅不能改进技术、促进生产，反而给职工增加负担，容易让职工丧失创新创造的热情。

打通科技、产业、金融通道

133家高新区试点企业创新积分制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记者从科技部火炬中心获悉，近日由中

国银行联合科技部火炬中心举办的“走进高新区”系列活动首站在

无锡启动，活动期间科技部火炬中心介绍了创新积分制相关情况。

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吕先志表示，火炬中心一直将打

通科技、产业、金融通道作为重点工作任务，主动开展科技金融

方面的战略及政策研究，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科技创新再贷

款货币政策，深化与重点金融机构合作，大力实施企业创新积

分制，已取得积极成效。截至目前，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单位

已覆盖133家高新区，积分企业超过11万家。支持包括中国银

行等在内的10多家重点金融机构开发上线了“创新积分贷”产

品，2022年为积分企业提供授信达1178.6亿元。

中国银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赵楠介绍了中银—火炬“创

新积分贷”和创新积分模型“预授信”等中行特色金融产品及服

务。中国银行在火炬中心创新积分制的基础上，面向创新能力

强、成长潜力大的科技企业，改变商业银行传统风控理念，帮助

企业解决“轻资产、难抵押”问题。

下一步，火炬中心将深入落实《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

融资行动方案》，将“企业创新积分制”凝炼提升为全国性的企业

科技创新属性评价标准，在全国全面推广实施企业创新积分

制，持续完善评价指标和量化模型，建立全国统一、部门认可、机

构互认的新属性企业科技创评价体系。同时，将进一步拓展创

新积分在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应用场景，不断健全金融风险和数

据安全防控机制。

为一线解决生产难题

建好属于钻井工的“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周怿 通讯员李燕 刘涛）走进胜利油田工程

公司海洋钻井公司罗泽民创新工作室，几面墙上挂满了他和

徒弟们的荣誉，创新成果整齐排列，专用工具、配套设施等映

入眼帘。近日，工作室被命名“中国石化示范性职工创新工作

室”，罗泽民表示，创建初衷就是多为一线解决生产难题，多将

成果转化成效益，多培养技能人才。

“咱们钻井工倒班回来能有个实操训练、交流学习的地方

就好了。”2018年底，罗泽民听到钻井工之间的交流后，便结合

单位人力资源、工会等部门创建了“海洋钻井石油钻井工综合

训练室”。五年来，工作室面积越来越大，成员已经近 40人。工

作室也开始立足一线解决难题，确保海上生产提速提质提效。

“平台生产遇到的难题，就是我们攻关的课题。”钻井二开

施工前，安装防喷器液压管线慢，罗泽民等人查阅资料，咨询

专业厂家，设计出防喷器液压管线对接装置工具，节约了安装

时间，提高了施工时效；针对固井泵拆装柱塞困难的问题，通

过多次现场试验改进，使拆装时间由 4 人 5 小时缩短至 2 人 2
小时；针对进口铁钻工价格昂贵，配件购买周期长的问题，团

队与厂家联合攻关，设计了“钻井 CH80智能机器人”，在胜利

十号平台成功应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据悉，工作室成立以来，完成 40余项创新成果，发表 23篇

论文，取得 20余项国家专利，解决一线生产难题 210余项，创经

济效益上千万元。如今，工作室成为技能人才的孵化器，共有

52名首席技师、主任技师、高级技师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学习。

新技术新工艺为项目保驾护航

敦当高速一工程获省建设工程飞天奖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赵纯杰）近日，甘肃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2021-2023年度（第一批）甘肃省建设工程飞天奖评

选结果在兰州揭晓，由中铁十五局五公司承建柳格国高

（G3011）敦煌至当金山口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K187+039.5 跨

线特大桥工程荣获甘肃省建设工程最高质量奖项飞天奖。

据悉，K187+039.5 跨线特大桥全长 1417 米，是全国首座

钢箱梁特大桥，上跨敦格铁路和 G215高速，施工地地处高寒、

强紫外线及大风沙戈壁地区，沿线水源严重匮乏，但突发性洪

水净流量极大。地段原状土以(亚)硫酸盐盐渍土为主，局部

地段为氯盐盐渍土，对桥梁下部混凝土腐蚀性较强。为有效

解决上述问题，大桥下部结构采用高抗硫混凝土，桥梁上部结

构全部采用 30m、40m钢-混组合梁。

据了解，施工过程中项目部攻坚克难，用新技术新工艺为

项目保驾护航。钢箱梁纵向焊接、隔板与腹板焊接及焊缝检

测是特大桥质量过程控制重点。在进行桩基钢筋笼加工对接

时，采用了钢筋套箍连接器，将两根相邻的钢筋临时定位为一

体，节约加工时间，减少套筒内丝与钢筋端头丝的磨损，提高

了钢筋笼加工制作的效率和精度。项目还自创焊机、气瓶和

管线一体式收纳推车，满足了钢筋加工厂焊机、气瓶多种配合

机械运输。

该工程自开始通车运营以来，桥面、伸缩缝无破损，各类

交安设施完整，桥面排水良好，结构安全、稳定，满足设计要求

和各项使用功能。

我国学者研发出新型铁电材料

让柔性可穿戴设备更“随和”
据新华社电（记者朱涵）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团队研发出一种兼具弹性与铁电性的新型高分子铁电

材料，有望解决传统铁电材料在制造柔性可穿戴设备时难以

保持性能稳定的问题。相关论文 4日发表于《科学》杂志。

“铁电材料可用在计算机存储器、高精度电机、超敏感传

感器和声呐设备等电子产品中，也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平

板电脑等电子设备中必不可少的材料。”论文通讯作者之一、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胡本林表示，铁电材料是一种

绝缘性的多功能材料，具备高介电常数、压电性、热电性和电

制冷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其可被用于高储能密度电容器、能

量转换设备，并对温度变化敏感。

“作为制造柔性可穿戴设备的重要材料之一，铁电材料的

弹性化迫在眉睫。”胡本林表示，传统铁电材料的铁电性来源

于材料中的结晶部分，但晶体本身几乎不具备弹性，因而铁电

性和弹性难以兼顾。

团队基于对铁电材料结构的研究，创新提出“弹性铁电”

概念，通过“微交联法”精准设计和控制材料结构，创制出拉伸

率高达 125%的弹性铁电材料。

“我们把弹性铁电材料拉伸到原长度约 2倍后发现，这种

材料不但能保持原有的铁电性，还能在外力撤除后迅速恢复

原状。”论文另一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员李

润伟表示，用弹性铁电材料做成的传感器将更加随和，具有更

高的测量精度、更好的穿戴舒适性。“例如手机就离柔软贴身

可任意弯折又近了一步，未来不仅有望更便携，还可能集成在

衣物上。”

本报记者 张嫱

“设备恢复！”近日，在国铁济南局青岛电

务段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一场针对高铁信号

设备抢修的“无脚本”式应急演练仅用了 30
多分钟便顺利结束。整场演练快捷高效的背

后，离不开电务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的“算

力”支撑。

随着我国铁路快速发展，尤其是高速铁

路不断“上新”，对于铁路的安全治理提出了

更高要求。电务大数据智能运维平台便是青

岛电务段推出的最新利器。在演练中，“坐镇

军中”的“指战员”远程指挥 100 多公里以外

的高密北站，运筹帷幄，化危为安，并通过网

络连线，实现了与现场一线、相邻车间、设备

厂家的多维联动。

而这，仅仅只是大数据平台“智慧大脑”

助力安全生产的一个缩影。

从“应变”到“求变”

一直以来，完善技防体系建设都是该单

位提高安全水平的发力点。自动化检修作业

系统，全天候设备监测体系，职工作业可视化

监控……每一项技术的运用都为安全生产带

来了更多保障。

“电务的精密性在于数以万计的设备、数

以亿计的复杂回路一点不能差、差一点都不

行。”据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周新元介绍，

原有技防手段存在着重采集轻分析、重单项

轻集成的弊端，尤其是虽然同时使用多个信

息系统，但相互之间并不联通。症结找到了，

该如何解决？一场数据重组、系统破壁的攻

坚行动正式开启。

青岛电务段全体干部职工迅速成立了

来自不同科室，20 多人组成的工作专班，对

5 个厂家、10 余种系统、数十类表格数据接

入、汇总、清洗，历时长达半年，前后更迭 4
个版本，终于搭建起了适用于各种数据的系

统架构。

据了解这套系统共分为“设备质量管理”

“生产组织管理”“人员行为分析”“应急处置

管理”四大功能板块，囊括了健康度统计表、

问题库、优良率对比表等近百个子模块。

管理跟着预警跑

大数据平台最突出的特点是实现了数

据主动“开口说话”，自动生成分析报告，让

安全管理精准高效，直击痛点。“设备质量

报告就像‘体检单’，及时提醒人员维修亚

健康状况的设备；生产组织作业报告就像

‘任务单’，实时呈现了当前的工作进度；人

员行为分析报告就像‘成绩单’，个人的工

作表现一目了然……”信息管理中心主任

苏辉讲道。

通过“报告式”的创新应用，让设备、生

产、人员、应急等要素的关键信息直观呈现，

并通过拉通各个分报告间的关联，最大化利

用数据产生的价值，让质量管控更有针对性，

生产组织更加精细化，过程监督更具指导

性。自投入使用后，大数据平台发现重点隐

患 584 件，实现了管理跟着预警跑的安全治

理新路子。

如今，这里每一个设备都有“健康分评价

树”，每一天任务都有质量统计，每一名职工

都有“绩效评价图”，专业创新、管理创新、科

技创新迈出了关键一步。

从“要我干”到“要干好”

维修质量提高了，安全问题减少了，工作

强度下降了，更为重要的是职工的标准意识

和创新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句话放在电务

身上毫不为过，为了保障安全，单单是作业指

导书就有 229个，但现场情况非常复杂，很难

面面俱到。”安全科副科长刘雨佳告诉记者。

而大数据平台就像是所有作业指导书集成的

人工智能，能够严格按照标准智能分析设备

健康状态，应该如何维修，维修到什么标准在

作业之前心中就有了“一本账”，让干标准活

儿、做标准人成为他们日常作业习惯。

同时，在大数据应用的澎湃新潮带动下，

青岛电务段的职工也在信息化数据化创新的

路上开始了更多思考，二维码电缆信息名片、

应急处置流程 APP、隐患问题可视化分析系

统等来自现场一线和专业科室的创新应用正

在加速落地，激荡起青岛电务段向好向上高

质量发展的更多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