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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新产品淘汰我们”

“我觉得干技术，就得不断尝试，不断

与世界先进的技术接轨，作为一名技术工

人，我们就得不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不

能让新产品淘汰我们。”作为中国中车首席

技能操作专家，张雪松总是信心满满地面

对每一次技术挑战。

1973 年出生的张雪松成长于铁路社

区，爷爷和叔叔都是铁路一线的工人，张雪

松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铁路上的那些事

儿，对铁轨上的火车和装备有着强烈的好

奇心。1992年，张雪松从唐山机车车辆技

工学校毕业进入中车唐山公司，成了一名

铁路技术工人。张雪松先后从事机械钳

工、工具钳工、车辆钳工等工作。工作当

年，张雪松便在唐山市青工技能大赛上取

得钳工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了唐山市技术

能手称号。

干就干出中国高铁的精品

2005年，中车唐山公司与德国西门子

公司合作研发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制造

技术，此举让长期从事传统铁路客车制造

的中车唐山公司一下子站到了世界顶尖技

术的最前沿。

当时 32 岁的钳工张雪松主动迎接了

人生的新挑战。张雪松带领铆钳班研究高

速动车组铝合金车体生产技术，并在一个

月内造出试验车体。

铝合金车体与传统的碳钢车体完全不

同，极易产生焊接变形、翘曲等技术问题。

当时，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料和相应的设备、

工具，更没有任何的制造经验，张雪松带领

技术攻关团队，从一个个小的截面进行实

验调整，2米成功以后延长到5米，5米成功

以后延长到10米……历经上千次试验，制

作出焊接夹具、装配定位板、反变形工装卡

具等66套工具，形成工艺文件和操作指导

书 72 项，为动车组整车生产制定出了“中

国创造”的技术参数。

动车组开始大规模生产后，如何让生

产动车组的几十台进口数控设备不“撂挑

子”，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张雪松算

过一笔账，请外国专家来维修，工时非常

贵，由于技术上的短板，还总会受到别人的

制约。为改变这种束缚，张雪松做了一个

大胆决定，由钳工“转行”搞数控机床装调

维修，做进口设备的“保健医生”。

从2007年开始，张雪松先后多次报名

参加工厂数控机床培训，他在实践中边学

边摸索，带领工友们完成了20多项工装设

备技术改造，弥补了进口设备的缺陷，保证

了正常生产，创造经济效益数百万元。

2009年，“半路出家”的张雪松又获得

了河北省技能大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第

一名，成了钳工和机床维修的“双料”状元。

让“中国制造”成为“中国创造”

一次次的技术攻关和改进为张雪松赢

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技术能手、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张雪松还是中国

中车首席技能操作专家、中华技能大奖获

得者、中车唐山公司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

高级技师、机修钳工高级技师。

2010年，中车唐山公司设立了“张雪松

工作室”，由张雪松牵头专门开展一线技术

攻关、工艺革新，培养高级操作技能人才。

张雪松用满载荣誉和责任的双肩挑起高速

动车组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担当。

依托工作室，张雪松带动铝合金厂技术

工人，成立了13个创新活动小组，每年工作

室都能完成一百多项创新，多项技术填补了

国内空白。每年都有十多项高速动车组铝

合金车体生产现场疑难问题得以解决。

2013年，“张雪松工作室”被国家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为“张雪松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2015年，又被中华全国

总工会命名为“劳模创新工作室”。

从2017年起，张雪松开始带领团队着

手研究铝合金车体“智能制造”新模式，寻

求用自动化生产线和机器人来替代过去劳

动强度极大的人工操作。

本报讯（记者呼延世

聪）今年以来，在“多证合

一”的改革推动下，我省市

场活力不断被激发。据统

计，今年 1—8 月份全省新

登记市场主体 64.15 万户，

平均每天新登记 2640 户，

同比增长 5.9%。截至 8 月

底，全省市场主体总量已达

到 436.03 万户，同比增长

17.29%。

为进一步扩大整合证

照事项范围，以“减证”推动

“简政”，我省于9月30日在

全省范围内实行“二十三证

合一”。省工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证照改革以“减证”

为核心，只整合信息采集、记

载公示、管理备查类的一般

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项，以

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

府部门管理需要的涉企证照

事项的要求，行政许可类事

项不予整合，被整合的相关

涉企证照均不再发放。

在营业执照上加载“多

证合一”证照整合事项信

息，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河北）公示，推进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

执照广泛应用。

实行“多证合一”后，为

了加强信息共享，将继续推

进省、市两级信息共享平台

建设，确保“多证合一”信息

及时传递交换。依托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

北），建设省“多证合一”信

息共享交换平台。目前，各

设区市 9 月底前已基本完

成市级政务平台建设，对全

省业务系统不统一的事项，

依托市级政务平台实现市、

县两级“多证合一”信息共

享交换，努力实现以信息共

享为支撑，让“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

相关部门除按要求统筹推

进外，还要结合本地实际进

行具体改革。鼓励各地发

挥行政审批局“一个部门管

理、一个窗口办事、一个公

章审批”的综合优势，对不

属于“多证合一”整合范围

的行政许可类事项，积极推

行“并联审批”“证照同办”

“证照联办”等多种审批方

式，实行“档案共享、信息互

认”，相同材料不再提交，相

同信息不再采集。

按照相关要求，省工商

局联合省编委办、省人社

厅、省商务厅等13个部门，

对各地推进落实“多证合

一”改革情况进行了专项督

查，有力推进了改革落实落

地。

以“减证”推动“简政”
我省实现“二十三证合一”

本报讯（记者李会嫔

通讯员王平）10 月 11 日上

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暨京

津冀历史学会协作大会在

河北师范大学召开。会上

大运河（河北段）文化研究

正式启动。

据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

是河北省委的河北省重点

培育智库。成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中心，深入挖掘整理河北优

秀历史文化资源，对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建立

我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中心建设和发展

将努力彰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时代价值，着力体现

河北历史文化的独特风貌，

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研究的

资政作用。

会上大运河（河北段）

文化研究启动，河北师范大

学将重点围绕河北和京津

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

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

开展工作。

来自邢台市桥西区、博

野县、石家庄市鹿泉区、定州

市、张家口市桥西区、涞水

县、邢台县的政府代表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京津冀历史学会协作大会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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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车 唐 山 机

车车辆有限公司（简

称中车唐山公司）的

生产车间里，一身蓝

灰色工装，一副文气

的眼镜，文质彬彬的

张雪松作为中国“第

一代高铁工人”，20

多年来，一次次攻克

技术难关，奋力追赶

并创造着国际先进

水平。

本报记者 闫漪 通讯员 吴可超 文/图

资讯

张雪松对技术孜孜以求张雪松对技术孜孜以求,,打造中国高铁精品打造中国高铁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