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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铸伟业
——新时代大工匠的责任与担当

“工匠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

后，时隔仅一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到“工匠精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

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时代的发展呼唤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也涌现出大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他们凭着执着和钻研，努力将自己的职业技能做到完美和极致，从而带动所在

领域整体技术水平提升。身怀绝技的他们用全身心地投入诠释了新时代大工

匠的责任与担当。

燕都融媒体记者 卢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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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促进领域内
整体技术水平提升，作为技能
人才的佼佼者，执着专注精益
求精的能工巧匠们正以强烈的
使命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奏
响时代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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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提

起“刘志彬”这个名字，焊工们的眼神

里除了敬佩还有尊敬。在他们眼里，

刘志彬是师傅，更是焊接技术领域的

一座山峰。

刘志彬是一名60后，共产党员，

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

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大工匠、高铁

工匠、中国中车集团首席技能专家。

诸多荣誉，其实是刘志彬执着坚守、

精益求精的写照。

1985年，18岁的刘志彬从技校毕

业来到石家庄车辆厂工作，成为这里

的一名焊接工人。凭着年轻人的激

情和一股韧劲，刘志彬勤学苦练。他

经常利用午休时间，拿着废弃的材

料，一个人悄悄地练习，以探寻最佳

的操作方法和焊接参数。虽然眼睛

被焊弧灼伤了无数次，皮肤被焊星烧

伤留下数不清的疤，但领导和同事从

来没听到他抱怨过一次。经过无数

次磨砺，刘志彬24岁就成为了公司最

年轻的焊接技师，33岁成为公司最年

轻的高级技师。

36 年的轨道交通装备焊接制造

工作，刘志彬创造了50余项焊接新工

艺、新技术；他拥有29项国家发明专

利，100余项操作法和绝招绝技被著

书成册推广应用。他主持研发的

SO3——特种装备平车项目获得国家

级科技成果一等奖。他独创了焊接

变形及收缩量控制的特殊方法，将焊

接变形控制在毫米以内，填补了行业

空白，他参与焊接的国际铁路轨道装

备达到十几个车型，沿着“一带一路”

走向了世界，远销澳大利亚、巴西等

十几个国家。

中、侧梁是我国铁路货车NX70、

KM70等车型的主要部件，采用抽鱼

腹结构。对中梁鱼腹切割时，因中梁

受热变形，影响切割相关尺寸，导致切

割质量不易控制。针对这个缺陷，刘

志彬带领工作室的团队成员，经过对

两千多根中、侧梁切割验证，最终研制

出全自动变轨切割机，还获得了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使用这种新型切割

机，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了 99.6%以

上，效率提升66.7%，人员减少62.5%。

1986 年出生的闫敏芳是 2021 年

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还曾在2019年

中国技能大赛——半导体分立器件

和集成电路装调工比赛中获得第一

名。她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三研究所半导体分立器件装调工，

被誉为“键合行业‘军工绣娘’”。

闫敏芳2006年参加工作，做的工

作是引线键合，就是在高倍显微镜

下，用比头发丝还细的金线、铝线将

芯片与外部电路连通。这里需要的

键合器件，最小的不到0.2毫米，最大

也不超过10厘米，键合所用的引线都

是微米量级。这项工作要求手眼完

美结合、人机一体。

苦练基本功，仔细观察总结得

失，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追求，促

使闫敏芳快速成长起来。每次接到

任务，闫敏芳总是对照标准反复观

察，遇到棘手的问题，她冷静思考，分

析透彻，措施到位了，再动手操作。

“质量是制造出来的，不是靠检

验出来的，因此把控生产制造过程至

关重要。”这是闫敏芳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她说，每一个产品，必须

按照“最高标准”去做。高标准就得

严格要求自己，“产品零缺陷”“不接

收不良、不制造不良、不移交不良”成

了她的工作目标。

至今，闫敏芳已参与完成了近百

万只产品的键合任务，共计完成键合

引线上千万根，实现了零失误！她

说，作为一线技工，就是要在平凡岗

位上，时刻牢记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以精湛的技艺打造出“国之重器”。

今年年初，闫敏芳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直是我的理想。”闫敏芳说。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建

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就必

须让更多的年轻人掌握基本技能的同时具备创

新能力。于是，大工匠们又用导师带徒的方式

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新时代技艺创新传承的重

任。

“焊接是很严肃的事情，要做个有心人，不

但要把焊缝焊好，还要知道原材料的特性……”

每次给徒弟讲课传授技艺的时候，刘志彬用通

俗的语言代替专业术语，根据每个人的脾气秉

性，因人施教。他把自己多年的工作心得总结

起来，并融入到操作规范中，让徒弟们一步一个

脚印儿，扎扎实实地提高焊接技能。“只有形成

标准操作才能让工艺走向极致。”刘志彬说。

除了传授技艺，刘志彬对徒弟们的要求也

非常严格。在车间里转一圈，仅凭焊接的声音

和弧光的频闪，他就能发现谁的操作有问题。

“身体不舒服、情绪不好都可能导致拿枪的手哆

嗦，进而影响焊接质量；如果电流电压没调好，

则可能导致飞溅不稳定。”每到这时，刘志彬总

会停下来，询问具体情况，并进行处理，保证焊

接质量。

师傅要求严格，受益的是徒弟们。如今刘

志彬可谓桃李满天下，几年来，他培训的员工达

到5000余人次，其中18人取得电焊工高级技师

资格、48人取得电焊工技师资格，453人获得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工资格，20人获得国际焊

工资质，13 人获得中国中车集团、公司技能专

家，徒弟马振峰等3人获得河北省突出贡献技

师，李强等7人获得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能

工巧匠、河北省职工创新工作室领衔人。

自2017年开始，河北省总工会每年组织开

展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寻访，目前共发布了

“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40名、“河北工匠年度

人物”30名。而这些身怀绝技的工匠们也勇敢

地担当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各行各业发挥

了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

据河北省总工会统计，近年来，通过实施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倍增计划，已建立

创新工作室全国示范性、省级、市级、县级和企

业级等不同层次的创新工作室5200多家，其中

国家级18家，位居全国第一；联合省科技厅命

名省级698家，位居全国前列。

“实践证明，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已发展成为有效解决企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

的‘攻关站’，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培

养高技能人才的‘练兵场’。”河北省总工会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300多人

被评为全国和省部级劳动模范，350多个创新工

作室被授予省工人先锋号，21个创新工作室被

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全省各级创新工作室汇

集中青年高技能人才4万多人，通过开展技术攻

关、技术交流、技术协作等活动，解决生产技术难

题5万多项，取得较大创新成果2万多项、实现成

果转化1.6万项，获得国家专利2.5万项。

中国中车集团“钢铁裁缝”

军工绣娘打造“国之重器”

培养更多年轻人传承创新

工匠们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新时代大工匠

8080后大工匠闫敏芳以精湛技艺打造后大工匠闫敏芳以精湛技艺打造““国之重器国之重器””。。

刘志彬对技师进行赛后指导刘志彬对技师进行赛后指导。。

20212021年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年河北大工匠年度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