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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峰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五一劳动节前夕，本报刊发10位首届“龙江工匠年度人物”事迹，讲述他们爱岗敬业、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协作共进、努力奉献的故事。

人们仰望这些熠熠生辉的“龙江工匠”，同时也在思考“工匠”之新内涵。何谓“工匠”？传统理解为手艺工人。但在向高

端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工匠”的定义早已泛化为“各行各业的优秀技能人才”。

时代在发展，“工匠”的定义边界在不断拓宽。这也意味着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实现“工匠”梦想。光环环绕

下的“龙江工匠”们以行动告诉世人，不论行业、不论身份，唯有“穷其一生，专注一事”，方能成为“工匠”。时代迭变，大浪淘

沙。从“传统匠人”到“龙江工匠”，定义在变，“敬业、专注、创新”的精神永远不变。

放眼龙江大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正用智慧、奉献、拼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自豪与荣光。在这发展的洪流中，

以“工匠”精神校准行为，树立目标，必将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新时代的“龙江工匠”，谱写龙江振兴发展壮丽新篇章。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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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董礼涛，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数控铣
工。他参与加工制造了国产首台30MW燃压机组，摘
取了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先后有120余项技术
攻关应用到生产实践当中，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6000
余万元。

同样的机床，别的铣工将孔洞尺寸误差控制在
0.05毫米范围内，董礼涛想的是能不能控制在 0.02毫
米；别人将部件表面粗糙度打磨到 6.3，他则瞄准了更
高一级的3.2乃至1.6。凭着精益、细微、极致的工匠精
神，董礼涛将机械误差成功控制在了0.01毫米，仅有一
根头发丝直径的六分之一左右，实现了大型设备加工
领域的精度新高度。

国产首台用于国家西气东输项目烟墩站的燃气
增压设备，机组的核心部件大多是高温合金等难加工
材料，结构极其复杂，需要加工的部位非常多，更难

的是尺寸精度要求特别高。“当时国内没有生产过这
种构造复杂的机组。”没有工艺指导，没有加工参数，
董礼涛天天守在机床旁，反复调试。他根据机床本
身的特性，自行设计了一套柔性工装，结构简单、制
作方便，可以拆分、组合，还能适应不同结构和异形
零部件的安装、定位、夹紧。该工装在燃压机组的生
产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获得了发明专利和实
用新型专利。该机组在中石油西部管道一次点火成
功，标志着国产化大型装备工业应用步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阶段。

产业报国，追求卓越。近年来，董礼涛参与我省
创新工作室联盟建设，致力于解决装备制造企业“卡
脖子”技术难题，助力中国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他的事迹被编入中国青少年教育丛书《共和国的建设
者》，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毫厘之间雕琢“中国精度”

王英武，中国航发东安民机与科研分厂车工。他
以一项项革新发明，为实现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和生
产制造作出突出贡献。

用刀杆1毫米的车刀，在不锈钢长杆螺丝的3毫米
内孔里车一个内沟糟，无异于“钢丝绳上跳芭蕾”，常人
很难做到。然而，在没有现成工具的情况下，王英武日
思夜研，设计出一把车刀，刀杆细得仿佛针一样。凭借
这把刀，他最终确保了产品合格交付。

年轻时的王英武，好学上进不服输，各式各样的车
床被他一一玩转。车工是“三分技术七分刀”，他深知
这个理儿。由于家庭困难，舍不得买刀，他就捡别人扔
的废刀练习。有时候，一个上午就能磨三十多把刀。
刀越磨越短，技术越练越精。

“要成为一名好工人，还应该一专多能。”仅用一年
时间，他就晋升为大内径磨工工种的高级工人，车、铣、

磨、钳四大工种样样精通。
王英武从事的工装加工，属于机械加工行业难度

较大的加工类型。其中，锥度量规就是个“老大难”，它
着色在 90%以上，光洁度要求极高。经过反复琢磨试
制，王英武干出了高精度的锥度量规，解决了生产上的
瓶颈问题；一种涨圈产品加工几十年，合格率仅为
10%，王英武参与攻关，产品合格率最终提高了8倍；涡
轴-16发动机是中法联合研制，研发阶段一种大型薄
壁铝件防火墙的加工在数控机床上卡了壳儿。王英武
打破常规，研究出一种新的装夹方法，在普通机床上漂
亮地完成了加工……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就是王英武。爱琢磨，常常
总结方法、摸索规律，尝试着进行加工方法的创新。他
说：“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不能光苦干，还要
巧干！”

精湛刀法挑战“不可能”

王国峰，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铸锻钢事业部热
处理厂三班班长。工作25年来，他先后带头参与完成
我国多个关键产品热处理，累计执行热处理工艺48万
吨，为实现超大型核电、钢铁设备核心部件的国产化作
出了重要贡献。

“大力发展先进热处理技术是制造大国走向制造
强国的必由之路。”站在世界最大也是国内唯一的巨型
卧式差温炉旁，王国峰讲道。为了充分使用好这台高
规格差温炉，他带领团队双管齐下开展系统研究。“炉
里面有 30个烧嘴，我们要不断调整烧嘴的火焰长度，
减少温差，达到提高边部硬度的目的。支承辊硬度的
均匀性占比提高了，质量也就提升了。”

2019 年以来，王国峰率领团队持续改进优化操
作，助力中国一重的大型高品质支承辊制造走上了

国产化、批量化、产业化之路，年创造产值约 5.5 亿
元。

2014 年，王国峰接到国内首件重达 312 吨的常
规岛核电低压汽轮机转子生产任务。面对这一“巨无
霸”，他带领团队一边研究工艺流程，一边指挥操作，解
决了吊装、炉内摆放方式、喷淬系统优化等问题。在热
处理百万千瓦发电机转子时，他根据炉台实际情况设
计装夹方案，对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逐一提出
解决办法，反复论证，确保可行性，使此件超大型发电
机转子一次性调试合格。

中国一重从此打破了常规岛整锻低压转子全球唯
一供货商——日本 JSW的技术垄断，摆脱受制于人的
困境，实现了常规岛设备核心部件的自主制造，为我国
迈向制造强国增添了新的动力。

在技术优化中打破国外垄断

王海，中国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货车分厂
电焊工。30年生产一线的磨砺，使他成为焊接领域的
领军人物。108项成果荣获公司技术创新成果奖，获
实用新型专利16项，累计为公司创造价值500多万元。

在澳大利亚某车型试制过程中，底门在国内第一
台采用铝合金焊接结构。该车载重 120吨，底门又是
重要的承载部件，对强度和焊接质量均提出更高要
求。王海带领团队从焊机、焊材的选用，焊接工艺参数
的制定，焊前预热和层间温度的控制，以及试件的焊接
方法和操作细节等，多方面考虑和设定，反复试验比
对。最终，以最快的速度圆满解决难题，成功填补了公
司铝合金焊接的空白。

为澳大利亚某矿业公司批量生产不锈钢矿石车，
是公司抢占澳大利亚铁路货车高端市场的重要一役。
王海现场对焊接质量进行全面监管，同时采用创新操
作方法，使整体焊接质量提升了一个台阶。该批产品

是“齐车”第一次整车出口发达国家，公司一举打开国
际市场。

在带队赴澳大利亚对粮食漏斗车和煤炭漏斗车
进行售后服务时，王海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对因使
用不当而造成的裂损芯盘进行焊修。由于工艺复杂、
操作难度大，外方监造对中方人员的焊接质量深感怀
疑，用相机记录下王海的每一个操作细节。最终，王
海以严谨的操作程序、完美的焊修质量、精确的检测
过程，令澳方折服：“没想到中国有这么优秀的电焊
工，你的操作非常专业和规范，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
非常到位，像你这样高水平的焊工在澳大利亚年薪可
以达到 100 万元人民币。如果你想留下，我可以帮
忙。”王海婉拒了邀请。“当前，国家正在推进高质量
发展，正是装备制造业大有可为之机，我要在这片生
我养我的土地上，挥洒汗水，练好‘内功’，实现价值。”
王海说。

练好“内功”抢占海外市场

王召军，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油田工程事业部第十七工程部电焊
工。熟练掌握氩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等
技术，以“为油田负责一辈子”的高度责任感，
先后参与近百项油田产能建设，技术革新百余
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0余项。

在中十六转油放水站施工中，正值三九寒
冬，王召军带领班组进行投产前碰头。“当时形势
十分紧急，如果不能在12个小时内完成38个碰
头，附近三个计量间的管线就可能会冻裂。”他把
最难干的几处碰头点留给了自己，冒着刺骨寒风，
穿着水衩，施展“左手焊”绝活，专门对付“别扭
口”。焊接时熔池温度达到两千多度，焊花炙气逼
人，半边脸浸进污泥和冰水中，背后还承受着零下
20多摄氏度寒风的侵袭。就这样，他们提前3个
小时完成攻坚战，并一次检验优良率达98%。

他先后参与了中贵线、陕京四线、锦郑线
等国家重点工程20项。在中俄原油管道二线
工程中，他带领工作班承担了滚兔岭附近的一
段管道焊接任务。由于该段连续坡度长，局
部坡度接近 40 度，全自动焊机运不上去，王
召军决定采取半自动焊，创新施行“大锯齿
运条法”，不仅焊接速度得到大幅提升，还解
决了质量缺陷，使得所在机组单日完成 21
道焊口，一次合格率达 99.6%，在油田内部大
口径长输管道施工任务中创造了新的纪录。

王召军参与的每一项工程，焊接的每一道
焊口，无论宽度是 60毫米还是 6毫米，都能做
到严丝合缝、纹路均匀、工整美观，焊道宽窄差
不超过 0.5毫米，低于国家焊接标准规定的误
差值5倍，犹如优美精良的艺术品。他以实际
行动践行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誓言。

我为油田奉献一辈子

孟祥志，北方华安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车
工。在特种弹药行业车削加工领域深耕30年，始终牢
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坚持以创新创效驱动军工
产品质量提升，完成技术攻关 300 多项，工艺创新 12
项，获得8项国家发明专利和30项实用新型专利，累计
节约增效千余万元。

随着武器装备现代化发展，孟祥志把全部的时间
和精力都投入到技能攻关上，不断挑战各种复杂精密
零件的加工，创新设计出多种刀具、夹具，大大提高了
多个国家重点型号特种弹药的加工生产效率。

某采用多翼型材制造的关键部件，在大批量生产
中，传统工艺采用铣削方法，多次走刀去除多余翼片，需
多人多机台操作，是制约生产的瓶颈工序。孟祥志通过
认真分析八翼铝型材的加工特点，成功设计制作了八翼
铝型材弹尾去翼套筒刀具，一次走刀完成多个翼片的去
除工作，单人单机即可满足大批量生产要求，该刀具获

得国防专利。在该零件迎风角加工中，他设计出斜进切
槽刀具，采用数控车床一次走刀完成迎风角的加工；在
弹药行业首创的八翼铝型材去翼片方法，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该加工方法比原有工艺方法提高加工效率6倍，
被编入各类型号弹尾的加工工艺规程，在行业内推广。
这次打破常规的技术应用在兵器弹药行业弹尾的制造
中产生深远影响。

在弹药行业中，高强度铝合金薄壁铝筒件具有重
量轻、强度高的优点，但加工时易变形，是机械行业世
界性制造难题。为此，孟祥志带领工作室锁定主攻方
向，对刀具和夹具发起“总攻”！一次次摸索积累，一点
点实验改进，苦在其中、乐在其中、痴在其中，最终提炼
出的高精度薄壁铝筒件加工方法，在重点军品型号和
科研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兵工赤子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助力强军
建设。

用精益求精助力强军建设

王纵横，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训指导教
师。2020年，荣获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木工项目
金牌。2022年 12月，在瑞士伯尔尼第 46届世界技能
大赛木工项目比赛中勇夺优胜奖。

实训教室里，木屑飞扬。大学生时期的王纵横一
头扎进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世赛基地，整日里
推、拉、刨、锯，雷打不动。由于表现优异技术过硬，王
纵横被选中代表黑龙江参加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每天集训超过 14小时，高强度训练之下，他的体
重一年内从220斤掉到了160斤。

无数个夜晚，实训室灯火通明。测量、切割、组装、
打磨……国赛夺金后，马不停蹄，王纵横又以国队选手
的身份投入新的集训。2021年 11月，在重庆第 46届
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国家队首次阶段性考核中，王

纵横获得第一名。
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要求榫结合缝隙公差控制

在0.5毫米内，尺寸公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每一道工
序只要出现一点点误差，就会造成非常大的累积误
差。在大赛预赛中，王纵横的尺寸和缝隙分数基本都
是满分，误差范围控制在一根头发丝的宽度。

2022年10月，世赛如期举行。这次竞赛的技术规则
较以往改变很多，在原比赛模块的基础上增加自主设计
模块和神秘模块，要求选手在22个小时内依据现场提供
的材料、设备设施及比赛要求，安全、快速、准确地完成放
样、画线、零部件加工、表面处理、组装等环节的比拼。经
过4天的激烈角逐，王纵横再次胜出，获得大赛优胜奖。

如今，24岁的他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实训指导教
师，“我要带动影响更多青年，扎根龙江，技能报国。”

现代“鲁班”闯世赛

贾志伟，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冲压车间
钳工技师，参与加工制造 S90 及 S60 车型，出口到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我国出口欧美市场的唯一
豪华汽车产品。先后有 150 余项技术攻关及创新改
善应用到生产制造当中，累积为公司节约成本 1500
余万元。

高质量的模具是一切高质量零部件供应的基础。
为成功打造中国第一个出口欧美发达国家的豪华汽车
产品，贾志伟在S90出口项目量产阶段，累计提出冲压

模具类改善 92项，为 S90搭乘中欧班列出口全球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 S60量产筹备过程中，贾志伟带队负责整个项
目模具的验收以及生产线调试投产工作。期间攻克多
项技术难题，节约材料成本280余万元，优化解决模具
问题436项，完成了总计14种类型、32种零件、63套模
具。用“大庆精度”向世界展示了“龙江制造”水准。贾
志伟带领模修团队不断改善创新，为企业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

打造首款出口欧美豪车产品

刘恒甫，城市公共艺术家，从事冰雪艺术设计 30
余年，从摄影、绘画、雕塑到城市景观设计，用多元化艺
术作品将龙江冰雪元素推向世界。

兵马俑滑起雪来，会是什么样子？刘恒甫的公共
艺术雕塑《今古寄情》满足了人们的想象。其创作灵感
源于北方民族“骑木而行”的滑雪习俗，运用古今穿越
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兵马俑为主体，塑造了高山速降滑
雪的动感形象。该作品被永久陈列于八达岭长城之
上，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文化自信。

作为从黑龙江走出来的艺术家，刘恒甫对冰雪及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贯穿于创作始终。他拍摄了
很多冰雪主题的照片，形态各异的雪花、冰窗花，少说
也有上万张。用跨界、多元的方式去呈现冰雪之美，是
他创造力的源泉之一。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龙江冰雪文化与冰雪艺术，
2008 年刘恒甫在哈尔滨创办了恒甫冰雪艺术中心。

他还担任过第十六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总设计师。北
京冬奥会开幕前，刘恒甫举办了一系列冰雪奥运主题
艺术展。冬奥会上，他用冰雪作品和城市地景设计献
礼，其拍摄的原创窗花、雪花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惊
艳亮相，向世界强力输出龙江冰雪元素。

自 2017年至今，刘恒甫的 174幅龙江冰雪主题的
原创艺术作品被冬奥组委主办公大楼全程陈列。

通过20多年的积累和创造，刘恒甫推出了上万件
冰雪艺术作品，向世界展示龙江冰雪资源优势的同时，
也让大家看到了龙江冰雪资源转化为世界领先冰雪艺
术品牌的可能性。

产业是设计之母体，设计是产业之灵魂。让创意
设计赋能龙江冰雪产业，使冰雪经济四季“开冰花”，
让龙江冰雪产业走向国际；打造城市新名片，推动哈
尔滨向“时尚之都”“设计之都”跨越，是刘恒甫新的
创作重点。

向世界输出龙江冰雪元素

单东岩，牡丹江和音乐器有限公司提琴制作大
师。1987 年自主创业，创办了三人组小提琴手工作
坊，历经30余载，发展为具有国际化标准的知名企业，
年产量也由几十支跃升到数万支，成为东北三省最大
的提琴生产出口基地。

择一事终一生，单东岩做到了。“我这一辈子，就是
拉琴和做琴，从未想过其他。”

当时国内生产提琴的厂家很少，可资借鉴的不多。单
东岩刻苦钻研，日夜吃住在车间。然而，失败还是接踵而
至：“做出的提琴音质完全不对，令人灰心。”但任凭手上磨
出血泡，脚肿得穿不上鞋，腰痛得直不起来，他都没有放弃。

心无旁骛，仔细查找原因，选料，提琴背板、面板的
厚度，琴箱是否严丝合缝，琴头镶得是不是不偏不倚，
指板的光滑程度……手工制作一把提琴需要100多道
工序，道道均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执行。

1993年初，单东岩终于成功做出了第一批高质量
的小提琴。传统的工艺、优美的音色、典雅的品质，得
到国外经销商的青睐。当年3月份的法兰克福国际博
览会上，中国牡丹江和音乐器有限公司展台前人头攒
动，短短三天，订单量就超出了全年生产计划总量。“艺
飞”牌高级小提琴再次轰动欧洲。

在单东岩的工作台上，摆满了不同型号的锉刀和
刨锯。刨制木料时优雅、精巧的厚薄过渡、f孔的雕刻、
共鸣箱内低音梁和音柱的摆放位置等等，全是讲究。
单东岩全神贯注制琴，一丝不苟，如雕塑般。

30 多年来，他一直执着于亲自带队参与工艺改
良、技术改造和研发，综合国内外数十家同类产品的特
点，不断精进创新，研制出了一系列新型小提琴。眼
下，他又投入到雕花四重奏的提琴制作研发中来，让世
界听到中国制造的美妙乐音。

一生专注制琴一件事

龙江工匠龙江工匠挺起挺起龙江制造龙江制造脊梁脊梁
孟祥志

王纵横

刘恒甫

单东岩

王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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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 本报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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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攀高峰。

精益求精。

精细严实。

匠心筑梦。

油田职工有闯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