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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俊林，中车眉山车辆有限

公司冷作钣金工、电焊工。从业

17 年来，他潜心钻研冷作钣金技

艺，相继创新和改进铁路货车制

造工艺 100 余项，解决关键技术

难题 50 项。他将冷作钣金技艺

与电焊技艺巧妙融合，以高质量

焊接水平保证工件精度。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嗞 嗞 声 不 绝 于 耳 ，

巨大的起重机轰鸣声，

响彻整个中车眉山车辆

有限公司货一车间。站

在 火 车 车 厢 钢 架 构 件

前，甘俊林手拿塞尺（见

上图），一一测量钢构件

的精准度。

正 在 进 行 的 是 货

运 火 车 车 体 焊 接 矫 正

工作。“精准度不够，需

要 通 过 焊 枪 稍 微 调 整

下 ”，只 见 甘 俊 林 手 持

焊枪，对钢构件的焊缝

处轻轻用力，顷刻间火

花四射。

冷 作 钣 金 ，即 将 金

属板材或型材，在基本

不改变其断面特征的情

况下，加工成各种金属

结构制品的综合工艺。

“冷作技艺包括放样、下

料、组装、检验等几步”，

忙完手头的工作，甘俊

林快步走出厂房，向记

者介绍起这个市场紧缺

的工种。

“放样，是冷作钣金

的第一步。”根据图纸，

确定部件尺寸，而后利

用划线工具和样板，为

工件划样，甘俊林对此

已轻车熟路。尽管电脑

放样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手工技艺在甘俊林的心里

仍然非常重要。

“放样的难点在于电脑不可能对所有尺寸的工

件都同样适用。”在公司焊接实验室，甘俊林拿起一

个尚未加工的钢构件，“像这种卷板，要根据卷形，判

断钢材做平以后的尺寸，这就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很

高的精准度。”甘俊林说，尺寸大小精确，是后续下料

环节的基础。

组装是金属构件成型的关键一步，需要把变形

压缩到最小。“变形，在冷作钣金加工中很常见。”甘

俊林介绍，变形的原因包括金属构件内应力变形、刚

性变形和焊接变形等。

“如何控制变形，保证构件精度？”一名青年技工

发出疑问。“首先是要预留一定变形量，保证构件组

装时能精准对接。”甘俊林说，“其次就是焊接。”除了

焊接时保证精准度之外，还可以利用焊接进行矫正，

这样能起到反变形的作用。

从事焊接多年，甘俊林尤其擅长手工焊条电弧

焊和手工钨极氩弧焊。焊接环节，温度至关重要。

温度过高，焊缝则发灰；温度合适，焊缝则发亮。就

手工钨极氩弧焊而言，银白色焊缝为最佳，但能达到

金色和绿色焊缝已经非常不易。

“由于火车车体常用碳钢，很难达到银白色”，但

甘俊林通过多年焊接练习，金色和绿色焊缝已成为

焊接常态，时不时出现的银白色焊缝更让他十分欣

喜。逐渐成熟的技艺背后，是不断付出的艰辛。早

年焊接时臂力不够，他就用自制沙袋绑在手臂上练

习，增加焊枪稳定性。为分析焊接缺陷，他用手机拍

摄焊接焊缝，回家仔细研究焊接纹路。在别人下班

后，他还常在车间现场多待上两个小时，研究焊接技

艺……

“焊接成功，则为高效组装奠定基础。”甘俊林向

青年技工们说，焊缝的颜色反映的是焊缝稳定性，关

系构件刚性固定程度，是构件质量的保证。而等到

采用工装等组装方式组装完成，一个新构件就将迎

来检验环节。

拿着塞尺，检验钢构件的精准度，便是甘俊林进

行装配矫正的开始。用钣尺测量平面度，用线锤测

量垂直度，用卷尺测量距离，再用眼睛一一仔细查看

焊缝和焊接质量，当焊接火花在焊缝处重新闪耀，装

配矫正工作也即将完成。

2018 年夏天，在湖南株洲闷热潮湿的空气里，

历经近 3 小时的角逐，甘俊林摘获“嘉克杯”国际焊

接大赛钨极氩弧焊成人组比赛一等奖，成为他在焊

接领域的高光时刻。多年以来，他还潜心钻研冷作

钣金技艺，相继创新和改进铁路货车制造工艺 100
余项，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50 项。

提起甘俊林，中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张志发这样形容：勤快，踏实。而今，甘俊林也已培

训青年技工 4000 余人次，他带领的团队先后十几人

获评高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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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 2 月 20 日电 （记 者刘晓宇）近

日 ，《福 建 省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保 护 和 发 展 办 法》

（以 下 简 称《办 法》）出 台 ，将 进 一 步 加 大 对 福

建 省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的 保 护 传 承 、促 进 发 展 和

监督管理力度。《办法》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据介绍，《办法》对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传

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工艺美术珍品、工艺美

术名人的评审认定作了较大改革：一是体现“下

得去”，将相关评审认定工作全部下放，由福建

省传统工艺美术主管部门确定的相关评审认定

机构承担评审认定工作；二是确保“接得住”，规

范了评审认定机构评审认定的制度和细则；三

是实现“管得好”，要求传统工艺美术主管部门

应当对评审认定机构的评审认定工作进行指

导、监督和检查，规定评审认定机构应当建立评

审认定监督机制。

针对目前部分行业面临的专业人才断层、

技艺传承断代等问题，《办法》明确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措施保护福建省传统

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明确对工艺美术大师开

展创作给予支持，并对保护基地、展馆和工作

室建设、带徒授艺、补助津贴、知识产权保护、

珍稀矿产资源以及天然原材料的规划保护等

作了规定。

据统计，2021 年福建省工艺美术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749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28.68 亿

元；累计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49 人，省级工艺

美术大师 526 人。

福建省出台新规——

保护和发展传统工艺美术

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开讲座、招收新的学

生继续做研究……今年 86 岁的周超凡，虽然

已退休多年，但仍把大量精力倾注在中医药

学术的研究和传承上。他说：“人的一生很

短，有时候一辈子做一件事也很难完成。我

这 一 代 人 没 有 完 成 ，希 望 后 起 之 秀 继 续 努

力，勇于超越。”

“研究中医是父亲的毕
生心愿，我想传承下去”

周 超 凡 出 生 在 一 个 传 承 五 代 的 中 医 家

庭，与中医的缘分与生俱来。父亲最大的愿

望，就是希望周超凡可以把中医事业传承下

去。虽然周超凡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建议他攻

读理工科，但周超凡还是选择了中医。他把

《中国青年》杂志上 4 家中医院校成立的消息

和鼓励青年投身中医药事业的文章拿给老师

看，他说：“研究中医是父亲的毕生心愿，我想

传承下去。”

1963 年，周超凡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被

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 究 所 工 作 ，全 身 心 投 入 中 药 科 研 工 作 之

中。在实验室工作了两三年后，周超凡陷入

了困惑：有些实验研究结果与临床经验存在

很大差距。带着困惑，他来到广安门医院。

经过 3 年的临床工作，再回到科研岗位的他，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了 临 床 和 实 验 相 结 合 的 重

要性。

后来，周超凡又不断到各地为群众看病，

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在江西德兴，周超

凡在为当地农民治感冒时，发现那里蕴藏着

丰富的中药资源。于是，他开始收集中药标

本。离开江西时，周超凡收集了 100 多种中药

标本。

周超凡说：“这段丰富的基层诊疗经历不

仅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巩固了我对中医理论的

认知，让我对中医事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必须与现代研究成果
相结合，才能打开思路”

下过乡、采过药、做过中药标本，周超凡

非常适合参与国家药典的编辑工作。 1978
年，经过 4 年多的努力，周超凡参编的《全国中

草药汇编》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成果奖。

连续 30 年，周超凡先后参与了 6 个版次

的《中国药典》编写和修订工作，他的很多修

订意见最终被采纳。

在临床上，周超凡非常注重运用现代研

究成果。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就尝试将中

医传统治法与现代研究成果相结合，思路开

阔了，也做出了更多突破和创新。

“对于中药药理而言，成分分析固然重

要，但必须与现代研究成果相结合，才能打开

思路。”周超凡说，“譬如甘草，自古就有‘十方

九甘草’的说法，甘草中含有 70 多种化学成

分，在不同的方子、配伍、用量下，就会发挥不

同药效，或补、或和、或缓，甚至还有解毒的功

效，用途甚广。如果撇开临床，单纯分析成

分，就背离了传统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的创新与突
破，就是治疗观念的转变”

“‘治则’是治病的关键所在，中医从医者

必须认真学习，熟练掌握。中医理论的创新

与突破，就是治疗观念的转变，即‘治则’的转

变。”周超凡说，“‘治则’是通用的，药物知识

也是通用的，需要结合各自的临床实践活学

活用。”

1985年，他调到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

所工作，专门从事医理研究。此后 6 年间，他

几乎全年无休，全身心扑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上。“那 6 年里，我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代医

书，都翻阅了一遍。”他说，“遴选是个艰苦的过

程！我从中挑选出 300 多部有价值的书籍，都

是有关‘治则’的一些不错的书籍。”

“光靠上班时间是不够的，我晚上和节假

日都去加班。因为是下班时间，电梯都关了，

我只能爬楼梯上下楼。”周超凡说。令人欣慰

的是，他有关治则研究的著作，很受欢迎，目

前已经加印了 5 次。

在这个领域，周超凡深耕了几十年。通

过对治则治法理论的整理与系统研究，他发

表了 10 余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出版了《历代

中医治则精华》《中医治则学》等 4 部中医专

著，初步完成了中医治则治法体系的框架构

建，开辟了一条实验、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研

究路径。

周超凡退休后，仍然心系中医，先后开设

了 28 次专题讲座。他还将诗歌修辞与中医药

文化相结合，主编的科普图书《精彩诗图话中

药》《精彩诗图话方剂》相继问世。日前，第二

届全国名中医名单公示，凭着多年来在中医

药领域的潜心钻研，周超凡入选公示名单。

回望 60 多年的从医路，周超凡说：“传承中医，

要干就干一辈子，关键是要坚持探索与研究

中医临床和实验相结合的道路。”

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周超凡—

“传承中医，要干就干一辈子”
本报记者 王君平

从事中医药研究逾六十载，用精湛的医

术造福众多患者；深耕中医治则治法几十年，

探索了实验、理论与临床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退休后也不曾懈怠，依旧忙碌在中医科普第

一线……几十年来，周超凡全身心投入中医

药事业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并乐于将自

己的所知所学分享给更多人。支撑他不断前

行的动力，是对中医药事业的无限热爱。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如

今，耄耋之年的周超凡用这句话勉励着自己，

也用实际行动不断践行。科研、医疗、讲座

……周超凡的日程规划得井井有条、安排得

满满当当，对于自己认准的事业，他仍在矢志

不渝地坚持着，这值得我们学习。

钻研医理

造福患者
吴 凯

人物小传

周超凡，1936 年出生于浙江平阳，中国中医

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医药研究逾 60
年，主编《中医治则学》等 19 部中医著作；曾作为

药理临床组长参编《全国中草药汇编》，这一著作

1978 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成果奖；2012 年获

得“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

上图：周超凡近照。

左图：年轻时的周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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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2 月

20 日电 （记者齐志

明）日 前 ，中 华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发 布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社

“ 十 四 五 ”公 共 型 农

产 品 冷 链 物 流 发 展

专 项 规 划》（以 下 简

称《规划》）。

这 是 落 实 国 家

《“十四五”冷链物流

发展规划》中供销合

作 社 任 务 分 工 的 具

体 举 措 。《规 划》提

出 ，“ 十 四 五 ”期 间 ，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社 系

统 将 基 本 构 建 起 骨

干 网 、省 域 网 、区 域

网 与 信 息 平 台 相 互

交 织 、互 为 支 撑 、融

合 发 展 的 供 销 合 作

社 公 共 型 农 产 品 冷

链物流服务网络，到

2025 年，全系统冷链

物 流 基 础 设 施 更 加

完善、服务能力显著

增强、行业影响力明显提升，在国家冷链

物流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全国供

销合作社系统将充分发挥组织体系和经

营服务网络优势，构建以骨干网、省域网、

区域网与信息平台（简称“三网一平台”）

为主架构的供销合作社公共型农产品冷

链物流服务网络。在农产品主产区，结合

新型城镇化建设，依托系统县域城乡融合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600 个县域产地农

产品冷链物流中心，每个中心带动多个

田头保鲜仓，形成县乡村三级冷链物流

服务网络；在农产品重要集散地区，围绕

节点城市和供销合作社系统年交易额亿

元以上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建设 100
个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基地；在销地，依

据消费特点和需求，依托系统连锁超市、

农产品市场和电商平台等流通企业，建设

200 个以中央厨房、生鲜电商等业务为重

点的城市销地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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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梅花园的梅花盛开，吸引当地市民前来赏花。据了解，梅花园位于大观镇铁桥村，园内包含 60 多个品种、2800 多株梅

花。梅花盛开时，梅园内花香四溢，市民在赏花的同时还可以观赏传统园林景观。 胡 波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