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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

唱响壮丽的青春之歌④

图①：龙斌在对比设计图纸。

汤 叶摄（人民视觉）

图②：杨山巍调整工装优化尺寸。

本报记者 沈文敏摄

图③：张亮指导学员学习全自动焊接。

赵 伟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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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派·创新创造 人生出彩②R

龙斌：
“把敢想敢干和踏实肯

干结合起来”

在湖南长沙县的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的

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有四五层楼高的盾构

机正在加紧组装。不久之后，这些装备即

将发往世界各地，在地铁、隧道、涵洞等建

设工地大显身手。

看上去只是尺寸不同的盾构机，在中

国铁建重工集团掘进机研发工程师龙斌眼

里，却每一台都不一样。大到设计用途、驱

动方式，小到滚刀和刮刀的材质、尺寸、布

局和数量，都是精心计算和试验过的。

2009 年夏天，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的

龙斌来到陌生的长沙。同样陌生的还有他

即将从事的行业——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主要有盾构机和硬岩掘进机两大类。当

时，盾构机这样的重型装备，主要由德国、

美国和日本厂商垄断。“一台机器要几亿元

的 天 价 ，连 基 本 操 作 都 要 外 国 公 司 派 人

来。”对于盾构机，龙斌有所了解，但对具体

的技术细节可以说是知之甚少。“懂原理却

不懂制造和工艺，肯定走不远。”听了师傅

梁兴生的话，龙斌下定决心从最基础的开

始学习。送物料、拧螺栓、补油漆……在这

些基础而琐碎的工作中，龙斌熟悉了制造

业企业的全流程。

随着铁建重工第一台盾构机问世，团

队彻底捅破了技术上的那层“窗户纸”，从

此以后，盾构机的研发走上快车道。作为

年轻的“老盾构机人”，龙斌也快速成长为

技术骨干。2012 年，国家“863 计划”对国产

首台大直径敞开式岩石隧道掘进机（TBM）

自主研制正式立项。刚毕业 3 年的龙斌，就

成为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国 家 发 展 ，行 业 繁 荣 。 龙 斌 还 记 得

2009 年的统计数据，国外某盾构机龙头企

业多年来在全世界累计制造销售 180 台盾

构机；然而到 2022 年，仅仅铁建重工一家生

产的国产掘进机就已经累计在世界范围内

销售 1000 多台。

“中国盾构机应该走什么路线？”随着

国产盾构机行业逐步实现从追赶到超越，

这个问题摆在龙斌面前。龙斌主要负责的

是总体设计，发展路线问题是关键。

2012 年，国产首台岩石隧道掘进机正

式立项。项目现场有什么特点，关键部件

还缺什么，制造难点在哪里……一版版设

计图纸越摞越厚，一本本问题清单越改越

薄。2014 年 12 月，国产首台岩石隧道掘进

机在铁建重工长沙生产基地成功下线。“这

标志着我们啃下了硬岩掘进机这块硬骨

头。”龙斌说。

如果说这是追赶，那么领跑也随之而

来。继国产首台岩石隧道掘进机之后，龙

斌又创下一项第一。只不过这次第一，前

缀从“我国”，变成了“世界”。

几年前，西部地区的一个引水隧洞项

目，让龙斌和团队遇到了一个世界公认的

难题：隧洞内既有硬岩，又有蚀变破碎围

岩 。“ 硬 岩 掘 进 速 度 快 ，机 器 需 要 的 扭 矩

小；蚀变破碎围岩的部分掘进速度慢，但

需要的扭矩大。”龙斌说，如果按照常规动

力布置，从硬岩过渡到软土时，机器很容

易被“卡死”，轻则耽误工期，重则项目要

直接改线。

“能否采用混合动力，设计液压马达和

电机双驱动系统？”当脑袋里出现这个概念

时，龙斌自己也犹豫了，因为“混动掘进机”

此前国内外都还没有先例。龙斌带着大家

蹲守在车间一遍遍测试，经过 100 多个日夜

的调试，他们获得了上百组试验数据，最终

找出了液压和电机完美匹配的最优输出曲

线，解决了世界公认的隧道装备难题。

“把敢想敢干和踏实肯干结合起来，每

天都能有所精进。”龙斌说，近年来，研发团

队设计了首次出口欧洲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加丽娜号”和最大直径盾构机“胜利号”。

这些施工利器成功穿越冻土层，在零下 30
摄氏度极寒环境中实现日进尺 35 米。同

时，龙斌在掘进机智能化和应用拓展方面，

继续寻找着新赛道，不断刷新着中国高端

隧道装备的新高度。

张亮：
“突破不只是靠提升技

能纯熟度，还要技术创新”

“起弧的时候，要注意控制焊丝伸出的

长短，以免烧损导电嘴。”张亮一边调试参

数、校正焊丝位置，一边向身旁的焊接工人

讲解注意事项。细小的焊丝探入焊道，张

亮按动了手柄上的按钮。

弧光点燃，焊花绽放！此时，张亮已举

起焊帽，透过上面的黑玻璃观察焊接情况，

不一会儿，全自动焊接顺利完成。

今年 35 岁的张亮，是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施工作业管

理中心的一名电焊工，也是第二十六届“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对他而言，一朵

朵焊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

2009 年，22 岁的张亮从辽河石油职业

技术学院焊接自动化专业毕业后，成为辽

河油田原总机械厂锅炉制造厂的一名电焊

工——这是行业公认“最不露脸”的工作，

但他潜心苦练技能，成为车间第三个能焊

接梅花桩的焊工，焊口合格率保持在 99%
以上。

3 年后，张亮获得辽河油田焊接比赛第

一名，还摘得了中国石油电焊工职业技能

竞赛铜牌。那一年，他正式成为辽河油田

建设有限公司的一员，平时既要负责对焊

接工人的技术培训，也要跟随项目奔走，为

施工作业提供焊接技术保障。

2017 年，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施工

中，张亮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成功在第五天

调试出最优焊接参数，早于全线 23 天。他

所在的机组实现连续 330 道焊口无返修，

1481 道焊口一次焊接合格率达 98%，创下

了单机组日焊接 41 道、月焊接 641 道焊口

的全国纪录。

如 果 说 从 一 名 大 专 毕 业 生 到 一 名 高

级技术工人，张亮靠的是勤学苦练，那么，

从高级技术工人到中国石油行业的技

能 专 家 ，张 亮 靠 的 则 是 创 新 突

破。“几年前，我感觉自己在技

能 方 面 ，无 论 是 操 作 熟 练

度还是方法技巧，都已

经 到 了 瓶 颈 。 一 次

培 训 启 发 了 我 ，

技 能 工 人 的

突 破 不

只 是

靠 提 升

技 能 纯 熟

度 ，还 要 技 术 创

新 ！”从 那 时 起 ，如

何 进 一 步 缩 短 焊 接 时

间、节 省 焊 接 成 本、提 升 施

工 效 率 ，成 为 他 思 考 的 课 题 和

技术创新的方向。

2018 年，张亮负责攻关“超大口径高强

钢管线连头自动焊工艺研究与应用”“大口

径山段自动焊技术应用”等课题，成功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填补辽河油田在全自动焊

接施工领域的多项空白。

针对 5 万立方米储罐的焊接技术难题，

张亮研制出罐外埋弧横焊、二氧化碳气电

立焊和罐内焊条电弧焊相结合技术，节约

成本 2680 万元；针对大口径全自动主线路

焊接质量低、施工效率低的问题，张亮提出

“锯齿布管、流水线焊接”，创效 770 万元；针

对大口径全自动连头效率低、焊接时间长

的问题，张亮制定全新施工方案，调整焊接

参数，连头效率提升 3 倍，焊口合格率提升

至 99％……多年创新实践，张亮有效解决

现场施工难题 220 余项，申请国家专利 24
项，20 余项“五小”成果在施工现场推广应

用，累计创效近 6000 万元。

“焊接技术方面的创新，需要在施工的

实践中，多琢磨、多思考，解决实际问题，拿

出钻研的劲头儿，反复尝试。”回顾自己技

术创新的心路历程，张亮这样总结。

在施工现场，张亮要为多个机组提供

技术保障，刚解决完这个机组的问题，就得

连忙赶到下个机组。“但越是这样，越需要

静下心来，总结施工中的经验教训，争分夺

秒为技术创新寻找突破口，为施工降本、提

质、增效。”张亮坦言。

杨山巍：
“正是有了这份热爱，

才会不断精益求精”

如今，上汽集团乘用车临港基地已全

面恢复到疫情前日常生产状态。制造工程

部样板技师杨山巍正在为全新的车身零件

做优化整形尺寸提升，确保规模量产。这

位 1997 年出生的“后浪”，曾在 2017 年代表

中国荣获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

理项目的首枚金牌。

2012年，杨山巍在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

学校就读车身修复专业，钻研专业知识，努

力提升技能水平。因为技艺精湛，他代表上

海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并在车身

修复项目获得一等奖。毕业后，杨山巍跟着

老师傅苦练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数年后，杨山巍从全国“海选”中脱颖

而出，入选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

队 集 训 ，他 为 自 己 制 定 了 严 格 的 训 练 计

划。每天从早晨 6 点到晚上 11 点甚至更

晚，除了吃饭，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训练

室度过。大赛训练不仅提升了他的技术，

更磨炼了他的意志。

训练焊接时，经常有火花烫穿衣服、烫

伤皮肤，但为了保证训练效果，焊接过程不

能间断，火花溅射在皮肤上自然冷却时，杨

山巍甚至能闻到皮肤被烫焦的味道；底盘

钻孔训练时，6 小时内钻上百个孔，杨山巍

一共磨损了 300 多个钻头，消耗了近千块打

磨片……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这 届 世 赛 车 身 修 理 项 目 比 赛 的 赛 程

为 4 天，要求选手在一辆整车上完成车身

测量与校正、结构件更换、非结构件更换、

板件修理等模块的操作，是对选手技术技

能、体能耐力、心理素质、应变能力等综合

实力的考验。比赛中有两个板件对焊缝

宽度要求在 2—3 毫米区间内，分值 2 分，

杨山巍拿到了 1 分。在所有 22 名参赛选

手中，只有他一人拿到了分数。最终，杨

山巍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以绝对优势摘取

了桂冠。

凭 借 着 技 能 特 长 以 及 世 赛 获 金 的 履

历，杨山巍叩开了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的

大门，成为制造工程部一名样板技师，参与

临港新车型投产的尺寸论证工作。

一次，公司新车型调试，在样板车车顶

行李架处有明显的凹坑，检查发现是塑性

变形。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后续量产车型

也会出现相同的问题。杨山巍和同事经过

反复排查，最终发现可能是因为车顶天窗

后的一块钣金面积较大，缺少支撑。如何

在不增加更多成本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杨

山巍反复琢磨，决定在螺母孔的位置手工

敲制一个阴阳台，对螺母孔起到加强筋的

作用，最终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正

是有了这份热爱，才会不断精益求精，把工

作做到极致。”杨山巍说。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迅速，对汽车制造

生产工艺提出了新的挑战，杨山巍也在与

时俱进刻苦钻研、追求创新。

“未来汽车的发展，可能会需要柔性车

身，可以共用，就不用再去大量制造不同的

车身。汽车的造件成本会下降，用户购买

成本也会下降。未来也不需要修复汽车，

部件直接更换，就像换手机一样方便。”杨

山巍说。

2018 年 9 月，“杨山巍技师工作室”成

立，开展钣金方面的培训、现场疑难攻坚、

优化创新等工作，杨山巍也成为公司里最

年轻的技师工作室负责人。这个由 9 名核

心成员、3 名专家顾问组成的工作室，目前

开设了 3 门培训课程，团队还共同编撰了一

本培训教材，供企业员工培训使用。

“进入企业工作的高技能人才，要踏踏

实实立足岗位，不断学习，为中国制造贡献

力量！”杨山巍自豪地说。

他们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在平凡岗位上刻苦钻研、孜孜以求——

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孙 超 胡婧怡 刘佳华 沈文敏

“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

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

“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

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

贡献。”

“2003 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

们，今天轮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

…………

这是几句跨越时空的青春告白，虽

然内容、表达各有特点，却都有一股顽强

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的力量直抵心

灵。风雨百年，“奋斗”成为一代代青年

的人生座右铭。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

时期，广大中国青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

的前进姿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

人“要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范，带头

站稳人民立场，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

的螺丝钉”。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每个青年都

应该珍惜这个难得的人生际遇，用奋斗

书写青春、用奉献实现价值，勇做走在时

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艰苦奋斗，要有不怕困难、攻坚克难

的锐气和斗志。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

顺，往往荆棘丛生、充满坎坷。志不求易

者成，事不避难者进。青年人勇于到条

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

关的前沿去经受锻炼、增长才干，才能成

就一番事业。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的青

年突击队，坚守荒岛 7 年，啃下沉管预

制、最终接头等“硬骨头”；以年轻人为主

体的中国海油“深海一号”开发生产团队

扎根“深海”，不断攻克行业技术难题；硕

士研究生黄文秀毕业后主动请缨到贫困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克服种种困难，带

领乡亲脱贫致富，为脱贫事业献出了自

己的生命……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

险的青年榜样还有很多，他们脚踏实地、

苦干实干，用奋斗浇灌梦想，交出了一份

份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无私奉献，要有坚毅执着、淡泊名利的定力和境界。立志将

“小我”融入“大我”，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一滴水洒在

地上很快就会蒸发，一滴水融入大海将永不干涸。服务人民、奉

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近年来，中宣部、人社部

联合表彰“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其中不少人主动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奉献青春。“欠发达地区基层医疗条件是弱项，我要用

所学所长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大学毕业后，雍朝斌到基层医院

从事护理工作；脱贫攻坚时，她申请到偏远山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疫情发生后，她又请战赶赴武汉方舱医院。在自己最美好的

青春年华，陶建刚毕业后选择来到大山深处的陕西照金北梁红

军小学支教，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从未退缩。国家的希望在青

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新时代广大青年唯有把对祖国、对人民

的情感贯穿在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才能担负起时代

重任，跑好自己这一棒。

奋斗本身就是艰辛的，奉献自然也不能追求“立竿见影”

的短期效应。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立场坚定、行稳致远。我们

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磨砺意志、坚定信念。风物长宜放眼量，伟

大事业往往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新时代

青年要甘于坚守平凡岗位，争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范，让

成长成才之路越走越扎实，越走越宽广。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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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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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舒
冉

每次听到乡亲们隔着老远打招呼喊我“小付”，一串串往事就会

浮上心头。2017 年 10 月，34 岁的我背上行囊，来到湖北省宜昌市夷

陵区分乡镇中洲山村驻村。

中洲山村平均海拔 800 米，那时是夷陵区 26 个贫困村之一。第

一次走在入村路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山高路远弯多，感觉看不到

头，进村后发现村里 80%的道路没有硬化，村民用水用电都没有保

障。修建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是我驻村后要解决的两大难题。

中洲山村的气候条件适合种植药材柴胡，我一边鼓励大家种植，

一边实地调研，并邀请技术人员进村考察、开展培训。为了进一步打

消大家的顾虑，我说服了几户有种植经验的贫困户进行田间试种，当

年实现增收 3000 多元。大家见此，也纷纷开始种植。

产业规模有了，但中洲山村山高路远，柴胡销售成了问题，于是我

又做起了销售员和运输员。只要种植户需要销售，我都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指导采挖称重并集中存放，又利用周末把柴胡送到药材公司销

售。3年间，村里柴胡种植面积扩大 7倍，种植户总收入突破 10万元。

在村里时间久了，我常常感到：多做一件平常事、多说一句暖心

话，能收到很大的效果。我有一个帮扶对象叫李先松，他属于易地搬

迁户，因缺技术致贫。虽然有勤劳致富的愿望，但因对产业扶持政策

了解不够，他常常对帮扶工作持怀疑态度。我决定从思想上解开他

的“疙瘩”，让他搞白山羊养殖。我和他讲政策，帮他争取指标建羊

栏，联系购买种羊。尝到甜头后，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白山羊规模

从 2018 年的 5 只增加到现如今的 26 只，年收入达 1 万多元。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我们虽然干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只要从

点滴做起，把群众关心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会赢得群众的赞誉。我

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贡献属于我的青春力量。

（作者为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分乡镇中洲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本

报记者易舒冉采访整理）

多做一件平常事
多说一句暖心话

付高鹏

①①

②②

③③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技

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如今，越

来越多的青年加入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

本版推出 3 位青年大国工匠的故事。他们勤学苦练、深

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在平凡

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