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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地而坐，腰带缠于腰间；伸直双腿，紧踩经线木棍……固定好织机两端

经轴后，刘香兰用分经棍将经纱分成上下两层，双手引纬，同时右手持织锦木

刀，拉拽间将纬线打紧，一寸一寸织出密实的布匹。

——摘自《经纬之间，织出华美黎锦》（2022年 4月 22日）

走进海南省五指山黎族织锦传习

所，一排排黎锦工艺品琳琅满目；几幅

织好的黎锦下面，一列踞腰织机横放，

刘香兰正左手投纬引线、右手持木刀打

紧，不时放慢动作，向几个学生仔细介

绍手法要点……

去年底，她在博鳌参加了海南非遗

文化展演，随后又受邀去昌江参与了黎

锦产业发展座谈会。一趟远门十来天，

刚回到五指山，才歇口气，就踏进了传

习所的大门。

“现在，黎锦越来越受欢迎了，我们

也忙嘞！”刘香兰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平日里常来

传习所教课，“都是免费的，只要大家愿

意学，我一定教。”

黎锦纺织灿若云霞，怎样为更多的

人所知，刘香兰想尽了办法：早先黎锦

传女不传男，但刘香兰第一个带头教儿

子、孙子投梭打纬。前不久，7 岁的小

孙子王程业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一幅黎

锦作品，令邻里乡亲赞叹不已。

去年 6 月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刘香兰牵头成立了五指山市传统工艺工

作站。“这是黎锦走向商品化、产业化的

好机会。”刘香兰介绍，工作站主要着手

黎锦文创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今年，我

会继续努力，争取把工作站逐步建成一

个集产、学、研、培于一体的基地。现在

一幅黎锦，我们裁成大大小小很多块，贴

在包上、裹在耳环上……这些文创产品

时尚又美观，很受年轻人欢迎。”

在刘香兰看来，推动古老黎锦融入

现代生活，就得不断培养新人，“以前主

要精力在于织出作品，现在则更关心教

出多少学生、推广给多少年轻人。”她

说，“文化得一代代传承，我会一直教到

自己织不动的那天。”

刘香兰推动古老黎锦融入现代生活——

“文化得一代代传承”
本报记者 孙海天

记者来到吉林省辽源市富奥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时，铆

焊班班长丁照民正在将两根管子放平，

架到同一高度；管子每根二十几厘米

长，“金色这根是紫铜的，管壁厚度约 6
毫米，银色的是不锈钢管，今天要把它

俩焊接起来。这活儿有挑战性。”

异种金属焊接难在哪？选焊丝、拿

焊枪、穿护具，丁照民边准备边介绍：“紫

铜散热快，这根管又比较厚，焊接温度很

容易上不来。不锈钢却正好相反，传热

慢，加热久了会氧化，一样无法焊接。”

琢磨片刻，丁照民采用双枪施焊，嘱

咐助手先用一把焊枪预热铜管，两分钟

后，再缓缓插入不锈钢管。金属摩擦，发

出铮铮声，刚刚可见一丝缝隙，估计只

有几“道”宽，丁照民便要在此作业。只

见他左手拿着黄铜焊丝，大拇指发力，

把焊丝缓缓推进缝隙，右手点燃焊枪，

顿时喷出天蓝色的火苗，略微偏向铜管

一侧。双手配合，匀速绕管道一周，几十

秒后，焊丝溶液填满缝隙。他介绍：“现

在，接口处可以承受超 5 兆帕的压强，

相当于每平方米可盛放 500吨重物。”

焊接技艺，丁照民练了几十年。填

充材料要渗透进接缝 10 毫米左右。丁

照民说，焊接时，肉眼无法观测填充深

度，只能靠送入焊丝的长度判断，“差零

点几毫米，都可能要返工。做工匠，要

精细到一分一毫。”

环顾丁照民的工作室，墙上挂着不

少奖状，桌子上摆满各种工具，他熟稔

地介绍起来：手工电弧焊、二氧化碳气

体保护焊、焊铝专用焊……“现在，技术

和材料更新换代很快，做工匠得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新的一年，我们还要研

发更多新技术，继续提高焊接水平。”丁

照民说。

丁照民不断研发焊接新技术——

“要精细到一分一毫”
本报记者 刘以晴

铆焊班班长丁照民笑着点头，拿起一片薄到用手可以轻易撕开的铝片，手

持气焊，眨眼间，厚度不超 0.3 毫米铝片上的小孔被气焊焊补……焊接中的常

见单位是“道”，一毫米等于一百道，丁照民的工作便在这“几道”之间。

—摘自《精研技艺 气焊薄铝》（2022年 1月 18日）

把一个圆片形硅片放入模具中，机

器立刻开始运转，不同零部件配合操

作，完成硅片的定位和型腔覆膜的吸附

……曹杰盯着每一个步骤，观察着每一

个细小的变化。

安徽省铜陵市，文一三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技术一部部长

曹杰为了这个新产品，已经忙碌了接近

一年时间。

“目前，我们正在采用的是一种新

的封装技术——扇出型晶圆级封装技

术。”曹杰说，“它与传统技术最大的不

同是，以前的集成电路封装一般采用注

射工艺封装，使用的树脂是颗粒状，而

这个新品采用的是压塑工艺封装，使用

的是粉末或液态树脂。”

新技术有什么优势？“利用新技术

封装的产品将更薄、更小、电性能稳定

性更好。当然，新技术有很多技术难

点，包括模具液态、粉末树脂压塑成型

技术等。”曹杰说。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摸索，

曹杰与他的团队实现了样机的制造和

初步调试、验证。“前不久进行了产品

封样，产品外观已经基本合格，但是稳

定性还需摸索，设备结构及工艺上还

需要进一步优化，以确保产品量产的

稳定。”曹杰说。去年，集成电路市场

有 了 新 变 化 ，让 他 有 了 更 大 的 压 力 。

“去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开始，

客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加了，需要我

们不断开拓创新，跟上市场的脉搏。”

曹杰说。

为此，曹杰着手进行准备：“未来几

年，我们将着力开发智能功率模块系列

产品及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封装模块

系列产品的封装模具，在技术上有所突

破，在市场上赢得先机。”

曹杰主动适应集成电路行业新变化——

“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本报记者 徐 靖

锉削、钻孔、攻丝、装配，车间里的活儿他几乎都干过，手上的水泡一个接

一个，厚厚的茧子长了一层又一层，他从不叫苦叫累。靠着执著认真的劲头，

曹杰快速成长为业务尖子。

—摘自《模具设计 精细入微》（2022年 2月 11日）

入夜，两名身穿亮黄色工作服、手拿

细长金属棒的铁路职工一前一后，沿着

中老铁路玉溪站的轨道缓慢前行。每走

几步，其中一个身材瘦高的身影便停下

脚步，将金属棒一端竖在地面，另一端贴

在耳旁，专注倾听来自地下的动静……

他们是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

玉溪供电段的听漏工，身材瘦高的是师

傅张凯，另一位是徒弟张磊。两个小时

的巡查结束，供水管网未发现异常。

铁路上的供水管网多埋在地下，听

漏工的职责就是借助听音棒等工具，从

各 种 繁 杂 的 声 音 中 捕 捉 细 微 的 漏 水

声。张凯和徒弟的工作时间主要在凌

晨，这时铁路上的火车少，噪声小，更容

易听出管道漏点。

今年是张凯从事听漏工作的第十

四个年头。 14 年来，他累计避免水损

耗约 115 万立方米。作为单位里经验

最丰富的听漏工，张凯将工作以来总结

的“看、听、测、钻”检漏四字诀传授给徒

弟们。他经常叮嘱张磊：“保护好听力，

听漏的功夫不能丢。”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老铁路开通

运营，还有两年就要退休的张凯投入更

加紧张的工作，负责中老铁路玉磨段昆

明 至 研 和 段 的 供 水 设 备 排 查 检 修 工

作。在张凯和同事们的精心呵护下，中

老铁路开通一年多来，他所负责的区域

从 没 有 发 生 过 漏 水 、供 水 不 正 常 等

情况。

“水管埋在地下，只有用心听测及

时维修好漏点，才能避免水资源大量浪

费。”张凯说，“日常坚守会成就不平凡

的人生。新的一年，我会继续在工作实

践中将工匠精神传递给身边的人。”

张凯累计避免水损耗约115万立方米——

“用心听测及时维修”
本报记者 叶传增

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张凯经常拿着听漏仪器四处巡查。张凯所在的玉溪

供电段，担负着昆明站、昆明东站等大型车站及列车的供水，700 公里的供水

管道，张凯每天不停地徒步听漏。

—摘自《看听测钻 精准定位》（2022年 1月 12日）

“工作台要注意随时保持干净不

乱、收尾阶段裁剪扎带要注意方向力

度，确保切面平滑……”冬日的赣南大

地，天高云阔。在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

院的水处理工程实训室，前不久带队参

加完江西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的曾

璐锋马不停蹄，正悉心指导学员操作的

每一步骤。

为了参加此次职业技能大赛，曾璐

锋的团队从夏天备战到冬天，从 100 人

筛选至 7 人。在最后两周的模拟实训

时，曾璐锋全程“盯”住，一边观察学员

的具体操作，一边在记录表上勾勾画

画 ，3 小 时 全 程 下 来 ，表 上 密 密 麻 麻 。

从技术规范到细节处理，曾璐锋都拿出

最 高 标 准 ，严 格 要 求 学 生 ，精 心 选 拔

人才。

“设备只要‘生病’，曾老师一眼就

能看出‘病因’，并能快速‘根治’。”学

生 陈 荣 相 说 。 这 名 00 后 最 终 获 取 了

职业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组的冠军，

成 为 未 来 备 战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的 种 子

选手。

去年，作为职业技能大赛水处理

项目组的专家组组长和裁判长，曾璐

锋在设计题目时增添了部分安全防护

理论。“水处理技术比较新，安全意识

在 实 际 操 作 中 会 越 来 越 重 要 。”曾 璐

锋说。

前段时间，曾璐锋前往北京参加人

社部组织的大国工匠培训交流班，感触

很深；作为一名职业教育人，曾璐锋对

大国工匠的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工

匠精神就在于，没有完美，却始终不放

弃对完美的追求。”

展望新一年，曾璐锋希望着力筹办

自己的“水处理技术工作室”，借力平

台，“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曾璐锋在水处理规范和细节上着力——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本报记者 王 丹

曾璐锋弯着腰，神情专注地观察着“矾花”的形态。“这个杯子里‘矾花’太

小，说明药剂添加量不够……”逐一找出问题、反复调整测试，直到所有烧杯里

的“矾花”顺利沉淀到杯底，上层的水变得澄清。

——摘自《学好一技之长 奋斗点亮青春》（2022年 7月 15日）

从飘雪的北国到如春的琼州，从中老铁路运营到集成电路封装模具技术研发，

广大工匠用时间淬炼本领，用汗水浇灌理想，将工匠精神书写在平凡岗位上，用奋

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2022 年，本报“工匠绝活”栏目累计刊发 36 篇报道。展望新的一年，在各个岗位

奋斗的工匠们信心满怀，充满期待。他们或是与时俱进不断攀登技术高峰，或是面

向未来研究设计新产品，或是立志把非遗技艺教授给更多年轻人……

新年伊始，“工匠绝活”栏目推出特别策划，本报记者分赴多地，与报道过的采

访对象再次面对面，聊聊新变化，看看新创造，感受工匠精神。

——编 者

坚守岗位，张凯用心倾听测漏

点，保障供水管道平稳运行；面向

市 场 ，曹 杰 研 发 适 应 新 趋 势 的 产

品，探索设备结构和工艺的优化升

级；传承文化，刘香兰免费教授织

锦 技 艺 ，推 动 黎 锦 融 入 现 代 生 活

……新年伊始，忙碌不停的工匠们

一路向前、行程满满，他们在平凡

的工作中践行初心，在激扬的奋斗

里散发光热，为“人人皆可成才、人

人 尽 展 其 才 ”的 时 代 写 下 生 动

注脚。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

贺词中强调：“路虽远，行则将至；

事虽难，做则必成。”锤炼精湛技术

离不开长期的付出与努力，取得创

新 成 果 离 不 开 大 量 的 积 累 与 沉

淀。工匠的成才之路注定不是一

条坦途，背后往往充满着挑战与艰

辛。雕刻工艺美术师李中庆为学

习木雕手艺，一把雕刀反复操练，

双手常常僵硬疼痛；电力检修工人

胡洪炜为顺利完成“±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带电

作业”项目攻坚，半年用坏了 200 副手套、穿坏了 14 双

工作鞋；甘俊林为增强臂力，把自制沙袋绑在手臂上

练习，增加握焊枪的稳定性……在他们身上，我们能

读到“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坚守与付出，更能读到一

以贯之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

用心品读匠心，回味满是甘甜。从大型水利工程

到高新技术产业，从高质量服务北京冬奥会到筑梦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工匠们用日复一日的不

懈奋斗让平凡成为不凡，将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在

攀登技术高峰中创造人生价值，让工匠精神在拼搏与

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

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

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新时代的中

国，技能成才之路更加宽广、前景无比光明、机遇前所

未有。让每一项日常的任务成为精益求精的奠基石，

让在岗在责的每一天都成为追求卓越的助推器，中国

工匠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皆得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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