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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车 间 里 机 器 轰

鸣。头 戴 安 全 帽 ，身 穿 蓝

色 工 服 的 工 人 们 簇 拥 在

钳工工作台边，聚精会神

地 学 习 零 件 加 工 的 技 术

要 领 ……人群之中，正在

用杠杆百分表对零件进行

测 量 的 是 广 西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钳 工 特 级 技 师

郑 志 明（见 上 图 ，本 报 记

者郑壹摄）。

1997 年 ，郑 志 明 从 广

西柳州市一所职业学校毕

业后，就进入广西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柳

州微型汽车厂，成为一名

钳工学徒。从业 26 年来，

郑志明在一线生产中练好

钳工的各项基本功，手工

锉削的零件平面精度可控

制在 0.003 毫米以内，相当

于一根头发丝的 1/25。

“ 这 个 铁 制 零 件 的 表

面 依 然 有 高 低 不 平 的 地

方，肉眼很难分辨。”郑志

明一边向徒弟们介绍，一

边蘸取红丹粉显示剂，均

匀涂抹在零件待锉削的表

面，左手用铁块固定零件

的运动方向，右手持零件

在铁制平台上前后摩擦。

“零件表面红丹粉显示剂脱落，并有黑灰色痕迹的

就是‘高点’，是需要锉削的地方。”郑志明说，接着

他把零件待锉削的平面朝上，用虎钳夹紧，手持锉

刀准备锉削。

要实现 0.003 毫米以内的精度，关键在于锉

削。锉削前，郑志明会仔细观察锉刀。“锉刀有略

微拱起的一面，用这一面才能保证零件的每处都

能被锉到。”郑志明说。只见他右手大拇指在上，

握住锉刀，左手大拇指辅助前推，对准零件表面

“高点”一点点锉削。每锉一两下，郑志明都会停

下来，观察零件表面的锉痕，“前后锉痕深浅一致，

说明锉刀拿得又平又稳，零件表面的‘高点’都被

均匀地锉到了。”

“好学、努力、肯钻研！”提起徒弟郑志明，今年

77 岁的师傅谭林科竖起大拇指。郑志明从小就喜

欢研究手工，小学时没有玩具，就从废弃汽车和自

行车上拆下零件，组装成小轮船和小汽车。

这份热爱贯穿了郑志明的整个职业生涯。有

一次，谭林科交给他一个任务：加工一个有数十个

孔的液压集成块，孔的直径、深度各不相同，彼此

交错，稍有偏差就会失败，影响接下来的生产。在

动手加工前，郑志明谨记师傅的教诲：认真细致地

读懂图纸，看清楚工差数据，反复核实检验，务求

精准。

手工划线钻孔，位置误差很关键。郑志明用

极细的划针在零件表面划出十字线，在两线交叉

处用锤子轻敲一下样冲，留下样冲眼，初步确定孔

的位置。“为了确保精度，我把样冲磨得很尖，打出

的点也非常小，必须拿放大镜才能看清楚。”郑志

明说，接着，他用夹具夹紧零件，将顶针安装在钻

床主轴上，慢慢对准零件上的样冲眼，边钻边调

整……耗时一整天，郑志明终于完成了液压集成

块的加工。

在练习中，郑志明发现用方框法能够将孔的

位置误差基本控制在 0.05 毫米以内。“打个比方：

划好线，打好样冲眼后，以样冲眼为中心点，由内

而外依次划边长为 6 毫米、7 毫米、8 毫米和 10 毫

米的方框。钻孔时，孔的外缘会慢慢扩大，这时需

要观察孔和每个方框的相切程度。如果孔与前一

个方框没有相切，就需要及时调整方向，让它与后

一个方框相切。”郑志明介绍，如果能够始终保持

与方框相切的话，孔的位置误差就能基本控制在

0.05 毫米以内，这是郑志明的又一绝活。

在车间里，郑志明常常带领徒弟们手把手地

学习锉削、钻孔的方法。给徒弟们布置加工任务

时，郑志明也总是“宁严一分，不松半毫”。2014 年

5 月，郑志明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为

公司更多的技能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近年来，郑志明将目光从传统燃油车转向新

能源车，聚焦智能装备制造领域，主攻电驱桥、混

动电机发动机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自动化生产

线的设计与开发。“设备的精度靠的是每个零件的

精度，每一道工序、工艺都要认真做好。”郑志明对

徒弟们说，“要一步一个脚印，为加快迈向制造强

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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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汽车装备制造 26 年，郑志明熟

练掌握了车、刨、焊、铣等加工技能。手工

锉 削 零 件 平 面 ，平 面 精 度 可 控 制 在

0.003 毫米以内；手工划线钻孔，位置误差

可控制在 0.05 毫米以内，以较高的精度确

保了设备的稳定、持久运行。他先后被授

予全国技术能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

荣誉。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人物小传

王泽霖：1942 年 1 月出生，江苏苏州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次、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次。2020 年，王泽霖将

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 8200 多万元全部捐给学校；2022 年，他将个人的河南

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300 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学校，用于支持人才培养和

科研创新工作。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记者手记R

王泽霖已经 81 周岁了，多年受糖尿病困

扰的他，身形瘦削，但依然乐观积极，口齿清

晰，和蔼可亲。有人问起他的成功经历，他十

分谦虚地归于时代机遇；问及他的巨资捐献，

他总说，“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是浪费，应该

用到‘刀刃’上。”

王泽霖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品质令人

肃然起敬，其创新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泽霖能够立足生产实践

需要，开展产学研合作，用科研促进生产，用

生产支持科研，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和巨大

经济效益，成为一代人的榜样。

希望更多的人能从王泽霖的经历中得到

启发，立足实践，大胆试、大胆闯，顺应市场需

求进行科研攻坚、协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

创新型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协力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前不久，河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

实验室（P3 实验室）正式获批建设。实验室建

设的主要推动人、年届八旬的河南农业大学教

授王泽霖至今仍在忙碌……住在年代老旧、没

有安装电梯的家属楼里，每天骑电动车买菜、

出行，王泽霖对平淡、简朴的退休生活甘之如

饴，只是学校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让他时时

牵挂……

2020 年初，他捐出多年来积累的科研转化

结余 8200多万元，助力建设 P3实验室；后来，他

又捐出 300万元个人奖金，支持青年人才科研创

业。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张

改平评价他：“对国家‘慷慨’，对自己‘抠门’”。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可爱可敬的人？

让科研成果促进生产，
再用生产收益支持科研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一部分脑

子灵活的人搞起了规模化、集约化养殖。规

模、管理一上去，产量、效益也噌噌往上涨。然

而养殖的人一多起来，一些传染病也随之而

来。刚刚起步的养殖户们，缺乏有效防治手

段，一度遭受严重损失。

上世纪 80 年代，王泽霖从南京农学院毕

业，之后调入河南农业大学工作。参加工作后

的王泽霖面对束手无策、上门讨教的养殖户，

他决定开班办学，推广科学防治方法。为了解

更多情况，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郑州和周边县

市几乎所有的养殖场。

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得到解决，慕名前来

咨询的人也越来越多。尽管每次只收几块甚

至几毛钱诊疗费，到 1995 年，王泽霖还是为学

校挣下了 400 多万元。

有了资本积累，他就想着让技术的红利惠

及更多人。“提升养殖水平，有效手段之一就是

打疫苗，可进口疫苗很贵，不如自己研发。”于

是，王泽霖与河南农大达成协议，成立农业类

研究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用科研成果促进生

产，再用生产收益支持科研，“靠这样的方式，

我们开始自筹资金搞研发。”王泽霖说。

30 多年来，王泽霖在科研上一路向前，先

后获得 3 项发明专利和 12 个新兽药证书，创立

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打破国外垄断，极大

降低了养殖的防疫成本；他个人和团队也因此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据中国禽病研究会统计，王泽霖的科研成

果先后在全国 20多家大型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

产；近 10年来，平均每年为养殖业增加 100多亿

元产值。谈及自己的科研成果，王泽霖总是归

功于运气：“当初不搞这项研究，不来河南农大，

很难取得这些成果。”

热心公益，将毕生科研
转化结余的 8000多万元捐
给学校

虽然累计捐款 8000 多万元，可周围

人都说王泽霖很“抠门”。

十几年前，王泽霖应邀到某全国大会上做

报告，穿着旧衣服就去了。“王老师秋衣的两个

袖子都磨得破边了，领子也松松垮垮的。我想

帮他买身新衣服，他只是摆摆手、笑眯眯地说，

‘有的，有的，会换的’。下次还见他把那件衣

服穿来。”学生菅复春回忆，“平时在外出差住

宿吃饭，几十块钱他都较真。”

在王泽霖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没有“享受”

这个词。工作几十年，他一直坚持“能步行不

骑车，能骑车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绝不打出

租车”的出行原则。

对 自 己 如 此“ 抠 门 ”，可 王 泽 霖 也 有“ 挥

金如土”的时候。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 心 副 主 任 闫 诺 潜 是 王 泽 霖 带 的 第 一 个 研

究 生 。 他 回 忆 起 上 世 纪 90 年 代 ，老 师 们 一

个月才几十块钱工资，但导师王泽霖为了让

他 好 好 做 试 验 ，当 即 买 了 价 值 1.6 万 元 的 基

因扩增仪（PCR）供他使用，是整个学校的第

一台。

研究所自主经营后，王泽霖利用科研服

务和成果转化的收益，逐步在学校里盖起了

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在当时很先进的高速离

心机、超速离心机、低速大容量离心机、浓缩

机、冻干机等先进仪器设备，供生产、科研、教

学使用。

“在学校的支持下，研究所的一砖一瓦都

饱含着王老师的心血。”闫诺潜说，20 多年，逐

渐攒下 8200 多万元，但研究所的收入，王泽霖

没为自己花过一分——

2005 年 ，新 药 证 书 转 让 所 得 500 万 元 。

王 泽 霖 把 其 中 属 于 自 己 的 100 万 元 设 立 创

新 基 金 ，鼓 励 青 年 科 学 家 投 身 养 殖 防 疫

事业；

2020 年，王泽霖又将 8200 多万元科研转

化结余捐给河南农大，用于建设高水平的 P3
实验室……

希望通过努力让国家
发展更快一点、人民生活
更好一点

这么多年来，王泽霖对科研的要求都极为

严格。

“王老师一直要求我们，不能脱离一线。

再苦再累，也要往现场跑，要自己亲手抽血、采

样，体验养殖防病工作。”闫诺潜回忆说。

近年来，根据生产实践需要，王泽霖又开

始在新领域发力，他率先提出了研发联合疫苗

的思路，真正做到了“一针多防”，大大降低了

疫苗免疫成本。

“王老师最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于他与生

产紧密结合的科研思路和态度。”现任研究所

所长赵军说，“我们研究所每个人都继承了王

老师的科研精神，我们这儿培养的人，企业都

抢着要。”

加 上 读 研 前 在 山 西 从 事 相 关 工 作 的 十

几 年 ，王 泽 霖 搞 科 研 将 近 半 个 世 纪 ，始 终 保

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严谨的科研态度和热

心 公 益 的 价 值 观 。 每 当 有 人 想 要 深 入 了 解

背后的原因，王泽霖都会讲起自己的身世和

姐夫。

王泽霖于 1942 年出生在苏州，从小生活

困 苦 。 他 有 个 姐 夫 叫 赵 福 仁 ，14 岁 参 加 革

命，是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洗礼的老军人。“姐夫这样的共产党

人是英雄，更是榜样，他的人生态度深深鼓舞

着我。”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下决心要努力

奋斗。”王泽霖说，他后来吃饱了肚子，上了学，

有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我希望通过我

的努力，能让国家发展更快一点、人民生活更

好一点。”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王泽霖近半世纪破解农业难题——

立足生产需要搞科研
本报记者 毕京津

本版责编：董建勤 康 岩 刘涓溪

▲王泽霖在发言。

郭治鹏摄

▶早年间，王泽霖在学

习班讲课。 受访者供图

本报北京 4月 3日电 （记者张贺）由

中 国 外 文 局 指 导 、中 国 翻 译 协 会 主 办 的

2023 中 国 翻 译 协 会 年 会 今 天 在 北 京 开

幕。来自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翻译行业的代表近

700 人参加会议。本届年会以“推动国家

翻译能力建设 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为主题，旨在推动中国翻译协会在促进翻

译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发挥更

大作用。

开幕会上举行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

奖”“资深翻译家”“翻译中国外籍翻译家”

表彰仪式；发布了《2023 中国翻译及语言

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并首次发布了《2023
全球翻译及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对

通过笔译服务认证的企业进行授牌并发

布《口译服务认证要求》。开幕会上还启

动了首届全国翻译技术大赛，举行了外文

出版社向中国翻译协会捐赠仪式等活动。

本次年会会期两天，将举办“国际传

播翻译中的标准化建设”“中外青年翻译家对话”“翻译国

家队建设研讨会”等 22 场专题论坛及翻译行业成果推介

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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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3日电 （记者刘诗瑶）4月 2日 16时 48分，

天龙二号遥一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首飞，

将搭载的爱太空科学号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这次首飞试验主要目的是验证运载火箭总体方案的正

确性及各系统间的协调性，获取全箭飞行环境参数。

搭载的爱太空科学号卫星，主要用于开展遥感成像实

验等技术验证。

天龙二号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近年来，江西省上犹县以山青、水净、村美、民富为目标，把水土流失治理与

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业综合开发结合起来，建设生态农林

基地，种植沃柑、百香果等水果，助力乡村振兴。2022 年上犹全县沃柑产量超过

400 万斤，促进了当地居民增收致富。图为 4 月 2 日，上犹县油石嶂生态沃柑园

内，村民在分拣新鲜的沃柑。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小沃柑成就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