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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专注，破解内燃机精密修复技术难

题；精益求精，掌握陶瓷拉坯绝技；一丝不

苟，啃下数控加工技术“硬骨头”；追求卓越，

取得铁路装备行业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近日举行的第十六届高技能人才表彰大会，

对激励广大高技能人才践行技能成才、矢志

技能报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近年来，我国持

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但与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需求相比，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比仍然

较低，尤其在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

相关人才依然紧缺，供需不匹配的矛盾亟待

解决。只有继续大力推动高技能人才量质

齐升，才能更好地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近年来，人社部门深入实施“技能中国

行动”，为培养壮大高技能人才提供了一系

列政策支持：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充实

人才规模；推行新型学徒制，创新培养方式；

构建“新八级工”制度，畅通发展通道；启动

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夯实重点领域……高

技能人才工作日益形成合力，助力越来越多

劳动者吃上技术饭、站上技能岗。

人才决定未来，人才就是未来。我们要

更加重视高技能人才工作，切实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

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践行技能成才 矢志技能报国
邱超奕

成长：把看似枯燥的
工作变得有趣

“做技能工人就像加工毛
坯一样：只要认真钻研，铁疙瘩
也能变成精密件”

走进嘈杂的智能制造装备车间，穿过由大

大小小的机床、高高低低的工具架围成的一

角，记者见到了北京北方车辆集团首席技师、

数控铣工马小光（图①，张劲雄摄），他静静地

站在工作台前，认真翻看图纸……

“小光，小光！”同事喊了他几声，他才回过

神来。“马小光有个‘绝活’，他能‘听’出刀具磨

损的程度。”同事笑着说，“中华技能大奖，可不

是白得的！”

的确，从普通学徒到大国工匠，哪有那么

容易？

1998 年进厂，马小光的第一份工作是电

极钳工。加工石墨电极会飞溅大量粉末，下

料、画线、锉削等工序都得手工独立完成，每天

忙完，全身上下灰扑扑的。

一台铣床、一个计算器、一把锉刀，就是马

小光每天的伙伴。他一有空就搬来毛坯件练

习。5 年，记不清用钝了多少锉刀，在铣床边

度过了多少日夜，马小光终于掌握各项要领。

“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把基本功融会贯通

了。”马小光说，“做技能工人就像加工毛坯一

样：只要认真钻研，铁疙瘩也能变成精密件，发

挥大作用。”

“认真钻研”的背后，是兴趣使然。机修钳

工王树军（图③，受访者供图）就是如此。1993
年，王树军成为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

车间机床维修工。手握钳具、调修设备，很多人

觉得枯燥，但他觉得很有趣：“每个零件都是独

立的个体，经过我们的手，它们摩擦、碰撞、重组，

诞生出一个新形态。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王树军头一次见到内燃机加工中心，心

想：“这么‘高大上’的设备，啥时候我也能保养

这位‘新朋友’就好了。”王树军学的是钳工，他

利用业余时间，报班上课、查阅资料，一点点认

识这位“新朋友”。不仅“新朋友”变成了“老朋

友”，他还帮这位“朋友”实现升级。如今，王树

军已攻破多项高精尖重型机车内燃机精密修

复技术难题，成为公司首席技师。

为了心里放不下的陶瓷工艺，20多年前，陶

瓷成型工占绍林（图④，受访者供图）曾两次“拜

师学艺”。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的他，小时候跟

叔叔到景德镇生活。占绍林最初学的是修坯，

景德镇瓷以“薄如纸”闻名，考验的不仅是心手

合一的功夫，更是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占绍林年

纪小，很快就放弃了。回到老家以后，占绍林辗

转反复：修坯做不得，那试试拉坯呢？于是，他

再次回到景德镇。这一次，他咬紧牙关，“瓷泥

采用的是珍贵的高岭土。为了能反复练习，我

冬天零下几摄氏度光脚踩泥，把废泥也利用起

来。”占绍林说。“要是一个月还拉不出像样的器

件，就回家去。”因为师父的这句话，他从下午 5
点一直拉到第二天凌晨 5点，直到拉出了四五个

同样大小、厚薄的坯，才让师父满意。

“功夫下到极致，才能在技艺上前进一大

步，工作也才更有成就感。”占绍林感慨。

攻关：把别人认为的
不可能变成可能

“一遍遍尝试，失败了无数
次，夜里做梦都在想方法”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车唐山公司”）组装厂房，一辆新型都市快

轨列车下，中车首席技能专家、机车车辆管道

工苏健（图②，王卫平摄）一手扶着直径 42 毫米

的管路，一手拿起 1 米长的加长扳手不停地紧

固连接处。“常规的扳手长度只有 40 厘米，无法

满足大直径管路的用力要求。”为此，苏健为扳

手特制了一个加长套管，解决了用力问题。

对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来说，创新是一种

态度和习惯。哪怕用“笨办法”，也要把别人认

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2007 年，中车唐山公司开始第一批高速

动车组列车生产。“不像传统的铁路客车弯管

可以手工制作，动车组弯管的制作需要依赖数

控弯管机。金属材料有回弹性，需要在使用数

控机进行弯管时，人工输入补偿数据。”苏健

说，“这些管路组成了动车组重要的‘神经系

统’，但纯靠经验调总是有偏差。”

苏健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笨办法”：他带

着几名技术骨干，吃住在厂区，针对 14 类不同

直径、22 种不同弯曲半径的原料管，花了将近

一年时间，利用生产之外的时间，进行 4500 多

次实验，共收集了 1.2 万多个弯管补偿数据，最

终建立“高速动车组数控弯管角度回弹补偿数

据库”，把弯管角度偏差控制在 0.1 度以内，椭

圆度变形控制在 0.5%以下，远高于国家标准。

马小光也是个愿用“笨办法”的人。2002
年，车间第一次引进数控机床，但大家都没能顺

利做出产品，有些人说根本不好用，马小光却主

动认领了这个难题。缺乏刀具，他就拿手磨刀

具一点点试；不懂编程，就捧起书本一页页学。

他还攒了半年工资，买了台电脑学计算机绘图。

“我还记得一个叫 G42 的指令，用起来复

杂，却是控制机床加工精度的关键。”马小光

说，“一遍遍尝试，失败了无数次，夜里做梦都

在想方法。”2006 年，他用数控机床成功加工

出一套平衡器锻造模具。过去，十几个工人要

为此忙活两个月，现在一台机床两周就完成

了，效率大幅提升！

传统陶瓷如何创新？在一次交流活动中，

占绍林注意到：一位外国艺术家做的陶器作

品，比如动物、人像等，都是一次拉成的。而传

统的陶瓷大件，要分成几部分分开来做，再组

合到一起。“三分拉，七分修”，景德镇瓷泥软

黏，坯胎更厚，也就更费泥料和时间。“能不能

一次成型呢？”半根锯条，一双巧手，力度、水

分、干缩比等每个要素都要非常精细……经过

反复尝试，占绍林终于成功采用本地瓷泥一次

拉成线条流畅的三层结构器物。

传承：把自己积累的
经验变成教材

“每个案例，我都标注得尽
可能详细；每写一次，就好像重
新修了一次”

“嚓——嚓——”故障灯亮起，一名年轻人

一路小跑，急慌慌地找到王树军，“王师傅，南

二的刀断了，您快去瞧瞧！”抄起手套，戴上帽

子，王树军手一挥：“走！”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帮助年轻

人成长。”2013 年，以王树军命名的创新工作

室成立，他举办“维修课堂”,每年授课 240 课

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下十几万字的业务笔

记。“每个案例，我都标注得尽可能详细；每写

一次，就好像重新修了一次。”王树军把这本笔

记送给学员们，“这就相当于有了教材。”

“不能止步于‘坏了什么修什么’，还得学

会‘需要什么造什么’。”近几年，王树军带领工

作室开展自动化改造项目，鼓励学员发挥个性

和特长，进行产品改良。

2016 年，潍柴推出一款自

主 研 发 的 大 功 率 产 品 ——

WP9H/WP10H。“虽然内燃机性能

迈向高端，但起初设备的产能跟不上，

必须改造升级。”王树军说。图纸画了一张

又一张，尺寸改了一次又一次，他带领团队先

后升级各类设备 20 台、自制设备 33 台，将日产

能从 100 台提高到 120 台，缩短市场投放周期

6 个月，年创造效益达 1.44 亿元。

“正是工作室前些年的创新经验，给了我

们大胆改造的底气。”王树军说。

做讲座、写教材、带团队，和王树军一样，

许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都在完成本职工作之

外，更多地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

云南砚山土陶、福建南平建盏、浙江龙泉

青瓷……过去 3 年，占绍林到各地的窑口走访

调研，传帮带的脚步走向全国各地。“想要思考

如何更好地带动整个行业发展，必须走出去，

互相提提建议，共同进步。”今年 2 月，占绍林

组织了一支包括美术、设计、烧窑等工种在内

的团队，前往云南砚山交流。“如何创新技法提

高拉制的效率？如何改变造型设计满足年轻

人的喜好？”占绍林说，“我们思考，产品用料、

烧窑方式、装饰设计，都可以更新一下，以便更

好适应市场变化。”

今年，占绍

林收了 8 个徒弟，

全 都 来 自 内 蒙 古 、

福建、河南等外省份，

“他们都有很好的艺术功

底，我希望能把他们培养成为

当地的带头人。”

“这几年，感觉自己越来越忙了。”马小光

说，2018 年，工作室成立之后，他一直在思考

如何培养更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时

代技能骨干。桌上的日历本，密密麻麻画满了

圈和勾。除了编写教材、举办讲座，他还指导

很 多 年 轻 人 在 各 类 技 术 比 赛 中 取 得 了 好 成

绩。他已带领团队先后完成无人车行走系统

等 200 多项重点攻关项目，取得工艺创新成果

30 项，获得国家专利 20 项。

2012 年，苏健成立工作室，负责动车组制

动管路相关技术的研究；随着骨干成员的增

加，技能攻关和人才培养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

整个组装系统。11 年来，工作室编制 11 册约

10 万字的教材，组织开展技术操作创新 1200 多

项，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51 项。得知自己荣获中

华技能大奖的那一刻，苏健激动不已：“荣誉是

属于集体的，也是属于过去的。未来，我们还

要 继 续 勤 钻 研 勇 创 新 ，大 力 弘 扬 工 匠 精 神

……”想必这是所有获奖者共同的心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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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诚实劳动、勤

勉工作，锐意创新、敢为人先，依靠劳动创造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的重要力量。近日，第十六届高技能

人才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30 名中华技能

大奖获得者和 295 名全国技术能手受到表

彰；他们是爱党报国的奋进者、勇于创新的

开拓者、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本报记者走近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倾听他们干一行、钻一行的奋斗故事，感受

他们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赤子情怀，抒写

他们挑战自我、勇于突破的拼搏精神……

——编 者

本版责编：董建勤 宋 宇 吴 凯

版式设计：沈亦伶

本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杨昊）记者从全国妇

联获悉：包括航天员刘洋《把祝福和梦想写进繁星》在

内的 100 封“新时代最美家书”23 日在京揭晓。

这些家书中，既有告慰革命先烈的红色家书、传

承清廉家风的警示家书，也有战贫抗疫的励志家书

等。据介绍，“新时代最美家书”征集活动历时半年

多 ，得 到 社 会 各 界 的 积 极 响 应 ，投 稿 者 来 自 天 南 地

北、各行各业。全国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家书折

射大时代，这种家庭文化活动是一次带动全民参与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生动实践。在 23 日举办的新时

代最美家书征集暨家庭文化建设专题研讨会上，专

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家书文化在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100封“新时代最美家书”在京揭晓

本报西安 5月 24日电 （记者龚仕建）“太方便了，

省时省力，再也不用两头跑了，省了上千公里路程，真

是高效便民！”近日，陕西西安市民张先生在明光路派

出所将父母户口从吉林迁入时不禁发出感叹。近期，

人们经常能在西安市各派出所户籍室听到类似的评

价。记者从西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获悉：今年 1—4
月，西安全市共办理群众户口迁移“跨省通办”业务

9119 笔，同比增长幅度高达 714%。

今年以来 ,西安市公安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理念，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

跨省办理户口迁移需求，创新便民利民举措，组织全

市户政部门加速推进户口迁移“跨省通办”业务。治

安管理局户政处通过汇总业务数据，研判全市“跨省

通办”业务开展情况，主动加强与外地公安派出所各

项业务的对接工作，积极破解异地协同难题。据介

绍，目前西安市公安户政部门已实现工作调动、大中

专院校录取、大中专学生毕业、夫妻投靠、父母投靠

子女、子女投靠父母六项户口迁移业务“跨省通办”，

基本实现全国范围内六项户口迁移业务“就近办、一

地办”。

西安创新推出户口迁移“跨省通办”便民举措

本报北京 5月 24日电 （记者倪弋）记者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中国关工

委联合发布第二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本批案例集中呈现了检

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联合妇联、关工委深

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做法和成效，为各地提供

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促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走深走

实，推动相关制度机制健全完善。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 6 件，既有未成年人涉罪

案件、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也有涉未成年人民事执行

监督案件、困境未成年人保护案件。该批典型案例，梳

理了很多具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做法：检察机关通过改

变监护人教育方式来推动孩子转变，重塑家庭支持体

系；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用心做好监护监督工

作；将涉罪未成年人帮教与监护人家庭教育指导相结

合，提高罪错未成年人矫治成效；动态评估家庭教育指

导效果并及时调整指导方案；扎实做好异地协作配合；

等等。

据悉，自第一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发布以来，各地检察

机关、妇联、关工委借鉴有益经验，不断深化合作，充

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共同推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做 深 做 实 。 本 次 发 布 的 典 型 案 例 继 续 坚 持 问 题 导

向，在鼓励各地积极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各地健全工作

机制、培育专业力量，重视跨地区协作、跨部门合作，

突出未检“四大检察”融合履职特色，对于深入推动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引导示范

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联、
中国关工委等三部门——

联合发布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合肥 5月 24日电 （记者田先进）由中宣部宣

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第 121 场活动于 24 日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举行。上

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云文作题为《加强

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的演讲。

演讲中，邢云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

的重要论述，引经据典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

观念，讲述诚信文化在我国深厚的历史渊源，表明诚

信文化已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立足

现实，他强调“诚信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强烈呼唤”，

提出“要在传承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以新的生

机活力”。

活动现场，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淙祥、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路丙辉作为践行诚

实守信的代表，讲述了各自坚守岗位、以实际行动诠释

诚信精神的事迹。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光明网承办，安徽广

播电视台、金寨县委、金寨县人民政府协办，光明网、光

明日报客户端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21场举办
宣讲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