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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工匠是职工

队伍中的高技能人才。工会要协同各个方

面为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发挥作用搭建平

台、提供舞台，培养造就更多劳动模范、大

国工匠。”

从航天、电力、轨道交通到海洋装备、

交通通信、能源化工，潜心耕耘在各个领域

的大国工匠以匠心筑梦，以实干逐梦，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激励着更多劳

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之路。

7 月 28 日至 30 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以

“匠心筑梦 技能报国”为主题的第二届大

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坛举

办。来自各地的 500 多名劳模、工匠，85 位

大国工匠参加大会，1200 多项与大众生活

息息相关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本报记者

采访了其中的部分大国工匠，倾听他们勤

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

奋进故事，感受他们身上的工匠精神……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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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苦练
“每一个微小的误差，都可能

导致不能承受的损失”

炎炎夏日，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的捞

纸车间内，捞纸工周东红正忙碌着。“一帘水

靠身，二帘水破心。”在周东红和搭档行云流

水的配合下，捞纸帘在纸浆池中来回晃动，纸

浆很快成型为一张湿润的宣纸。

在宣纸生产过程中，捞纸是一道十分关

键的工序，技术含量非常高。捞纸一般需由

两名师傅共同完成，一人负责掌帘、一人协助

抬帘，从纸浆里捞出有形的纸张来。

“别看捞纸动作简单，里面的门道却不少。

每捞一张宣纸，纸浆池里的纸浆浓度都会发生

改变，下水深度、动作姿势也得随之进行细微的

调整。”周东红介绍，“要想确保每张宣纸的厚薄、

重量一致，手上就得有秤一样的分量感。”从业

30多年，周东红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经他捞的

纸，每 100 张宣纸的平均重量误差仅为 2 克左

右，长时间保持成品率近 100%的纪录。

“要做好一件事，就必须勤学苦练。”这是

周东红常挂嘴边的一句话。起初，周东红捞

出来的纸厚薄不均，成品率很难达到要求。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周东红坚持早上岗、

晚下班，仔细观察优秀的老师傅如何操作，揣

摩动作要领。由于长期和纸浆打交道，周东

红的双手在天寒时易长冻疮，只能靠涂抹药

膏缓解。

抬手、弯腰、转步……在捞纸车间，周东

红平均每天需要重复这一套动作 1000 次以

上。“一开始干这行是为了生计，但后来对这

门传统手艺有了感情，我就想踏踏实实干下

去，传承好这门技艺。”周东红说。

勤学苦练是成为一名大国工匠的必经之

路，背后离不开长期的坚持与奋斗的汗水，中

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飞机装配工周

琦炜对此深有感触。

大型客机制造是一个国家工业、科技水

平的集中体现。然而由于空间限制等原因，

飞机的电缆和电气组件都需要手工装配完

成。国产大飞机 C919 约有 7 万根航空线缆，

分布在飞机的机头、机身、机翼、尾翼等区域，

总长加起来近 100 公里，周琦炜的工作就是

把它们精准地安装到位。

布线、端接、组装……极狭小的空间内，

他一干就是数小时。从 ARJ21 飞机到 C919
大型客机的研制取证、批产交付，周琦炜每天

面对的是数不清的电缆、接头、控制器。为了

练精技艺，他经常留在车间加班钻研，逐步掌

握了工作所需的所有专业技能。

2008 年，周琦炜跟随团队来到西安市阎

良区，参与 ARJ21 飞机试验试飞保障与测试

工作。相比上海的总装生产线，外场工作必

须争分夺秒，在极端天气出现时抓紧测试。

这样的时间窗口期一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

只是一天里面的几十分钟。

在参与 ARJ21自然结冰试验时，周琦炜在

一天夜里接到了紧急任务。为了保障第二天

飞机能够顺利飞行，他和团队从凌晨 1 点就开

始工作。接近零下 20摄氏度的机坪，飞机外表

面每一个部位都是冰冷的。为了精准敷设电

缆，周琦炜果断脱下厚重的手套、外套、帽子，

进入狭小的作业区域，开始划线定位，对圆孔

进行打磨。手冻得没有知觉了，就暖一暖再

投入工作。平日机库内 30分钟的工作量，在艰

苦环境下用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严寒，周琦炜

的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冻伤症状，但他忍着

疼痛顺利地完成了试验。“我们的工作关系着

乘客的生命安全，必须要做好。”周琦炜说。

挑战自我、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工作

20 多年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工程实验室高级技师周皓，靠着这种精神，

创造了中国深海科考多项纪录。

深海科研装备对材料、加工精度的要求

很高，必须保证“零差错”。“每一个微小的误

差，都可能导致不能承受的损失。”周皓说。

为了锤炼技艺，周皓向老技工学技巧、看

书找方法，把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技巧都练习

了上万遍。“从最初练一会儿手上就磨出水

泡，到后来手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周

皓回忆。最终，他熟练掌握了车、铣、镗、刨、

磨、焊等多种机床的操作、维修和零部件加工

制造技术，很快成长为厂里的生产技术骨干。

三次随“探索一号”科考船远赴马里亚纳

海 沟 科 考 经 历 中 ，让 周 皓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2017 年 7 月的科考。那年正赶上冬季太平洋

的台风季，科考船刚抵达作业区，便遇上大风

浪，已经准备完毕的 43 套海底地震仪全部

受损。这些地震仪是科考任务的关键设备，

决定着科考成败，可船上没有专业维修设备

和可更换的零部件，怎么办？

周皓忍住晕船的不适，开始了仔细的研

究。他发现，用来包装海底地震仪的 15 块塑

料垫板，可以暂时代替受损仪器上的特种塑

料，而船舱中用来防水的尼龙板，可以代替玻

璃 纤 维 修

复受损的抛载

器。经过 26 个小

时的连续工作，周皓在

第二天凌晨 5 时把 43 套地震

仪全部修复完毕，为保障科考顺利进

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敢为人先
“一连试验了数千次，有初步

结论时才发现天已经亮了”

上料、耐压试验、通电检定、下料……在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能表自动化检定

车间内，流水线上的电能表正井然有序地通

过各个检定装置，标记合格后，下线入库。如

今，自动化系统人均日检 5400 块电表，如果是

人工检定，一人一天最多只能检定 80块电表。

“过去的检定工作很辛苦。”高级技师黄

金娟比画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由于之前大量

重复性工作，现在每当洗衣服、拧干衣物时，

手指关节都会疼。

1984 年，20 岁的黄金娟从浙西电力技术

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电能表的实验室计量

检定工作。那时，她需要站在密密麻麻的接

线前，一刻不停地盯着刻度与报表，快速校验

比对，再将电能表与接线连接、检定。

“人工检定劳累不说，高强度的工作也很

难实现万无一失。”黄金娟说，传统检定方式

逐渐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检定需求。

2007 年，黄金娟提出了电能表检定“机

器换人”的思路。可是，电能表检定操作繁

杂，用机器代替人工将带来检定质量难以控

制、过程监控不到位等诸多风险，国内外都没

有先例。她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不切实际。

“我向厂家招手，厂家向我摇头。”黄金娟

在 全 国 各 地 寻 求 合 作 ，却 遭 到 制 造 商 的 拒

绝。无奈之下，她决定自己研制全套电能表

自动化检定系统。

争取到科研立项后，黄金娟便开始了实验

室、办公室、住所三点一线的工作和生活，通宵

分析、测

算、试验是

常有的事。

2008 年 ，在 开

展电能表自动化检定技术

攻关时，研发团队的同事们下班后就

到黄金娟家里集合，在半张乒乓球桌上做试

验。“有一次，为了获取自动拆接线的气缸最

佳推力值，一连试验了数千次，有初步结论时

才发现天已经亮了。”黄金娟说。

终于，黄金娟用了 6 年时间潜心钻研，迭

代三代产品，提出了最佳拆接线模型方案，解

决了电能表自动拆接线难题。拆接线作业时

间由传统人工所需的 45 分钟缩短到 2 秒钟。

2012 年，黄金娟带领团队研制出国内首

套能大规模作业的电能表智能化计量检定系

统，并在浙江投入运行。2017 年，她作为主

要完成人的电能表智能化计量检定技术与应

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根据生产一线需要展开研发，大国工匠在

不同岗位上书写着一篇篇动人的创新故事。

粗糙的手上贴着创可贴，指甲缝里是洗

不掉的黑色机油，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公司首

席技师谭文波都不太好意思跟人握手：“天天

跟铁疙瘩打交道，一不小心就会割出一个口

子，沾上机油更是难免。”

然而，就在这样一双手中，产生了8项国家发

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型桥塞坐封工具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传统的电缆桥塞坐封，很长一段时间需

要从国外引进，价格贵不说，由于工具依靠内

部的火药燃烧产生动力，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谭文波提出用电动

液压替代火药作为动力的想法，这就需要重

新设计一套传动装置。

说干就干。近 4 个月的钻研后，谭文波

手工焊制出第一个工具样机。接下来要面对

的是研究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环节

——动力测试。

设备的密封甚至可能出现问题，随着压

力的增加，便会发生泄漏，甚至可能发生闪

爆，后果不堪设想……试验之前，谭文波叮嘱

同事：“里面情况不对就赶紧拨打 120……”

装置启动，30 兆帕、50 兆帕、70 兆帕……

当压力达到 80 兆帕时，装置没有出现问题，

测试成功了！谭文波用颤抖的手将数据一一

记录到随身携带的本子上。

2013 年 6 月 1 日，完善后的样机第一次

上井并获得成功，新型桥塞坐封工具被研发

出来。目前这项技术在新疆油田桥塞封闭作

业中已被应用已超过 3700 井次。

今 年 ，中 国 石 化“ 深 地 一 号 ”跃 进 3—

3XC 井开钻，深入地下 9000 米，刷新亚洲最

深井纪录。“很多工具在 8000 米以下就无法

使用了，向万米进军，需要克服高温、高压等

难题。”谭文波说，他已经开始了新的挑战，目

前正在研究 200 摄氏度以上温度、170 兆帕以

上压力环境下工具的相关技术问题……

传承精神
“师傅手把手地一遍一遍帮

我找手感，纠正动作，总结经验”

夜幕降临，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

能表自动化检定实验室内依旧灯火通明，黄

金娟带领着“黄金娟劳模创新工作室”的 19
名成员，正在攻关一个技术难题。

“2004年我刚到单位报到时，黄老师就让

我们去基层一线锻炼，每过一段时间就来问

我们有没有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工作室成员、

徒弟严华江说，这段经历让刚走出校门的他对

电力行业有了更深的体会，成长得也更快。

至今，严华江还保留了黄金娟送他的一个

笔记本，上面有很多专业英文术语，密密麻麻

地写满了中文注释。“笔记里的内容都是黄老

师一点点摸索着自学出来的经验。”严华江说。

同时，黄金娟也不忘将自己的经验总结

梳理出来，分享给更多人。她牵头建立电力

计量管理体系，出版《电力计量集约化创新与

实践》等 4 部专著，取得了智能化检定系统、

智能化计量仓储系统等实用化成果 20 余项，

形成系列技术标准 11 项。

“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技术成果公开，

黄老师将多年的技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我们这些年轻人。”严华江说。

在将自己的绝技绝活传授给年轻人的同

时，大国工匠们也在用实际行动传递着工匠

精神，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之路。“作为一名工匠，不光自己要练好硬

功夫，还要把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让传

统技艺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深耕生产一线

30 多年，如今周东红心心念念的，便是让更

多年轻人掌握宣纸的制作工艺，吸引更多人

加入到宣纸技艺的传承保护中来。

“起初我的动作不标准，师傅手把手地一遍

一遍帮我找手感，纠正动作，总结经验。”捞纸工

王涔是周东红的徒弟，学艺时的经历令他印象

深刻。王涔说，师傅在传授技艺时虽然标准很

高，但总是耐心有加地鼓励、毫无保留地答疑解

惑。在周东红的悉心指导下，王涔的技术日益

提高，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熟练的捞纸工。

“培养一个能独立工作的技工，最少需要 8
个月的时间，要培养一个成熟的捞纸工，可能

需要 5 年以上。不仅带徒周期长，而且带徒期

间成品率也容易降低，所以一般的捞纸师傅是

不愿意带学徒的。”但周东红并不计较这些，总

是尽力做好“传帮带”。这些年他带出的徒弟

们，捞纸的产品质量都排在前列。

近些年，越来越多人表现出了对宣纸的

关注和喜爱，周东红对此深感振奋。在做好

本 职 工 作 之 余 ，他 也 担 负 起 更 多 的 社 会 责

任。在宣纸文化园向参观者讲解宣纸制作过

程、参与录制科普类视频、到各大高校推广宣

纸文化……虽然步履匆匆，但周东红十分充

实快乐：“我会尽我所能肩负起展示传统技

艺、培养技能人才的责任，把我们的传统文化

弘扬好、传承好。”

（本报记者吴凯、沈文敏、李亚楠、刘博

通、窦皓、孙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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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图①：周东红在搅拌纸浆。 尹建生摄

图②：谭文波在研究井下作业工具。 张 勇摄

图③：黄金娟在电能表自动化检定流水线上查看电能

表检定效果。 张 岩摄

图④：周琦炜（前）与同事在安装连接器。 徐炳南摄

图⑤：周皓（右一）在工程实验室维护“深海勇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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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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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从“中

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

关键时期，呼唤着更多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

卓越，能够“吃透”技术的大国工匠，一起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匠心筑梦，技能报国，于平凡中彰显不凡。作为我国

广大一线技术工人的杰出代表，大国工匠们在新时代的

伟大实践中，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同科学家和工程师相互配合、协同攻关，用智慧和汗水创

造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科技和工程奇迹，在强国建设中

发挥出主力军和先锋队的作用。他们中，有扎根电能表

计量检定一线近 40 年的黄金娟，也有为“探索一号”科考

船加工零部件“零差错”的周皓，有把双手作秤捞出温润

宣纸的周东红，还有矢志创新获得 8 项国家发明专利的谭

文波……把想法变成方法，把规划图化为施工图，大国工

匠们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本职，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念。

工匠精神，薪火相传，于坚守中引领创新。从奉献焊工

岗位 50 多年的艾爱国到捧起“阿尔伯特大奖”的青年匠人

宋彪，我们看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工匠精神

不只有“但手熟尔”，还有创新不止。在新征程上，我们不仅

要培养出更多具备复合知识结构和创新意识的高技能人

才，更要以工匠精神去教育激励年轻人坚定走技能成才、技

能报国之路。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担当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广大科学家、工程师和工匠群体，将秉

持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念，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紧

联系在一起，紧盯关键“卡脖子”领域，以科学严谨的态度，

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以创新驱动发展

占据技术制高点，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安

全性，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

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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