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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工匠们默默奉献、勇于创新，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业绩

弘扬工匠精神 磨炼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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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匠绝活”栏

目 稿 件 汇 编 而 成 的

《大国匠心——做新时

代的奋斗者》第一辑、

第二辑已由人民日报

出版社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发挥好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职工在

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激励更多

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

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从一枚枚螺丝钉到一个个焊点，从成千上万次练习到加工

精度控制在毫米微米级……千千万万名工匠在平凡岗位上创造

出了不平凡业绩。2017年6月，本报要闻六版推出“工匠绝活”栏

目，聚焦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

高技能人才，展示他们的精湛技艺，展现他们的工匠精神。

今天，“工匠绝活”栏目迎来第 200 期。让我们再次走

近栏目曾经报道过的几位工匠，感受他们身上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记录他们在各自

岗位上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新的奋

进故事。

——编 者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大 国 工 匠

是 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

“ 工 业 强 国 都 是 技 师 技 工 的 大 国 ”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

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发展

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

技能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深刻阐明了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重大

意义、目标方向、基本要求、重点任务。

近年来，党中央深入实施人才强国

战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

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实施

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提高技术工人待

遇，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改革

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推行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畅通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

道，持续加强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健

全中国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我

国技能人才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目前，

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 2亿人，其中高

技能人才超过 6000万人，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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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明

确了到“十四五”期末技能人才占就业

人员比例达到 30%以上、高技能人才

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1/3 的目标任

务。这是推动形成“人力资本红利”的

内在要求，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人才动力的迫切需要。

培育大批高技能人才，首先要适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围

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绿色产

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实施

技能强企行动和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康养服务等领域，培育引领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培育大批高技能人才，要遵循技能人才成长发展规律，

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方式。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构建多元化培养体系，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总结提升工学一

体、校企双制办学模式，全面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促进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和培训资源开放共享。建

设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能大师之

家，带动技能人才梯次发展。

培育大批高技能人才，要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推

动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以特级技师、首席技师为重

点，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更大限度激发技能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依托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职称和学历框架

基础，拓展技能人才多元化成长空间。

培育大批高技能人才，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创造，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提高技能人才

待遇水平，发挥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的作用，引导企业建

立健全体现技能价值激励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让技高者

多得、多劳者多得。持续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

手评选表彰奖励，组织开展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激励广大劳

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技能人才使命光荣、大有可

为，需要充分激发报国情怀、奋斗精神、创造活力，争创一

流、追求卓越，做到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

奉献，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奋斗中实现人生出彩。

（作者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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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法，保证水轮机组转轮平稳运行；手持卷尺，精细

测量动车组车厢侧墙数据；讲解参数，帮助学生们掌握更多

技术细节；经纬之间，寻找黎锦技艺与现代生活的更多结合

点……工匠们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用坚守和

奉献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水轮机
装配特级技师崔兴国——

自主研发 精密装配

四川省德阳市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装配

厂房里，机器轰鸣、火花飞溅。“必须密切关注每个细节，才能

保证装配工艺的精密程度。”在为乐山市龙溪口水电站制造

的导水机构旁，东方电机有限公司水轮机装配特级技师崔兴

国仔细测量，查验导水机构的装配情况。

先后参与溪洛渡、白鹤滩等重大水电工程建设，从事水

电装备制造领域工作 30 余年的崔兴国带领团队成员持续攻

关、突破创新，为水电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自主设计

研发的“通用可调节式”贯流式机组装配工装，使所有产出的

贯流式机组导水机构同心度、水平度、导叶开档尺寸及一次

交检合格率大幅提高，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转轮装配，是水轮机组装配的重要一环。在白鹤滩水电

站机组的转轮静平衡工作中，为了保证水轮机组转轮平稳运

行，实现转轮静平衡试验目标，崔兴国采用精准导向工装和

扶正调整技术，使各项参数指标均优于精品标准。

下一步，崔兴国把视野放在了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数字

化转型上。“我们要通过智能制造助力转型升级，推动产品制

造方式再创新，形成质量和效率的双提升。”崔兴国说。

中车长客国铁事业部制造中心铝车体
产线组铆工周晶辉——

钻研工艺 创新技法

“781毫米，782毫米……”走进中车长客国铁事业部制造

中心铝车体产线组，银白色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车体已组焊

完成，周晶辉手持卷尺，正仔细测量着列车司机室的侧墙数据。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车体往往由许多大小不一、形状各

异的铝合金板材组成，周晶辉的工作便是将这些零部件精准

组装成动车骨架，为下一步焊接做好准备。去年以来，为实现

轻量化目标、减少行驶风阻，动车组侧墙等部件型材外表面厚

度从 3毫米减少到约 2毫米。“铝合金热传导速度快，焊接时如

果稍有偏差，就可能导致车体出现轻微凹陷。”周晶辉说。

为攻克技术难题，周晶辉不断试验，探索出更适合当前

型材的焊接工艺，尽可能让焊接时各个零部件受热均匀，以

减少变形。“目前，这一技术难题基本得到解决。”他说。

“不但要把活干完，更要把活干好”，这是周晶辉始终秉

持的工作理念。2007 年，制造时速 200 公里动车组时，周晶

辉发现，司机室小侧墙板材用传统方式切割十分繁琐。在没

有技术参考的情况下，周晶辉用 1 个多月时间琢磨出一套新

切割法，实现半小时内完成精准切割。截至目前，周晶辉共

总结优秀操作法 30 余项，获国家专利 11 项。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机器人
（双人）项目金牌获得者侯坤鹏、唐高远——

刻苦训练 绽放风采

“试着把颜色阈值上限调到 135。”河南省漯河技师学院

实训大楼，电气工程系青年教师侯坤鹏和唐高远正在耐心地

指导学生调整移动机器人的程序参数。

2022 年 10 月，法国波尔多，侯坤鹏和唐高远以优异成绩

获得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机器人（双人）项目金牌。如

今，被聘为教师的他们，转换角色，往返于三尺讲台和实训基

地，讲编程、教建模、传经验，指导更多学生参加技能比赛。

移动机器人是集环境感知、路径规划、动作控制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系统，操作者要掌握机械设计等多学科知

识。面对繁重的学习训练压力，有的学生打起退堂鼓。对

此，唐高远总是用自身的经历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刚入学时，对照电路图给灯泡接线，唐高远经常是一头

雾水。为了补上短板，他把床铺搬到实训基地，刻苦学习知

识和技能。“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世界冠军，我们靠的就是坚持

不懈的努力和对技能精益求精的追求。”侯坤鹏说。

眼下，二人指导学生设计方案、编写程序、模拟调试，

为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平台夯实基础。“传承工匠精神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勇于挑战自我。”侯坤鹏说。一旁的唐

高 远 补 充 道 ：“希 望 带 领 更 多 学 生 走 上 技 能 大 赛 的 舞 台 ，

绽放青春风采。”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刘香兰——

纺染织绣 传承创新

席地而坐，腰间系带，双腿伸直，紧踩木棍……作为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致力于黎锦

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普及与推广，如今已是第四十二个年头。

黎锦技艺是较为古老的棉纺染织绣技艺之一，过去技艺

的传承只在黎族女性之间代代相传。13 岁那年，刘香兰从

母亲手中接过了自己的第一架踞腰织机，开始学习织锦，15
岁独立完成了第一件作品。没有图纸参考，便从模仿过去的

作品开始，逐渐创新和改进图案、载体，不断钻研黎锦技艺。

2008 年，海南启动“黎锦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申报工作，刘香兰第一个报了名。

“黎锦技艺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推广。”刘香兰不仅将

织锦技艺传给了儿子和孙子，还当上了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

和五指山市部分小学的客座教师，即使平常工作再忙，也会

定期到学校教授黎锦技艺课程。

走进五指山黎锦传习所，目之所及不光有传统的黎锦筒

裙、服饰，还有个性化定制的床饰、壁挂、披肩等产品。“在刘

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希望寻找黎锦技艺与现代生活的更多结

合点，让更多人感受黎锦的魅力。”刘香兰的徒弟、五指山市

冲山镇村民黄朝翠说。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未来，我会继续致力于将黎锦技

艺推广开来、普及下去。”刘香兰说。

匠心筑梦，技能报国。不同领域的工匠们用勤劳的双

手、默默的付出诠释着工匠精神，更彰显着劳动之美、创造之

美。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工匠们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

作为。

（本报记者张文豪、王永战、刘以晴、孙海天）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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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采

油工、“全国技术能手”史昆在操作采

油设备。 樊文宏摄

图②：成飞公司钳工、“全国劳动

模范”刘时勇在操作气钻。

成飞公司供图

图③：黑龙江省林业设计研究院

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海

峰在制作雪雕作品。 受访者供图

图④：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金

牌获得者曾正超在进行焊接作业。

中国十九冶供图

图⑤：上飞公司钣金车间钣金七

组 班 组 长 、“ 中 国 质 量 工 匠 ”王 伟 在

校形零件。 沈贵林摄

图⑥：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

处泵站运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徐士坤在检查设备。

本报记者 白光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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