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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小营村妇女在制作船模零件。
图②：万晓笠向记者展示船模3D图纸。
图③：焊工冯振兴在铺船模龙骨。
图④：制作完成的军舰模型。 受访者供图
图⑤：万晓笠在介绍船模。
图⑥：远洋渔业科考船模型。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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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来了高级工程师

一进院子，寒暄几句，滦平航海之窗模
型公司创始人万晓笠就热情地拉记者去看他
和村民的作品：

1∶72 的 101 号南昌舰，1∶48 的 172 号
昆明舰、1∶500的18号福建舰……精美的航
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潜艇等各类军舰
和民用船舶、海工装备模型，摆在深蓝色底
座上，似漂浮在蔚蓝大海中。

“都是咱村民做的，你看这个福建舰模型
做得咋样？”万晓笠问。

走近看，跑道线等各类标志线、不同功
能的舰载机、贯穿艏艉的上百面信号旗、船
尾码头……种种细节，一丝不苟。

“再看这个，育鲲号远洋教学实习船模型，
育鲲号是国内第一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的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学实习船，我们受委托定制
了一批。”万晓笠说。

控制台、锚链、绞缆筒、缆桩、船锚、
封闭式救生艇……记者拿出手机搜索育鲲号
图片仔细比对，细节丰富准确，还原度颇高。

“与普通玩具模型不同，这是专业仿真船
模，完全依照真船的形状、结构、色彩，甚
至内饰部件，按比例缩小制作而成，能真实
地再现原船主要特征。”万晓笠说，“可别小看
这些模型，造船也少不了用它做参考。”

万晓笠介绍，船模还蕴含着船舶文化，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船模能激发人们对海
洋和船舶的兴趣，这几年越来越受欢迎，我
们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产品。”

在这儿摆着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设计
制作了3批1∶48的航母战斗群模型，都是3米
到 6米长的大船模，还做过 1∶1全尺寸‘悟空’
号水下深潜器模型。眼下，又承接了一笔1∶48
的船模订单，很快就要交货。”万晓笠说。

在没多少人见过大船的山沟沟里，如何
造出这么多专业化仿真船模呢？

故事要从20年多前说起。当时西小营村
的年轻劳动力几乎都外出务工，村集体经济
衰落，这事让村干部梁广厚愁眉不展，直到
他在滦平偶遇从北京过来的万晓笠。

万晓笠毕业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主
持过船舶设计工作，是高级工程师，后来受
单位委托来滦平开办船模厂。

“那时，专业的仿真船模只能依靠手工制
作，耗时长、效率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我反复琢磨，用注塑模具加工塑料产品的方
法，研制出1∶300的哈尔滨舰模型模具，让
原来只能手工制作的船模实现了批量化生
产。”万晓笠说。

船模有了，还缺包装。“我们村有个废弃的
校舍，在那儿可以制作包装盒和底座，村民都
很朴实，肯干。”在梁广厚诚恳邀请下，2001
年，一家简陋的船模厂在西小营村诞生，万晓
笠这个高级工程师开始在山村扎下根。

市场大潮中，公司几经变迁，但西小营
船模厂却顽强生存下来，从原来制作船模配
件转向制作船模，并于2016年更名为滦平航
海之窗模型公司。

山村有山村的优势

在山沟沟里办企业做船模，并不容易。
做船模，首先得有图。这事由科班出身的

万晓笠自己干。就在记者拜访的前一天，他画
图一直到凌晨。这是常态。困了，就在电脑旁
的单人床上休息会儿，醒了就洗把脸接着干。

现在，万晓笠的电脑里，用专业软件绘
制的3D舰船模型图存了百余套。

培养工人也颇费了一番功夫。当年，船
模厂落户西小营，只有几名原来厂里的工人
跟来，远远不够。村里的劳动力多是留守妇
女。她们很少出门，船的样子，还是从电视
和手机上看到的，更无制作船模经验。

万晓笠从最简单的喷漆开始手把手教。
“她们都很勤劳，热情也高，觉得这不单单是个
活计，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走进零配件车间，几名女工正专注于各
自手里的工序，有的固定舰载机，有的绘制
跑道线，动作熟练，紧张有序。

“这是哪个船模的零件？”记者问。

“18 舰，就是咱第三艘航母。”工人已对
舰船舷号十分熟悉，“最近刚下水，热度高，
订得多。”

订单源源不断，让村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

工作。公司为村民职工上了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医疗保险。“能拉动当地经济，带着村民一
起致富，比自己挣钱都高兴。”万晓笠说。

“看着一个个零件组装成型，装车发货，

走出大山，送到专业机构，我们都觉得脸上
有光。”一位女工告诉记者。

焊接车间，两名工人正铺龙骨。这是师
徒俩，师父叫冯振兴，徒弟王琪是西小营村

村民。“铺龙骨是造船的关键工序，造船模也
少不了它，而且必须得人工敲打、焊接，是
个精细活。”冯振兴说。

“我师父是老把式，带我6年了。我开始啥
也不会，现在已经独当一面了。”王琪笑着说。

“把船模做好绝非易事，一艘船模有 260
多个零件，尽管许多零件已设计成标准塑料
件，可以机械化生产，但像桅杆、栏杆、楼
梯等仍需手工制作。”刘晓波说。她以前在外
打拼，后来回村进了船模厂，最初给零件修
毛刺、喷漆，很快就成了熟练工，如今已是
公司销售负责人。

刘晓波常常在社交平台发船模视频，好
评不断。很多客户从她发的视频里得知，船
模是在深山里造出来的，觉得不可思议，提
出要来看一看。来到现场，访客受到的触动
更强烈：简陋的红砖房车间、破旧的门窗、
只有一台电脑的办公桌，就这，却制造出令
人赞叹的精美船模。

为啥不换个地方？这是记者与很多来访
者都好奇的问题。

在村里办企业，缺资金、缺人才，交通、物
流都不方便，万晓笠对此感受最深，一些员工来
了又走，吃不了这份苦，但他总舍不得离开。

来时，只是觉得这里需要的投资少，现
在，他有了更多理由留下。万晓笠清楚地记
得，一艘定制金属航母模型长达6.6米，在装
车发货时遇到些麻烦，村里人闻讯赶来帮忙，
像搬自家古董一样格外小心。“山村有山村的
优势，有点啥事大家都愿意来帮你，不图回报，
有点像咱们当年的革命老区。”

打造“船模村”品牌

零件车间，“为建设船模村而努力奋斗”
的横幅十分醒目。把西小营打造成“船模村”，
这是万晓笠和村民共同的梦想。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这里用的设备、工
艺一点不落后。3D打印机、紫外线光固化印
刷机、烤漆灯等设备一应俱全。“油漆喷涂好
后，要放到烤漆房里在 50℃—80℃的温度范
围内烘烤，漆膜才能固化、光亮，这是上漆
的关键工序。如果为了省钱省事自然干燥，
油漆就不亮。”万晓笠说。

在金属手工船模制作工艺的基础上，结合
激光切割、数控加工等现代化生产手段，西小
营村生产的船模质量和精度显著提高。

打造“船模村”，也得到镇政府的响应。“支
持西小营航海之窗模型发展‘企业+农户’模
式，使各家各户围绕船模产品进行专业化分
工，逐步形成规模化经营，让小船模做成大产
业”，成为镇政府工作报告的一项内容。

在一笔一画中精心绘图，在一锤一凿中
精雕细刻，航海之窗模型公司的产品渐渐打
开了销路。哈尔滨工程大学、武船重工集
团、天津航母乐园、浙江绍兴海军馆……天
南海北的订单让小山村的船模“驶”向五湖四
海，“船模村”的名头越来越响。

“每个人的付出和努力都没有白费。”刘晓
波说。

万晓笠还想继续扩大市场，带动更多乡
亲家门口就业。过去，他做船模追求的是高
仿真度，如今，“可玩性”在他心目中占据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他向记者展示了一组图，是
新绘制的航母战斗群模型图样，整套船模由
9 至 11 艘舰船模型组成。按他的设想，航母
战斗群模型可以藏进茶几，摁下按钮，浩浩
荡荡的舰队就会从底部升起。

“已经有意向订单了，得抓紧落实。”万晓
笠说。

目前，航海之窗公司已建起模具化拼装
船模和研制型船模两条生产线，形成“大批量
订单开制模具、小批量订单3D打印、单件订
单采用传统工艺结合激光切割下料”的生产格
局，拼装船模年产量约 2000 艘，研制船模
150余艘，产值达600万元，成为国内重要的
船模供应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企业+农户’的
运作模式日臻成熟。我们将继续在人才引
进、电商培育、工业创新、平面设计等方面
多做思考，多下功夫，促进产业升级，为专
业集聚、合作创业创新继续出力，让小船模
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的大产业。”万晓笠说。

高级工程师扎根山沟沟——

带着村民造船模
本报记者 康 朴

车子驶过随山势蜿蜒的101国道，道路两旁高低

起伏的农田种满苞谷，青青谷苗吮吸着浓烈的阳光，

与青翠的山峦汇成一片气势磅礴的绿海。

“过了一个蓝色标牌的超市，在前面停面包车的

地方左拐进来就是。”电话那头给记者提示路线。

这里是河北省滦平县长山峪镇，地处燕山深处。

夏日午后，日头正盛。从101国道下来，拐进西小营

村，只听得蝉鸣鸟啼。往里走，树荫下三五老人闲话

家常——再平常不过的乡村景象。

向前，声音明显不同了，打磨、切割、焊接的声音

传入耳畔。左转，一座小院，两间红砖房，这就是记者

要找的船模厂——滦平航海之窗模型公司。

一艘艘制作精良的船模从这里“驶”向全国各地

的高校、科研院所、科技馆、国防教育馆及众多“军

迷”、船模爱好者，让“船模村”的名头越来越响。

船模厂因何落户燕山深处？又如何走出大山？

记者在长山峪镇驻村期间来到“船模村”，探寻小船模

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故事。

本报上海电（记者黄晓慧） 近日，
由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制的深海重载
作业采矿车工程样机“开拓二号”着底
4102.8米，成功取回深海多金属结壳与
结核，创下了我国深海采矿领域的6项
纪录，技术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水平。

大洋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
核、富钴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等矿产
资源，富含铜、钴、镍、锰等重要关
键材料，应用价值极高。此次深海试
验，“开拓二号”在海底多金属结壳与
结核矿区，连续成功完成了5次下潜。

无论是坡度达 30 多度的陡峭、崎
岖海山，还是由高粘性稀软沉积物堆
积的海底“滩涂”，“开拓二号”都能顺
利行进、爬坡和原地回转。科研团队研
发了相关技术，采矿车可以自主感知采
矿环境，能够根据海底实际地形实时调
整方向和状态，适应海底复杂地形行走
的需要。

据介绍，“开拓二号”实现了国内同
类研究的 6 项“突破”：首次实现深海重
载作业采矿车布放作业水深突破 4000
米大关，并获得了大量多金属结壳、多
金属结核等深海矿产样品；首创深海复
杂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技术，实现各种
复杂海底地形的安全、稳定行进；首创
深海多矿类复合钻采技术，实现对多金
属结壳、多金属结核等不同类型矿石高
效开采与收集；首创深水重载作业智能
精细控制技术，形成作业路径智能规
划、跟踪与避障能力，实现深水厘米级
精准定位；首创非金属缆深海重载布放
回收技术，实现4100米水深重载装备布
放回收，安全工作负载等指标位居国内
前列；创新深海环境扰动监测评估技
术，采矿车搭载了环境监测系统，对海
底羽状流生成扩散、水下作业噪声等环
境影响情况进行了全面监测与评估，为
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绿色环保开
采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和数据。

参加此次海试的青岛海洋地质研
究所深海地质与矿产室副主任黄威表
示，“开拓二号”连续 5 天在 6 级风、4 级
海况条件下作业，成功完成了多次、连
续深海布放、海底作业与提升回收，装
备安全性、可靠性得到了检验。

国内深海采矿车海试首超4000米
可自主感知采矿环境，适应复杂地形

“开拓二号”海试现场。 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新华社发）

本报重庆电 （记者常碧罗） 近日，巫山脆李、涪陵榨菜、
奉节脐橙等巴渝特色名优“土特产”培育大会在重庆市巫山县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重庆市将聚焦“西部领先、全国争先进位、
重庆辨识度”目标，加强巴渝名优“土特产”培育，加快构建 1+
336+X“土特产”品牌体系。

1+336+X 具体为：做优巴渝特色名优“土特产”金名片，
打造巫山脆李、涪陵榨菜、奉节脐橙 3 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土特产”品牌，打造荣昌猪、潼南柠檬、恒都牛肉 3 个具有“全
国竞争力”的“土特产”品牌，打造巫溪老鹰茶、梁平张鸭子、
忠县忠橙、江津花椒、城口老腊肉、石柱莼菜 6 个具有“西部辐
射力”的“土特产”品牌，同时支持各区县因地制宜打造“土特
产”品牌。

为培育好巴渝特色名优“土特产”这张金名片，重庆明确了
具体路径措施：在全域整体谋划上，将在严守生态红线、耕地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基础上，对全市1.1亿亩农用地进行系
统规划，规范发展“土特产”；各区县结合各自“一主两辅”乡村产
业，整体谋划“土特产”发展思路，体系化形成1、3、5、10年的
目标体系。在分区域重点谋划上，将围绕渝西地区农业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龙溪河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区、长江上游柑
橘产业带、畜牧科技城建设谋划特色产业发展；渝东南地区要
注重谋划高山特色产业。同时，重庆还将用好、建好一批农业
产业平台、科研创新平台、区域发展平台，全链条培育壮大

“土特产”。

重庆加快构建“土特产”品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