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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0 月，是新季羽绒服试样定型阶段，这也
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我和 16 位小伙伴全身心
投入。

今年是我走上制版之路的第 20 年，目前在雅戈尔
服装控股有限公司工作。还记得 20 年前，第一次接触
制版手艺，师傅抛来一件风衣，让我学拓版，要求每一
条线段都跟原衣一模一样。在此之前，我当了 4 年手工
裁缝和车工、3 年熨烫工，还有 1 年样衣裁剪工，最难的
却是制版工作。当时，我把花了 3 天才制出的版样交给
师傅，师傅竟拿出了公分尺，测出了两毫米的差距。我
心里一紧，拿着被打回来的版样，默默记下师傅说的
话：“制版师的水平，就藏在小数点后几位数字的变化
中，毫厘之间都马虎不得。这也是同一款衣服，打出不
一样版型的原因。”

两个袖子、两个前片、两个后片，看似简单的组合
却是一件衣服舒适和平衡的关键，而想要达到舒适度
和平衡性，精确度是制版师不懈追求的标准。

制版师靠“尺”为生，但又不能时刻依赖手中
的尺。因此，我把逛街当作“找茬”的机会，经过

一番钻研，我的眼睛就是“标尺”，误差成功缩小。
从 3.2厘米到 2.8厘米，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制版上的创新没有捷径可走。一毫一厘的改动，
都是靠时间反复试验。比如，茄克领口由 3 条布块拼
接而成，制版时需要分开调整，先试分割线的那一
片布条，将它往上移 1 厘米进行打样，没达到效果的
话，再移动，再打样。

这几年，我在行业内小有成就：主持企业旗下 6
大品牌版型建立的开发项目；完成 《茄克翻领的结
构和工艺制作研发》 课题项目，每年产生经济效益
可达到 5000 万元；编写省职业技能鉴定 《缝纫品整
型工》 评价标准……

现在，我吃透了师傅的教导，也成为了一名老
师并有幸成为浙江省 （劳模） 工匠创新工作室领办
人和宁波市何先撑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但在我
心里，制版师始终是一个常学常新的工作。这也时
刻提醒着我要坚持参与一线打样，适应多变的材质
和款式。

（本报记者  窦瀚洋采访整理）  

今年是我从事建筑行业的第 16 个年头。刚从河
南郑州农村老家出来打拼时，我才 20 岁，从泥瓦小
工干起，在工地上搭架子、垒砖头，手提脚蹬、肩
挑背扛。那时候，我绝想不到，今天我能成为全专
业机电安装工人，成为中建二局深圳南山红花岭项
目这一大型产业园的机电安装班组长。

这 16 年，我在中建二局的很多个建筑工地干过，
在郑州市高新区建过安置房，在深圳建过广场、摩
天大楼，现在建设的这个产业园是高标准厂房。这
些年，建筑工地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以前的
人工作业都被大型机械替代了，智能建造也逐渐从
理念落到现实，对工艺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对建筑
工人的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

现在，工地上招工更偏好“有一技之长的”。在
这种情况下，我要求自己，必须从“工人”转变成

“匠人”。
技能都是“学”出来的。红花岭产业园项目是

全国首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相当于将铺在地
上的“平面厂房”变成装进大楼的“垂直厂房”，对

施工工艺要求极高，且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先例。如
何能够迅速进入状态，跟上项目建设需求？只有加
强学习培训。

为此，项目挑选技术骨干组建培训团队，办起
了“工地夜校”，推出多样化的“传帮带”培训课
程。我们采用“晨工夜读”模式，白天，一头钻进
施工现场，边干边学；晚上，挑灯夜战，恶补技能
知识。现在，已经有好几位工友取得了二级建造师、
暖通工程师等证书，吃上了“技能饭”。

从“工”到“匠”，不仅要加强技能学习，更要
在实践中勤思考、敢革新。“工业上楼”项目有很多
定制化设计，常常需要在施工时“匠心独运”。比
如，我们连续 18 个小时推演图纸，终于敲定管道

“折弯”工艺，解决厂房“缩柱”设计带来的管道施
工难题。

现在，我们每天的早班会都要研究施工技术难
题，工友们集思广益搞创新。今年以来，大家已经
优化施工工艺 20余项。

（本报记者  程远州采访整理）  

    1986 年，我参加工作成为
一名基层电力工人，目前在南
方电网贵州遵义供电局工作。
工作 38 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电力抢修。父亲曾对我
说：只有练就过硬的技术，才
能更好地服务群众。“点亮万家
灯火”就是我最初的梦想。

记得二十年前的一次抢修，
因为一位老大爷反映拨打报修
电话复杂，启发了我向群众公
布手机号码的想法。从此以后，
无论白天黑夜，我的手机从不
关机，从不拒接电话。

同事们都说，我不是在抢
修 ， 就 是 在 去 抢 修 的 路 上 。
2013 年，遵义供电局党委成立
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申友强
服务队”，服务队由最初的 32 人
逐渐扩大到现在的 80 余人，我
们用实干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电力抢修
110”“电力雷锋”。

10 余年来，我们出色地完
成了数十次冰灾、特大暴风雨
等急难险重抢修任务以及数十
次大型保供电任务，执行配网
故障抢修 20 余万条次，倒闸操
作指令 2000 余次，始终保持安
全生产“零事故”、保电任务

“零差错”、操作任务“零失误”的安全生产纪
录。2016 年，“申友强服务队”被南方电网公司
评为“优秀党员服务队”。

遵义是红色旅游城市，近年来，为助力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故障抢修到达现场及
时率，我们采取了“分区抢修模式”，极大降低
了客户停电频率感知度。

每逢重要节假日，我们“申友强服务队”
都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对所有设备、回路开
展特巡，了解设备运行情况，及时处理安全隐
患，确保保电工作万无一失。正因为严谨细致
的态度，近 10 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从未发生过一
次故障停电。

作为一名基层电力工人，我们的初心就是
为人民群众提供满意的供电服务。每天的工作
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望着车窗外璀璨的万
家灯火，我心里面很踏实、安稳。

（本报记者  陈隽逸采访整理）  

在一线工作中，跨越技术
难题的过程很痛苦，但是成功
之后的快乐又很纯粹。

2005 年毕业后，我便投身
铁塔工艺设计中，目前在重庆
广仁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担任工
艺工程师，每天都奋战在生产
一线，我们公司是重庆市北碚
区的一家民营企业。要说这份
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
在一次次调整优化中达到了我
们想要的效果，为我们的加工
生产节约了时间，提高了产品
质量。

我仍然记得，在 2016 年的
某一次，出现了一个特高压线
路跨越塔产品加工工艺实现的
问题。当时，为了使工艺上的
变量达到产品设计要求，我作
为负责人，连续一个月起早贪
黑，在生产车间内不断试样、
不断调整，终于使工艺设计满
足了特高压需求，产品设计实
现了突破性发展，并以此形成
了特高压跨越塔较为稳定的加
工工艺流程。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
次，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退缩，因为
只有突破一个个瓶颈，才能提高
自身的技能本领。长期在生产一
线，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尝试将实践成果向理
论成果转化，并参与了与重庆大学、哈尔滨理工大
学、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的相
关研究。

由于我工作久、经验足，公司信任我，让我带
领一个技术团队，协同团队智慧，释放出更大的
能量。我们团队先后成功申报发明专利 9 项，实用
新型专利 24 项，许多成果实现了转化投产。例如，
我们团队协同院校研发的转角铁塔、直线铁塔产
品被评选为 2019 年度重庆市技术创新指导性项
目推荐目录，投产后，每年新增产值达 3 亿元以
上，解决就业 500多人。

围绕设计理念，确定工艺路线，实现产品
创新。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热爱的事业。在
不断求索的过程中，看到新产品成功研发出来
的结果后，那份快乐无法比拟。我将不断提高
自己，继续在热爱的事业上奋战。

（本报记者  沈靖然采访整理）  

坚守制衣“毫厘之间”
■ 何先撑  浙江宁波  制衣工人

向“ 建 筑 匠 人 ”转 变
■ 王冉宇  广东深圳  建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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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入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从事城市轨道列车调试工作。调试是列车出厂
前的最后一道工序，相当于“唤醒”列车。经过我
们的调试，列车的灯亮了，雨刷动了，各项功能得
到验证，才能安全出厂，奔驰于世界各地，服务亿
万乘客出行。

入厂以来，我参与了北京、上海、深圳等 20 多
个国内城市以及美国波士顿、澳大利亚墨尔本等 10
多个海外城市地铁、轻轨等列车的调试工作。

列车调试不仅对技能水平要求高，同时还要根
据不同的车型和线路特点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实践。
2010 年，我受公司委派，赴沙特阿拉伯进行出口
列车的现场调试和维保工作。当地气温酷热、风
沙大，我在对列车进行调试的过程中，特别针对
空调系统进行了改良提升，提高了空调出风口净
度，并且解决了空调长时间运行冷凝风机过热的
问题。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
越来越高，调试工人的技能水平也面临新的挑战。

2015 年，公司研制国内首列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全
自动运行系统的北京轨道交通燕房线列车。列车可
以自动完成自检出库、站间行驶、到站精准停车、
自动开闭车门、自动发车离站等一系列运营工作，
全程无需人工操作。为了保障列车无人驾驶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我主持发明了“无人驾驶车辆脱轨及
碰撞检测系统模拟装置”，用信号模拟的方式验证自
动驾驶关键系统的可靠性，这项发明获得了国家实
用新型技术专利授权。工作以来，我已有 13 项成果
获得国家专利。

在攻克难关的过程中，我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
工作也获得了国家和行业的认可，相继荣获全国技
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吉林省劳动模范
等荣誉。

如今，公司的产品出口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城市，
我和调试团队成员也在不断搞攻关、做转化，解决
生产实际难题，用我们手中的技能连接世界，服务
百姓出行。

（本报记者  门杰伟采访整理）  

在晋江，传统制鞋行业仍以人工密集型为主，
近年来，有鞋企面临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我们
就负责解决这些问题。

我在福建博璋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公
司主要负责制鞋智能化产线的设计和研发，团队集
合了电气控制、机器视觉以及软件工程等多方面人
才。公司在调研中发现，以成型生产线为例，一条
人工生产线通常需要 50—60 人，产能较低，品质相
对不稳定，而且胶剂等挥发性原料暴露在空气中，
有损工人健康。

2019 年开始，在详细了解制鞋生产流程的基础
上，我们开始针对制鞋流程、制成工艺以及机械制
造等进行生产线的设计研发，希望在不改变现有生
产流程的前提下实现智能化升级。

研发和生产的过程并不容易。产能和精度要求
如何满足？胶枪堵塞问题如何解决？不同材质面料
与多种处理剂如何实现同时生产？生产中如何做到
更为低碳环保？一个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还记得在处理胶枪堵塞问题时，我们发现机器

人在夹带喷枪工作时，会受到环境温湿度、气压、
压缩空气温湿度、胶水浓度、胶水黏合度等多种因
素影响，为此，我们进行技术攻关，仅用 15 天就重
新构建了机器人工作区域和胶水存储区域。这期间
我们加班加点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最终成功解
决了喷枪堵塞的问题，为后续环保系统的建设打下
了基础。

2023 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产品 4 次迭代升级，
实现了 21 台机器人联合工作，达到智能化生产和柔
性化定制的功能。当我们对传统产线进行智能化升
级后，工厂能节省 21—25 个人/班次，还可以实现
柔 性 换 款 以 及 混 码 混 型 体 生 产 ， 明 显 降 低 生 产
成本。

目前，我们研发的产线在福建、江西的工厂都
有投入使用，2 年来已生产近 250 万双鞋子，广受客
户好评。如今，制鞋行业正变得更智能，作为一名
在制鞋行业中的工程师，我希望在未来和其他技术
人员一道，推动制鞋行业继续发展。

（本报记者  施  钰采访整理）  

为 列 车 运 行 保 驾 护 航
■ 艾子洋  吉林长春  列车调试工人

让 制 鞋 行 业 更 加 智 能
■ 吴亦彬  福建晋江  智能化研发工程师

走 近 产 业 工 人

何先撑在进行制版工作。 孙  勇摄  

王冉宇在工地现场。 陈博林摄  

申友强在进行巡视检查。 艾启军摄  李燕燕 （右） 正在查看设备。  田  宇摄  

吴亦彬在研发一线。  受访者供图  

艾子洋在调试城市轨道列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