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工会人

奖章背后的故事

为患病职工捐款助其重返岗位
北京发行集团台湖会展贸易中心工会主席安燕辉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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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立伟

□本报记者 马超手工加工钢毛坯可节时两成

■他技术精湛， 做一块毛坯钢铁钢制品能省时两成
■他学习刻苦， 每天上下班路上还在学习各种知识
■他善于钻研， 从汽车发动机到飞机零部件都涉猎
■他就是任立伟， 北京市汽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项目教学教研室主任、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钻、 锯 、 搓 、 磨……5个小
时后 ， 一块毛坯经过任立伟之
手， 变成了精致的钢制品。 “太
完美了， 想不出来这是纯手工作
品 。” 裁判们给出了高度评价 。
最终， 任立伟以高分获得北京市
第二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工具钳
工决赛冠军。 “我觉得， 我的成
长和技能大赛分不开 ， 尤其是
2011年的技能大赛， 让我获得了
提升。” 任立伟说。

任立伟 ， 从一名一线授课
老师到技能大赛冠军， 再到如今
的技术领军人物， 他有着怎样的
故事呢？ 最近， 本报记者专访了
任立伟。

【探访任立伟】
班车路上不忘思考技改
参加技能竞赛一举夺冠

任立伟毕业后就当上了教
师。 十多年的教学生涯， 他先后
教过工具钳工、 数控等课程， 还
当过实习指导教师， 拥有数控技
师证书。 他的成长离不开技能大
赛， 任立伟先后参加过2006年 、
2008年、 2010年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 一次次的大赛给他带来了技
术上的飞跃。 但他也在技能大赛
上摔个跟头 ， “最难忘记的是
2006年的技能比赛， 这是我人生
的一个教训， 也是对我心灵的一
个沉重打击。 初赛精心准备， 我
拿下了第一名， 有些飘飘然， 难
以掩饰兴奋， 复赛中退后一名成
了第二。 因为太想在决赛中扳回
来， 最终心态不稳发挥失常， 只
获得第十八名。 这个教训让我终
生难忘。” 任立伟告诉记者， 这
次教训也让他开始把 “戒骄戒
躁 ， 保持良好心态 ” 当成座右
铭。

得知2011年有市级的工具钳
工比赛后， 任立伟有些犹豫， 毕
竟好几年没有教工具钳工课程 ，
虽然以前拿过冠军， 但三天不练
手生， 要是参赛不能取得好成绩
怕带来负面影响。 一些老教师得
知情况后， 纷纷鼓励他出山， 为
学校争荣誉， 最终任立伟报名参
赛。

2011年9月 ， 北京市汽车工
业高级技工学校从丰台整体搬迁
到了大兴采育 。 任立伟家在丰
台， 每天坐班车往返路上要耗费
2个小时。 报名成功后， 任立伟
就利用上下班时间背复习题。

“我的技术提高这么快 ， 多
亏了单位的支持和师傅无私的指
导， 我特别感谢带我们训练的马
长春和廖艳萍两位教练。” 任立
伟说。

工具钳工比赛相当耗费体
力， 每完成一个工件就需要5个
小时。 但是训练不可能每天都持
续5个小时， 为此， 劳模廖艳萍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专项训练， 比
如锉削， 针对大平面、 小平面、
平面度和垂直度进行练习。 每天
下班后陪同参赛选手训练到晚上
8点才回家。

“最感动的是每逢周六日训
练， 廖艳萍都会准备好早点， 甚
至从家里把牛奶热好， 给参赛选
手带过来。” 任立伟说。

廖艳萍的指导很细心， 每一
步操作都跟在各位选手身边 ，
“钳工怕打眼。” 对如何打孔， 廖
艳萍想了多种办法， 最终确定了
修孔的办法， 即先钻一个小眼，
用尺子测量后 ， 再返回进行锉

削 ， 然后扩眼 ， 重复上一道工
序。 针对30人参加决赛的情况，
廖艳萍制定了一套统筹方案， 确
保不超4个小时。

晋升研究室主任更勤奋
担纲编3D打印技术教材

任立伟的人生是在2011年夺
得技能大赛冠军后起到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夺冠后， 任立伟获得
了高级技师证书， 并在2012年获
得首都劳动奖章。

“今年7月开始， 我担任学校
项目教学教研室主任， 从事研发
项目， 包括汽车、 科研等多种项
目。” 任立伟说。 而此前， 任立
伟一直是一线任课教师， 主要教
学生实训课。

“从一线教学转向教学研究，
我的工作方向有很大改变。 最大
的变化是， 研究方向也侧重于数
控操作了。 目前除了还带一个班
的班主任， 其他精力则全部投入

到教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上来 。”
任立伟说。

学校项目教学教研室的项目
往往代表了高 、 精 、 尖端的科
技。 为此， 他带领一个团队， 有
老师也有学生， “但只有技术特
别好的学生， 才能参与到项目中
来。”

今年， 任立伟最得意的是镁
合金项目和发动机研发项目 。
“镁是一种易燃的金属， 要做合
金不容易， 加工精度也高。” 经
过多年的研究， 任立伟在镁合金
方面具有非常专业的知识 。 今
年， 一家航空公司来到学校， 寻
求技术支持， 学校将这项任务交
给了任立伟来完成。

“这个任务难度大 、 操作技
术要求高， 需要用镁合金焊接一
个盒子， 以便在直升机上安装摄
像头。” 经过任立伟的努力， 最
终 ， 他带领团队顺利地完成任
务。

当然， 任立伟的强项还是和
汽车相关的技术。 目前， 他还参
与了一个汽车发动机研发的项
目。

“我是配合中关村一名老工
程师一起做的， 这款发动机理论
已经成熟了， 但需要实际操作，
我就负责实际操作这部分。 如果
这款发动机研发测试成功， 将优
先使用在北汽集团的自主品牌汽
车上。” 任立伟说。

当前 ， 3D打印技术已经开
始引领科技技术， 任立伟作为学
校项目教学研究室主任， 负责在
学校推广3D打印技术教学又成
了一个重要任务。

3D打印技术教学教材 、 实
验器材等则是任立伟来编写 。
“普通的电脑已经不适应教学的
需要， 我们刚刚建成一个高端机
房， 机房的每一台电脑性能都相
当于一台服务器， 就像一台能够
控制一个网吧数十台上百台电脑
的服务， 性能远远比家用的高。”
任立伟说， “有了这个机房后，
推广3D打印技术教学就要容易
得多。”

记者： 技能大赛给您
带来了荣誉， 也带来了职
位的晋升， 您今后打算从
事管理还是技术工作？

任立伟： 我是技术出
身的， 我愿意一直从事技
术工作， 把自己的技术发
挥出来， 为学校研发更多
成果， 带出更多新人。

记者： 以前你是一线
教课老师， 如今， 您转到
教学研究 、 技术研发方
面， 您是怎么想的？

任立伟： 以前我在一
线教课时， 毕竟只能带一
两个班， 教授的学生也有
限。 如今， 我做项目教学
研究室主任， 更多是做学
校教学的顶层设计， 比如
3D打印技术教学。 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教
学生的范围更广， 责任比
以前更加重大。

记者 ： 在技术道路
上， 今后有什么打算？

任立伟： 我觉得， 当
前科学技术发展神速， 技
术更新换代快， 要赶上发
展， 就需要不停地学习 ，
要想引领技术发展， 那就
得有大的突破和创新。

“我要感谢所有为我捐款的
领导和同事们， 感谢您们的爱心
捐款， 衷心感谢您们的慷慨解囊
和无私帮助……” 这是不久前，
台湖会展贸易中心职工张霞写给
单位的一封感谢信。 究竟是怎样
的事情， 让张霞如此感动， 事情
还要从2012年说起。

2012年， 张霞突然患上股骨
头坏死， 病痛折磨着她， 但作为
一名离异女职工， 她还背负着家
庭的重担。 不久后， 北京发行集
团了解到张霞的情况， 给予了她
两万元的困难职工帮扶基金， 帮

助她先解决住院的费用。
“张霞还很年轻， 家庭负担

不小， 我们要帮助她尽快完成手
术， 让她重返工作岗位。” 安燕
辉看到职工的情况很是着急 。
根据集团的指导意见， 在台湖会
展贸易中心党委的支持下， 最终
决定开展为张霞自愿捐款的活
动。

随后， 安燕辉组织中心的11
名工会委员开会， 讨论自愿捐款
的具体方案。 伴随捐款倡议的发
出， 同事们得知了张霞的遭遇，
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解囊。 “不论

是领导干部， 还是普通职工， 大
家都主动捐款。 我记得， 有位职
工看到捐款倡议后， 当场就捐出
300元。” 回忆起捐款中发生的一
幕幕， 安燕辉很是感动。

最终， 728名员工共捐款3万
余元。 在中心领导和同事们的帮
助下 ， 张霞也顺利的完成了手
术， 并在今年重返工作岗位。

在工作中， 安燕辉时时刻刻
会关注职工的动态， 不仅自己会
做到这点， 她也会要求中心的工
会委员们， 时刻关注本部门的困
难职工， 每年都会梳理职工的信

息动态。
怎么才能让职工感受到工会

的关心和温暖？ 对此， 安燕辉的
答案虽然简洁， 但很实际， “要
时刻关注职工的动态， 特别是困
难职工要给予帮助。” 去年， 台
湖会展贸易中心建起妈咪屋， 为
正在哺乳期的女职工解决了当务
之急。 安装拉帘、 摆放冰柜、 布
置育婴专业书籍……准备阶段，
安燕辉没少跑前跑后 。 不仅如
此， 妈咪屋建成后， 她还组织正
在哺乳期的女职工参观， 并用单
位的局域网进行宣传。

【对话任立伟】

要跟上时代发展
就要不停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