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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精度控制在微米级
———记北京现代仁和发动机部装配1车间代理班长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张浩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公司哪里需要 我就去哪里

■自幼喜欢机械， 他选了汽修
■参加技能比赛， 他一举夺冠
■坚守一线生产， 成名更努力
■他就是北汽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底盘班长、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我们连着三周没有休息 ，
就 是 抢 着 生 产 新 能 源 新 车 型
EV200。” 见到张浩 ， 他正在车
间忙碌着。 12月16日， 北汽新能
源EV200和ES210上市 ， 张浩和
他的同事们望着一辆辆新车， 脸
上露出了会意的笑容。 作为北京
市第二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发动
机装调工决赛冠军、 首都劳动奖
章获得者， 张浩有着怎样的成长
经历呢？ 近日， 张浩接受了本报
记者的专访。

【探访张浩】
自幼与机动车结缘
进入试制车间初露锋芒

张浩1985年出生在北京市大
兴区一个农民家庭。 小时候， 家
里有辆拖拉机， 父亲修车时他就
在一旁帮忙。 在这样环境的熏陶
下， 他开始对机械维修产生了兴
趣。

“因为喜欢机械 ， 所以选择
了汽车维修这个行业。” 张浩说。

中学毕业后， 张浩考取了市
政管理学校汽车检测与维修专
业。 3年学习之后， 他选择留校，
继续学习， 碰到不会的问题还可
以问老师， 然后自己拿着书在实
操教室里自己练习。 因为每个学
期的课题是不断重复的， 练习的
次数多了， 张浩越来越熟练。 在
学校期间， 张浩参加过一次技能
大赛， 进入复赛， 获得三等奖。

后来， 张浩离开了学校， 进
入修理厂做维修工作， 工作需要
学习的知识很多。 一段时间后 ，
张浩根据当时公司的需要， 改做
维修接待。 转机出现在2010年 ，
他入职北汽新能源汽车公司， 在
试制车间工勤岗工作， 也就是在
这里， 他不仅得到技术提升， 也
有了展示才华的大舞台。

张浩在北汽新能源汽车公司
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样车进行试
装、 调整和日常维护。 在这里，
他学到了许多新东西， 都是之前
没有见过的。 因为当时试制车间
刚刚建成， 人员不多， 每人都要
干很多工作， 张浩除了试制的日
常工作 ， 还要对新员工进行培
训 ， 编制简单的装配和拆解工
艺。

拆进口发动机练手
参加技能大赛一举夺冠

当年， 虽然北汽新能源参赛
职工只有4人， 但是对手来自同

一集团的北京奔驰、 北京现代、
北汽福田等大公司， 能够最终问
鼎冠军， 张浩靠的不仅是勇气，
更多的是实力。

北汽新能源汽车公司作为北
汽旗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
司， 领导层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
这次比赛。 接到比赛通知以后，
公司先后开过几次会议， 为参赛
选手调整了工作时间， 确定了训
练计划。

“公司党委领导为了鼓励参
赛职工， 经常询问我们复习和练
习的进展， 早上还特地为我们准

备早餐， 让我们感觉到了巨大的
动力。” 张浩说。

张浩在复赛中获得第一名 ，
问鼎冠军只剩一步之遥， 但发动
机装调不仅需要理论， 更需要通
过实际操作来熟悉。

“能不能拆一台进口发动机
当做练习呢？” 车间领导提出了
这个想法。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公
司各级领导的积极响应， 最终一
路绿灯， 公司同意拆解一台瑞典
进口的发动机来练习。

“拆解进口发动机让我学到
了很多， 这也许是我最终胜出强

大对手的原因之一吧。” 张浩说。
“从接到比赛通知起 ， 我就

进入到紧张的备战状态。” 张浩
说， 由于理论考试涉及的知识面
广， 要求选手对发动机的相关原
理和技术操作都要非常熟悉和了
解， 求知的欲望和参赛的激情让
张浩把以前学校教书用过的书籍
找了出来， 温习理论知识， 他常
常学习到深夜。

“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相关
书目， 不仅让我夯实了专业理论
基础， 而且还掌握了新的学习方
法。” 张浩说， 上班时他也带上
了复习题， 随时利用间隙复习。
为了能够考好实操， 张浩在日常
工作中更加注重操作的步骤、 方
法， 还利用下班时间对装调中的
重要环节进行反复练习、 反复推
敲、 互相讨论。

本次比赛工种为取证工种 ，
凡在各级别赛事中取得名次， 并
且理论考试、 实际操作两部分成
绩均合格的参赛选手， 经市人力
社保局审核认定， 即可获得相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 张浩说， 没想
到参加这次比赛让他一举拿到了
许多老技工工作许多年才能获得
的职业资格认证。

“在我备赛阶段， 感觉压力
很大 ， 母亲就在饮食上为我调
理， 有时候复习到深夜， 喝上一
碗母亲熬的汤 ， 立刻充满了精
神。” 张浩说， 家人的鼓励让他
充满信心， 并最终赢得了比赛。

成立创新工作室
围绕一线生产创新工艺

“夺冠后， 我还是坚持一线
生产。 以前我是车间终装班长，
如今是生产线上底盘班长。 我的
工作理念是， 公司哪里需要我，
我就去哪里。” 张浩说。

当年 ， 张浩主要装配E150，
这 几 年 ， 张 浩 主 要 参 与 绅 宝
D70、 威旺307、 EV200等车型的
装配。

夺冠后， 公司还以张浩的名
字成立了张浩创新工作室。 “创
新工作室以生产为主， 围绕一线
生产做小改革、 工艺创新。” 张
浩说。

作为底盘班组长， 张浩班组
里有28名职工， 新人到岗时， 张
浩总是很细心地给他们讲解操作
要领。 今年， 新能源汽车发展形
势好， 公司产量也上来了， 之前
每天生产三四十辆新能源汽车，
现在每天生产80辆新能源汽车。

“随着产能扩大， 生产线上
工位布局不合理便显现出来了，
工作量容易扎堆。 考虑到生产实
际情况， 我对工位进行了调整，
将工位和人员拆分后重新组合，
以此保证今年的产能。” 张浩说。

“今年的产量大概是6000辆，
目前已经生产了5500余辆， 作为
底盘班组长， 每一辆车的底盘安
装， 都经过了我的手。” 张浩说。

【对话张浩】
成名依然希望坚持在一线

记者： 技能大赛夺冠后， 您
有没有想过往管理方面发展？

张浩： 我主要还是考虑往技
术方面发展， 毕竟取得的这些荣
誉都离不开技术。 作为一名年轻
的85后， 我希望更多锻炼自己的
技术。 目前公司也最需要技术人
才。

记者： 工作上这么忙碌， 您
如何照顾家庭？

张浩： 由于工作太忙， 我没
有太多时间照顾家庭， 也还没有
来得及谈女朋友。 三十而立， 马
上我就要满30岁了， 我希望在这
样的年龄成家。

记者： 八卦一下啊， 您想找
什么样的女朋友？

张浩 ： 我身高1米78， 我希
望找一个身高1米65左右， 有个
稳定工作， 能支持我工作的女孩
子成家。 希望她顾家， 比我小就
行， 也不能太小。

记者： 工作上， 未来您有什
么打算？

张浩： 我还是坚持 “哪里需
要哪里搬” 的理念， 将继续坚持
在新能源公司工作 ， 继续坚持
一线工作， 我的最大乐趣就是看
着一辆辆新能源车经过自己的手
走向消费者， 驰骋在祖国各地。
我也希望人们多多使用新能源汽
车， 让北京的天更蓝。

高晋生是北京现代仁和发动
机部装配 1车间代理班长 ， 在
2014年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技
能大赛发动机装调工工种决赛中
一举夺冠。

“我和发动机打交道 11年 ，
从门外汉到如今的夺冠， 我非常
高兴 ， 也坚信当初的选择没有
错。” 面对记者， 高晋生开始回
忆他这些年的历程。 2003年， 刚
刚毕业的高晋生进入北京现代发
动机部装配车间， 白加黑的工作
模式， 让与他一同走进车间的同
学陆续离开， 而高晋生却下决心
与发动机 “杠上了”！

上学时的专业课程是机电一
体化， 这与发动机一点不沾边！
从零开始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是
个不小的挑战， 但这也激发了这
个看着有几分书卷气息的男孩子
的斗志。 无论白班还是夜班， 每
天除了完成必要的工作外， 高晋
生利用所有时间来学习与发动机
相关的一切知识， 不停地读书、
上网查阅资料， 只要有与老师傅
接触的机会就会问个不停， 不放
过任何一个去其他生产线了解装
配过程的机会。

随后， 在一次发动机部 “大
干60天， 完成15万台目标” 突击

战中， 高晋生因表现优异被授予
生产标兵称号， 并获得北京现代
优秀员工称号。 后来， 高晋生还
担任过代理组长、 组长。

高晋生先后参加了8次技能
大赛， 从初级工慢慢升级到了今
天的高级技师 ， 每一次技能大
赛， 高晋生都会认真对待。 《汽
车构造》、 《汽车理论》、 《机械
制造工艺学》 等书籍被他反复翻
看到泛黄， 不断巩固知识点。 实
操考试的机型并不是北京现代自
己生产的发动机， 对机型完全不
熟悉的他， 除了认真参加公司组
织的培训外， 还利用休息时间上

网自学相关工具使用方法、 装配
工艺及技巧等。 “发动机装配要
求高， 重要工序装配精度控制在
微米级。” 高晋生向记者介绍。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