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郁， 男， 1968年6月出生，
高级技师，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
司汽车装调首席技师。 2014年4
月26日当选北京市总工会副主
席。 他凭着对汽车事业的热爱和
勤奋好学、 刻苦钻研的精神， 练
就了一身过硬的汽车电气维修本
领， 作为生产一线技术骨干， 他
在完成工作任务中表现突出， 在
学习方面也起到积极的表率作
用。 201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等荣
誉称号。

【小档案】

【对话】

记者： 随着事业的成功，
您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 您
最重视的是哪些？ 为什么？

赵郁 ： 我最重视的荣誉
称号有两个： 全国劳模和全
国技术能手， 这两个称号在
我心目中非常重要。 全国劳
模5年才评选一次， 能够获得
如此殊荣， 这是对我多年工
作的肯定 。 全国技术能手 ，
也是对我20多年技术积累达
到一次程度后的认可。 正是
有全国劳模和技术能手两个
称号对我的认可， 才有了后
来的全国人大代表等荣誉 。
我认为这有一个因果关系 。
当选代表后， 我能够代表基
层声音， 起到上传下达的桥
梁作用。

记者 ： 这些年 ， 您当过
工会代表、 人大代表， 有哪
些重要的议案和建议？ 效果
如何？

赵郁 ： 中国要从制造大

国变制造强国， 技能工人不
可少， 职业教育显得尤其重
要。 从市人大代表、 全国人
大代表 ， 还有市工会代表 ，
我主要结合一线基层现状 ，
围绕职业教育进行了提案 。
今年， 我又新增加了工伤保
险的提案。 我觉得， 目前落
实得比较好的， 有一线技能
人才员工培训补助、 困难劳
模和退休劳模补助等。 特别
是职工技能人才培训， 如今
市政府已经开始用财政拨款
来培训。

记者 ： 您觉得你的身上
的哪些特质最能代表劳模精
神？

赵郁 ： 我觉得我对工作
的敬业精神， 对工作的热爱
和热情最能代表劳模精神 。
20多年来， 我特别喜欢自己
选择的行业和工作 。 最近 5
年 ， 我重点做创新工作室 ，
目的是为企业培训后备人才。

走进赵郁的办公室， 他正在
埋头整理资料 。 一间不大的屋
子， 被整齐地分成六个格子间 ，
每间里一个办公位。 进屋靠右贴
墙的位置， 是赵郁的办公桌。 尽
管有着全国劳模 、 全国技术能
手、 全国人大代表等光环， 他的
办公桌和其他同事一样大小， 一
样配置。

落榜生下决心当个
好工人

赵郁1988年高中毕业后， 没
能考上心仪的大学， 名落孙山的
他听说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招工的消
息时， 赵郁想都没想就报了名。
拿到录 用 通知时 ， 赵郁暗下决
心： 要么不干， 要干就干出点儿
名堂来。

赵郁进厂学习装配 “ 212”
前风挡玻璃。 玻璃和风挡铁框，
靠专用胶条两侧凹槽衔接。 先往
玻璃上揉胶条， 再往铁框上镶玻
璃， 这活儿看着简单， 但用劲儿
稍不均匀玻璃就碎裂。 他看着脚
下每天满地碎玻璃， 很是心痛，
日夜琢磨， 胶条软硬度不当导致
胶条随适性不好是玻璃碎裂的关
键。 便与技术员切磋试验， 一次
又一次， 把加温胶条的蒸汽锅升
温到80℃最软时迅速从热水中捞
出， 在降温至40℃的十几秒内快
速把胶条揉到玻璃上， 再嵌到汽
车前风挡的铁框里， 创造了连续
安装1万块 “212” 前风挡玻璃不
破碎的纪录。 赵郁因此被评为优
秀学员， 仅仨月就提前出师。

进厂几年后， 赵郁有了升任
班长的机会。 那时候， 在车间里
当班长可是个工资高又不用干活

还管人的好差事， 但赵郁不这么
看： 技术工人是靠技术吃饭的，
只要技术好， 人人都服你， 都把
你当师傅看。 “我不干……您就
让我学电工吧 ， 我喜欢那个工
作， 干那个工作我一定干得比现
在还好……” 领导拗不过赵郁，
只能依了他。 从此， 赵郁成了一
名汽车电工 ， 十字改锥 、 尖嘴
钳 、 万用表成了他随身携带的
“三件宝”。

相对维修工而言， 汽车电工
是个有知识含量的工种， 赵郁认
为， 新时代的蓝领工人， 不但应
该有较强的专业水平， 还应该有
较高的综合素质， 自己虽然没上
过大学，但企业也是学校，只要肯
用心， 上不上大学都能成才。 于
是，凭借聪明的头脑，赵郁练就了
汽车电工好 “功夫”，并取得技师
资格证书和高级技师资格证书。

排疑难故障令外国
专家佩服

在一次换型车试装过程中遇
到车辆点不着火的故障。 赵郁和
技术人员查了二天没能解决问
题； 外国专家查了一个星期也没
解决问题； 从总部发来四五套解
决方案， 还是不行。 “没办法，
只好等待下一批来华的专家研究
了”。 外国专家的话给正在苦思
冥想的赵郁泼了一瓢冷水。

“真的就这么算了吗？” 赵郁
一遍遍梳理故障发生后的每道处
理程序。 终于， 他发现了端倪 ：
不管是现场尝试的方法， 还是传
真资料中给出的方案， 都是按照
售后维修的方式制定的。 既然行
不通， 何不从装配的角度去考虑
解决方案？ 他列出与汽车不着火

有关的五种模块， 盘算如果按装
配的方式把这五个模块的程序重
新编排一遍 ， 问题是否就消除
了。 为尽可能降低成本， 赵郁找
产品工程师协商先重写四个模块
的程序。 嗬！ 故障排除了！ 故障
完全消除。 没来得及撤离的外国
专家听到消息， 连称佩服……

勇创新坐镇工作室
持续攻坚

2010年， 以赵郁名字命名的
“赵郁创新工作室 ” 正式落成 ，
成为首都车企中首家创新工作
室。 工作室分七个创新小组， 从
公司抽调的生产、 技术、 经营等
30多名优秀人才针对企业生产制
造以及经营过程中的重点、 难点
开展技术攻关和管理创新工作。

当年10月， 赵郁就设计出了
集汽车电器、 制动、 空调等部件
为一体的实训展台教具， 使各种
汽车部件摆在展台上一目了然，
满足了不同层次人员的需要， 还
带动了公司范围内提高技术的学
习风气。 “职工创新工作室为职
工成才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工
作室虽然以我的名字命名， 但是
我认为这是北京汽车的骄傲！ 个
人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
的。 是北京奔驰培养了我， 我要
用自己的技术为企业发展贡献力
量， 回报企业， 回报社会 。” 谈
及创新工作室， 赵郁谦虚地说。

如今， 在北京奔驰汽车有限
公司， 所有新员工在入职前都要
经历一番培训， 实现从学校到工
厂、 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所有
的老员工也要持续接受培训。 他
们接受培训的重要场所之一， 就
是 “赵郁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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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周世杰/摄

“蓝领代表” 赵郁

落榜生变身金牌技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