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手天焊
是这样炼成的

走进“高凤林技能大师工作室”

□本报记者 博雅/文 邱勇/摄

北斗导航、 嫦娥探月、 载人航天、 长征五号新一代运载火箭
……提及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的重大工程几乎无人不知， 但它们却无
一例外地与一个人产生了关联。 他就是被称为焊接火箭心脏的 “金
手天焊” 高凤林。 他也是高凤林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头人， 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211厂特种熔融焊接工、 火箭发动机焊接
车间班组长， 国家高级技师。 6月12日， 记者来到了211厂， 探访了
高凤林和他的团队。 进入高凤林工作室， “攻关、 传承、 创新、 引
领” 八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 记者的采访也从这里开始。

国家级
技能大师
工作室走进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者： 听说在您成为焊接专
家后， 有外资企业曾以高薪和住
房等条件 “挖” 您， 是什么原因
让您至今还坚守在岗位上？

高凤林： 确实有这么回事，
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当时那
家企业的工资要比我的工资高出
近10倍， 但是我认为我的根在焊
接岗位上， 为航天事业奉献是我
的一个梦想。 而且我能够取得成
绩和入厂后师傅们对我的传道授
业， 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工作的培
养和生活的关心， 都是息息相关
的 ， 这都是我的根 。 更重要的
是， 因为对航天的梦想， 在这个
岗位上我有不断追求和挑战技术
极限的动力。 而如果为钱而走，
那么我可能真的就成了 “专业焊
工”， 生活里只剩下钱了。 所以，
我总觉得人不能没有追求， 而只
有当人生的追求和社会的需要同
步时， 才能真正体现出自身的价
值和人生的意义。

记者： 现在一些岗位确实非
常需要技能人才， 但同时一些青
年工人学习技术不是很扎实， 您
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 给他们
提点建议吗？

高凤林： 对于学技术来说，
现在处于一个好的发展时代， 国
家非常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 的
确， 在社会大环境的冲击下， 会
让一些青年不安心本职工作， 曾
经， 社会的影响或多或少地也让
我的思想上产生过一些波动。 但
当时组里的老师傅似乎看出了这
一点， 主动找我谈心， 告诫我凡
是有成绩的人， 都是排除干扰，
持之以恒的。 所以， 干任何工作
都不容易， 在攻克难关或者遇到
困难时都要坚守、 坚持， 还有不
断地总结经验寻找新办法。 因为
任何工作都是一点一滴干出来
的， 成功没有捷径。

【小档案】

高凤林技能大师工作室系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
年10个首批批准成立的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 。 隶属我国规模
最大的运载火箭和导弹武器总
装集成企业———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 工作
室主攻焊接加工专业 ， 依托公
司火箭发动机综合装配 、 焊接
生产加工区开展研制工作 。 工
作室汇聚了以技能大师高凤林
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人才 ， 组成
工艺专家组 、 技术研究组和科
研生产组 ， 现有成员19人 ， 其
中特级技师2人、 高级技师3人、
技师3人、 研究院3人、 高级工程
师3人、 工程师4人。

工作室为重点型号研制生
产 、 技术攻关 、 人才培养作出
了突出贡献 ， 工作室成员曾获
得中国高技能人才十大楷模 、
全国十大能工巧匠 、 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 国家科技进步奖 、
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技术能手、
国防科技工业劳动模范 、 航天
劳动模范 、 航天技能大奖 、 航
天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对话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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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
立志报国练就焊接神技

说高凤林是 “金手天焊 ”，
不仅因为早期人们把比用金子还
贵的氩气培养出来的焊工称为
“金手”； 还因为他焊接的对象十
分金贵， 是有火箭 “心脏” 之称
的发动机； 更因为他在火箭发动
机焊接专业领域达到了常人难以
企及的高度。

说起和航天的不解之缘， 那
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刚迈出
校门的高凤林走进了火箭发动机
焊接车间氩弧焊组， 跟随我国第
一代氩弧焊工学习技艺。 师傅给
学员们讲中国航天艰难的创业
史 ， 讲航天产品成败的深远影
响， 讲党和国家对航天事业的关
怀和鼓励 。 这让高凤林暗下决
心， 要成为像师傅那样对航天事
业有用的人。

为了练好基本功， 他吃饭时
习惯拿筷子比划着焊接送丝的动
作； 喝水时习惯端着盛满水的缸
子练稳定性； 休息时举着铁块练
耐力， 更曾冒着高温观察铁水的
流动规律……渐渐地， 高凤林日
益积攒的能量迸发出来。

上世纪90年代， 为研发我国
主力火箭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设
计的新型大推力氢氧发动机， 其
大喷管的焊接曾一度成为研制瓶
颈。 大喷管的延伸段的管壁比一
张纸还薄 ， 焊枪停留0.1秒就有
可能把管子烧穿或焊漏， 一旦出
现烧穿和焊漏， 不但大喷管面临
报废， 导致损失百万， 且影响火
箭研制进度和发射日期 。 经摸
索， 高凤林终于攻克了烧穿和焊
漏两大难关。

这一新型号大推力发动机的
成功应用， 使我国火箭的运载能
力得到大幅提升。 也让高凤林首
次尝到了知识和技术结合的幸福
感。

传承
埋头苦干见证平凡伟大

采访中， 一身工作服的高凤
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没有大师
的架子， 没有名人的风范， 坐在
记者身边， 就像和一个熟悉的工
友在拉家常一般。

航天产品的特殊性和风险
性， 决定了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
在十分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进
行。 比如， 焊接工作中， 要长时
间保持一个难以忍受的姿势， 为
此他留下了腰疼的职业病； 为了
焊接表面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的
焊件， 他的双手被烤得发干甚至
发焦， 至今还留有疤痕； 为了攻
克项目， 在近半年的时间里， 他
要天天趴在冰凉的产品上……

不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认为
是一种苦难。 谈到这些常人认为
可怕的经历， 高凤林却淡淡地说
自己 “福大命大” 不值一提， 这
些伤痕记载了很多难忘的经历。
在他心里， 除了工作， 还有对家
人无限的眷恋和深深的歉意。 记
得在技术攻关的关键时期， 即使

妻子怀孕他都无暇照顾。
其实 ， 高凤林的 “能工巧

匠” 不仅用在工作中， 生活中也
很 “巧”。 业余时间， 他不仅会
自己裁衣服 ， 还会为同事们理
发。 而说起自己身上要强也好、
助人为乐也好， 他认为都是母亲
言传身教的影响。

30多年过去了， 和高凤林一
起入厂的焊工都早已转岗了， 他
却仍在焊接一线。 他这种埋头苦
干的精神也时刻影响着他的团
队。 曾经有徒弟向他请教： “怎
样能快速成长为像他一样对国家
有贡献的大师？” 他一句 “保持
本色！” 让徒弟云里雾里。 事后
他解释说， 就要传承坚守中华民
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本色”， 在
工作生活中乐于奉献 、 迎难而
上， 用一个个平凡去见证伟大。

创新
敢闯敢试成就专家工匠

高凤林在工作中敢闯敢试，
坚持创新突破， 将无数次 “不可
能” 变为 “可能”， 今年又荣获
全国劳动模范。

航天产品离不开高素质的操
作工人， 可要当好一名工人也不
是件容易的事。 怎样才能当个好

工人呢？ 高凤林至今还记得师傅
带自己时说过的话 “必须上4个
台阶”： 首先要干得好， 还要明
白为什么能干好， 要能说出来，
并且还要写出来。 师傅的一席话
是嘱托， 更是鞭策。 多年来， 他
一直这样要求自己。

2006年， 由世界16个国家和
地区参与的反物质探测器项目，
因为低温超导磁铁的制造难题陷
入了困境。 来自国际和国内两批
技术专家提出的方案， 都没能通
过美国宇航局主导的国际联盟的
评审。 一筹莫展时， 诺贝尔奖获
得者丁肇中教授通过一些渠道打
听到了高凤林， 请他相助。 凭借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
础， 高凤林的设计方案最终获得
美国宇航局和国际联盟的认可。
一位专家这样评价高凤林： “你
既有深厚的理论， 又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 你是两个维度看问题，
看来高技能人才是大有用武之
地！”

眼下， 高凤林正带领他的团
队围绕重型发动机的新装备、 新
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开展焊接
技术攻关。 未来将进行机器人焊
接自动化系统功能开发， 实现全
过程监测技术、 仿真模拟技术在
新型发动机推力室等复杂空间结

构上的应用。

引领
传道授业铺就桃李花香

现在， 高凤林除了自己是技
能大师， 还有一个意义重大的工
作， 就是传道授业， 培养更多像
他一样优秀的航天高技能人才。

“事业为天， 技能是地。” 这
是镶在高凤林工作室文化墙上很
醒目的一句话， 也是高凤林和他
团队的座右铭。 追求技术极限，
高凤林用自己的行为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身边的人 ， 在技术传承
上， 他毫无保留地把积累的经验
传授给年轻人， 且敢于任用年轻
人 “挑大梁”， 还积极鼓励他们
参加各种技术比赛。 在人才培养
和管理办法上， 他摸索总结出了
一套 “焊接育人法”， 在实践中
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 即利用润
湿和渗透效应育人， 让团队成员
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 利用焊点
和焊缝的关系育人， 强调合力作
用； 利用熔池效应育人， 让大家
在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2005年， 他所在的班组被国
防邮电工会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联合命名为 “高凤林班组”， 成
为航天一院首个以劳模名字命名
的班组。 2011年， 作为国家人社
部首批命名的50个技能大师工作
室之一———高凤林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正式获批， 成为实至名
归的人才育成基地。

“作为班组建设示范基地 ，
高凤林班组在出模式、 出成果、
出人才、 出经验方面充分发挥了
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作为高技
术工人， 高凤林确实是很典型一
个！” 火箭发动机焊接车间主任
王志东评价说， 高凤林虽说已是
名声在外 ， 但他却没有任何改
变， 单位给什么活儿都认真干，
甚至有时车间缺人他还会干普通
焊工干的活儿。

如今， 高凤林还把自己30多
年手工焊的成长过程和经验总结
出来， 编辑成书， 引导更多的青
年技工快速学习技术、 早日为国
贡献。 我们相信， 高凤林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会走出更多国宝
级的顶级技工。

产品焊接后， 组长高凤林 （左四） 对质量控制进行讲评。

认真工作的高凤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