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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48岁， 国家电网顺义公
司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2006年， 吕士旺和妻子参加
关怀艾滋病人的孤儿的活动， 请
正上初一的小仕帅到自己家感受
家的温暖， 之后把这个孩子当成
自己的家人， 不仅长期负担他大
部分的学习费用， 还给予亲情和
健康的人生引导， 现在， 小仕帅
已经考上了大学。

吕士旺
49岁， 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

镇二台子村村民。
她带领村里妇女自筹资金建

起养猪场 ， 钻研 、 掌握养猪技
术， 形成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市
场和收入 。 她还和村民结对帮
扶， 毫无保留地教授技术， 并提
供饲养配方和防病疫苗。 在猪肉
价格下跌时， 她自掏腰包补足村
民卖猪的差价， 信守承诺。

杨海华
男 ,78岁 ,原北京矿务局地质

勘探队高级技师。
37年来， 他义务为人修理家

电50余种3000多件 ,没收过一分
钱， 足迹遍布北京市19个区县。
为找配件他奔波于各种配件市场
和旧货市场 ,他还钻研修理新型
家电， 撰写了11本技术资料， 编
写了 《家电中英对照大全》 供人
参考。

赵世良
35岁， 北京顺义区社区青年

汇专职社工。
她创办“80后”义工社， 带动

社区108名义工开展了500余次公
益活动。 她先后出钱出物5万余
元， 扶贫济困、 帮老助残， 为他
们理发、 维修电器、 法律援助 、
介绍职业， 还开展“便民小挂袋”
“让空巢充满爱”“亲情速递”“蒲
公英社区公益行”等活动。

张 梅
41岁， 生前是北京941路公

交车司机。
2015年5月18日上午 ， 杨勇

驾驶公交车时突发心脏病， 发病
之后 ， 他用最后的力气踩下刹
车， 把车子稳稳地停在路边。 此
举保住了车上20多名乘客的安
全， 可他自己却晕倒在了驾驶座
上， 被送进医院后， 经抢救无效
去世。

杨 勇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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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

对数控加工专业的挚爱， 成就了曹彦生多项奇迹： 入职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83厂第二
年， 获 “北京市工业高级技术能手” 称号； 24岁， 成为业内最年轻的高级技师； 25岁， 获
得第三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控铣工组亚军； 26岁， 成为北京市最年轻的数控竞赛
“金牌教练” ……

“数控达人”曹彦生
工作再简单也要做到极致

1984年出生的曹彦生， 长着
一张娃娃脸， 乐观的性格中带有
一些羞涩， 平日里不善言辞。 但
只要一谈到 “数控” 二字便眉飞
色舞、 滔滔不绝， 讲到激动时自
己都控制不住自己。 与数控 “牵
手” 的10余年里， 大家给了他一
个封号 “数控达人”。 “把简单
的事做好， 也是一种能力。” 曹
彦生经常这样勉励自己。 尽管在
业内创下多项纪录， 他却始终坚
持 “再简单的工作也要做到别人
无可挑剔”。

小创新节约成本百万元

曹彦生先后承担了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多个型号产品零部件数
控加工任务 ， 练就了过硬的本
领。 他掌握了目前国内外主流先
进数控设备操作系统， 攻克了多
个复杂产品零部件加工难题， 第
一个将高速加工技术和多轴加工
技术复合应用于零部件生产， 他
发明的 “高效圆弧面加工法 ”
“用于非金属零件加工的对刀装
置” 等绝技， 获国家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 为企业节省成本
上百万元。

在学生时代， 曹彦生就对数
控加工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自学了相关知识 。 在课余时
间、 暑假期间， 曹彦生在学校的
数控实训中心主动帮老师看门、
做杂活 ， 借机学习数控加工技
术 。 这股执着的精神令老师动
容， 在老师的指导下， 他掌握了
独立操作设备编程加工的能力。

这份执着， 在工作后也没有
丝毫减退。 后来， 他将西单图书
大厦所有关于数控加工的书籍一
览无余， 接着又研读了100多册
最新数控著作。 在多家杂志上发
表了10多篇数控技术专业文章，
参与编写出版了4本数控专业书
籍。 每天抽空上论坛、 追踪学习
先进数控加工技术成了他多年来
“雷打不动” 的习惯， 连微信昵
称都是 “数控发烧友”。

小事也要做到无可挑剔

最年轻的高级技师、 最年轻
的数控竞赛 “金牌教练” ……对
于别人看来的这些 “奇迹”， 在
曹彦生看来 ， 是一种碰巧的机
遇， 而抓住机遇需要充足的准备
与积累。

2005年， 满怀憧憬与期望的
他进入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83厂
工作。 厂房环境不够现代化， 没
有分到先进的数控加工设备， 这
让他一度很失落。 每天， 他将笨

重的导轨抬上龙门铣床， 重复着
简单的加工操作 。 穿着大头皮
鞋， 来回蹚在冷却液中， 双脚时
常被浸透。 任务紧张时， 每天都
主动工作14个小时以上。 这一干
就是两年。

“把简单的事做好 ， 也是一
种能力”， 曹彦生时常这样勉励
自己。 他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
再简单的工作也要做到别人无可
挑剔。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他更沉下心来学习先进数控加工
技术。

一年夏天 ， 283厂首次将五

轴加工技术应用于某型号零件生
产， 曹彦生主动请缨。 凭借早期
研读的相关知识， 曹彦生采用了
参数化建模进行五轴加工程序编
制， 但由于零件加工精度要求极
高， 可借鉴的经验少， 一道道关
键程序的编制让工作进展一度卡
壳。

“走路、 吃饭、 睡觉 ， 都在
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的同
事如此描述。 遇到难题， 曹彦生
很快进入痴迷状态。

一天凌晨3点， 躺在床上琢
磨问题的他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
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兴奋地给
同事打了一个电话， 得知同事当
天倒班正在厂里， 便穿上衣服冲
到厂房。 经过验证， 该种方案可
行， 并最终解决了该零件的加工
难题。 在类似的任务中， 曹彦生
也渐渐养成了 “不让问题过夜”
的习惯。

攻坚克难一周减重7斤
近年来， 航天产品对零部件

加工精度 、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 让数控精密加工技术应用成
为了一个大趋势， 这让曹彦生有
了大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在工作中， 曹彦生充分利用
各种岗位培训机会， 刻苦钻研先
进加工技术， 并将其应用于产品
零部件的研制生产中。 短短几年
时间， 便承担了多个重点型号关
键件的研制加工任务 ， 成为了
283厂预研、 研制型号加工的关
键技术攻关人。

有一年春节临近时， 某型号
零件的加工由于前期诸多问题濒
临报废， 但型号试验周期临近，
已经没有足够时间重新投产， 情
况万分紧急。 同事们大多已经收

拾行囊回家过年， 车间将这个大
难题交到了曹彦生手中。

零件结构复杂、 厚度薄， 控
制形变和对称度难度极大， 稍有
丝毫差池， 精度就无法保证。 接
下来的一周里， 曹彦生在车间静
静推敲加工方案， 全面考虑影响
精度的风险因素， 将国际先进的
五轴加工技术和仿真技术结合起
来， 一点一滴开展修正。 最终，
产品精度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指
标。 当难关被攻下时， 已经到了
除夕夜， 那一年春节他只好一人
在北京度过。 多天来连续的高强
度工作让他的体重锐减7斤， 大
家事后才知道， 当接到任务时，
曹彦生的衣兜里已经放着准备回
家过年的火车票。

喜欢挑战， 不喜欢乏味； 敢
于面对挑战， 善于攻克难题； 享
受解决问题的过程， 遇到问题反
而更有斗志。 这就是曹彦生。 不
断突破自我的他， 现在已经完成
了由数控操作者转变为副主任工
艺师的华丽转身。

在曹彦生看来， 摸透掌握最
先进、 最前沿的数控技术， 在航
天产品加工中很快就能用上， 这
能使他真真切切地感到快乐和满
足。 曹彦生说， 在航天事业的这
片沃土里 ， 会一直和数控走下
去， 就算有时吃不香、 睡不着，
也乐在其中。

在第五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北京代表队总结表彰会上， 全国
技术能手、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
二研究院283厂曹彦生较往年换
了一种身份———不是参赛获奖选
手， 而是北京市的 “金牌教练”
了。 比得奖更令他兴奋的是， 他
执教指导的来自283厂的4名选
手， 均进入此次全国大赛的前4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