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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工会人

维修模具是享受也是成就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记北京奔驰老工匠刘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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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记“夕阳再晨”公益助老项目负责人张佳鑫

6年免费为20万老人传授科技知识

张佳鑫是北京邮电大学的一
名在读博士生， 2011年， 他发起
“夕阳再晨” 公益助老项目。 6年
多来， 这个助老项目免费为20万
老人送去关于电脑操作、 手机使
用等信息科技知识。 不仅让老人
感受科技带来的改变， 更展现着
大学生的风采。

2011年， 张佳鑫偶然间看到
宿舍楼下张贴的 “希望工程激励
行动” 的海报， 海报上面写着一
句话： “寻找改变世界的种子”。
这句话让张佳鑫颇有感触， “大
四毕业前要做些什么 。” 很快 ，
他找到几个寝室的同学讨论起
来。

商量中， 大家提到现在老人
对信息科技产品掌握不多。 “其

实， 他们的晚年生活也需要这些
知识。” 最终， 张佳鑫和同学们
决定， 从教老人学电脑这个助老
项目做起。

在教学的过程中， 张佳鑫也
体会到老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
2014年， 在蓟门里社区的一次教
授QQ知识的课堂上， 一位老人
突然流下眼泪。 “阿姨， 您怎么
啦？” 授课的志愿者问道。 “没
什么孩子， 我是激动的。” 经过
了解， 张佳鑫得知这位老人家很
早就有电脑 ， 但是始终没有使
用， 上网、 聊天都不会。 “阿姨
很想和国外的孙子聊天， 她说公
益项目让她终于实现愿望。”

在向老人传播科技知识的同
时， 张佳鑫和志愿者们也感受着

老人的关爱。 去年， 张佳鑫要前
往英国学习一段时间。 得知这个
消息后， 学员金阿姨特意邀请他
来 吃 饺 子 。 “不 用 ， 阿 姨 。 ”
“孩子， 你可不要拒绝。”

当张佳鑫来到金阿姨的家中
时 ， 眼前的一幕 ， 让他至今难
忘。 “来了很多位老人， 他们每
人带来一道菜让我品尝。 让我更
感动的是， 金阿姨还特意送我一
件图案为骏马的十字绣 。 她说，
‘佳鑫， 你永远是老人心中的小
太阳。’”

几年来， “夕阳再晨” 公益
助老项目的免费授课内容在不断
丰富。 不仅如此， 课程也在逐步
标准化 。 张佳鑫还带领团队成
员， 将教材编写成书准备出版。

如今， “夕阳再晨” 公益助老项
目的模式已经在本市29所高校推
广， 志愿者人数也扩增为1600余
名。 “我们在北京市志愿服务联
合会的指导下发展壮大， 希望成
为科技助老智慧养老方面的专业
型志愿服务队伍。” 张佳鑫说。

“刘师傅， 生产线又换下来
一套模具， 生产的零件有褶皱，
质量部门要求我们检查原因 。”
走进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冲压
车间模修工段， 一名年轻的工程
师正在同一名老师傅查看刚换下
来的模具。

这名工程师口中的刘师傅，
可不简单， 他是北京奔驰冲压车
间模修工段1班的工会班长刘国
林， 是北京奔驰的一名老工匠。

学徒时一道伤痕留
了几十年

刘国林今年56岁， 是一名老
北京。 他的传奇在于36年只干一
件事———模具维修， 从1980年至
今， 他一直在一线工作。

“前几天有位刚毕业的大学
生问我， ‘刘师傅， 您做模具维
修多少年了？’ 我回答说， ‘36
年了’， 他们立即笑着说， ‘您
太厉害了， 36年只干一件事， 真
是佩服’。” 刘国林这样描述别人
对他的印象。

一个人干同样的工作36年，
在普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 而
刘国林认为这是对行业的喜爱，
对工作的认可。

回忆自己的工作经历， 刘国
林告诉记者， 他工作经历简单，
1980年至1992年在北京无线电厂
当模具钳工， 1992年调入北京吉
普当模具工， 北京奔驰公司成立
后， 刘国林进入北京奔驰从事模
具维修。

“我的大拇指上面有一道伤
痕， 几十年了还有印记， 这是学
徒时代留下的。” 刘国林向记者
展示了自己的大拇指。 “当学徒
时用砂轮磨制器具， 不小心把大
拇指上的皮肉磨掉了， 当时看着
挺吓人的， 我赶紧去医院包扎伤
口。 师傅并没有因为我受伤而说
安慰我的话 ， 反而批评我不仔
细， 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这给了
我终身教训， 干什么事情都得认
真。” 刘国林说。

从此， 刘国林跟着师傅认真
学艺， 苦练钳工的6项基本技能，
划、锯、钻、錾、焊等。 “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 ”刘国林的苦练
没有白费，他的技术飞快提升，能
在0.5毫米直径的铁棒上钻孔了。
0.5毫米有多长， 相当于成人7根
头发那么粗细， 在这么粗细的铁
棒上钻孔可见有多困难。

只要功夫深，紫铜棒
变“哑铃”

“这是我专用的紫铜棒， 用
来当铁锤敲打使用。 20多年前紫
铜棒长约20厘米， 如今只有10厘
米左右了。” 刘国林打开他的工
具箱， 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常用工
具 ， 有紫铜棒和各种式样的钻
头、 自己设计的扳手等。

刘国林说的紫铜棒， 看不出
是棍棒的模样， 分明是一个 “哑
铃”。 刘国林解释说， 因为他20
多年一直用紫铜棒当铁锤使用，
所以紫铜棒两头都卷曲了， 他将
卷起来的部分锯掉 ， 就变成了
“哑铃”。 “在敲打维修模具时，
铁锤容易伤到模具， 而紫铜棒相
对铁来说硬度低 ， 不会伤到模

具。 所以， 模具工往往用紫铜棒
当铁锤。” 刘国林说。

进入北京奔驰后， 虽然生产
自动化程度高， 但作为模具维修
工， 刘国林的任务并不轻。 刘国
林告诉记者 ， 虽然现在机械化
了， 用手工的较少， 工作量没有
以前大 ， 但刀具要求精准度更
高， 需要下更深的功夫。 “模具
生产3个小时要更换一个产品， 3
个小时生产1800件。 如果模具一
出差错， 那出来的产品不合格就
麻烦大了。”

每次模具换下来后， 模具维
修工要及时判断模具是否有问
题， 有时候检查员会指出问题所
在。 此外， 还需要模具维修工现
场判断模具使用状况。 目前， 整
个冲压车间已经投入生产使用的
模具有290套， 刘国林和同事们
负责所有模具的修复， 并根据生
产需要进行模具调整。

“作为模具维修工， 很多工
具是要自己研制的， 市场上买不
到的， 需要模具维修工有创新精
神。 刘师傅的紫铜棒变哑铃， 这

更是功夫深的表现。 我们模具维
修工平时工作就像玉雕大师那样
精雕细琢。” 潘金春是北京奔驰
首批18名高级技师之一， 和刘国
林差不多大 ， 他这样评价刘国
林。

半夜赶回工厂抢修模具

在北京奔驰工作的这么多
年 ， 也有让刘国林很难忘的事
情。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晚上， 刘
国林下班回到家里 ， 正准备休
息， 突然公司一个电话打过来 ：
“刘师傅在家吗？” 原来是冲压车
间的模具坏了， 公司紧急调动休
息的模具维修工回公司救急。

当晚， 刘国林立即从刘家窑
赶赴现场， 而潘金春也从通州赶
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 刘国林和
同事们拆开模具， 分析原因， 原
来是冲头坏了， 但是这种冲头没
有备件， 临时调配冲头需要的时
间又比较长。

“不能因为冲头坏了就耽误
生产， 我们能修好！” 面对困难，
刘国林和同事们发挥了工匠精
神， 迎难而上， 挑灯夜战进行抢
修 。 最终在第二天上午10点修
复 ， 试生产合格后 ， 交付生产
线， 保证了生产不停工。 这时，
刘国林才松了一口气。

最近两年， 刘国林还重点攻
关了模具碎屑导致的侧围板合格
率不高问题。 刘国林告诉记者，
冲压生产中由于刀具全自动切割
板件，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碎屑。
刀具切割产生的铝屑在侧围板上
形成了肉眼看不见的小包， 但是
仪器能检测到， 虽然车主使用时
看不见侧围板， 但这对精益求精
的北京奔驰而言， 追求细节到极
致， 显然是不可能把这样的部件
放出去的。

“产品合格率不高， 返工又
增加了成本。” 攻克铝屑的难题
就交到了刘国林手中。 接到任务
后， 刘国林带领由10名中国人组
成的团队进行测试。 中间用了很
多方法， 包括生产线上从头到尾
跟踪， 并及时与工程师沟通， 发

现问题并及时修复。
历时8个月， 刘国林查阅了

大量各国资料， 从刀具入手， 分
析得出结论， 刀具切出来后不能
掉渣， 只能掉粉末， 这样就不会
硌伤部件 。 经过一系列的改进
后， 生产出的板件质量和合格率
有了明显提高， 一次性通过率达
到94.3%。

“设备再先进， 也离不开手
工打磨。 好的钳工影响产品品质
的高低。 最难的攻克了， 其他就
好解决了。” 刘国林说。

记者采访刘国林当天， 他还
接到了模具生产中侧围产生褶皱
的问题 。 对此 ， 刘国林告诉记
者， 这种褶皱也是肉眼看不见，
通过仪器检测发现的， 模具长时
间使用后有磨损， 具体是什么原
因还需要带领团队进一步研究，
大概一周内会有结果， 会尽快去
解决这些难题。

教徒弟端正态度学做人

“我有两个徒弟， 对他们要
求很严格。” 刘国林说。

“锯东西姿势不对我会说
的。 俗话说， 干不干， 三分样。
我要求徒弟工作态度端正， 姿势
摆好了， 经过长时间磨练技艺自
然就提升了。 在做人上， 我对徒
弟严格要求 ， 不能来得半点马
虎。 我还常常启发教育徒弟， 出
现问题后引导他们去解决， 教徒
弟做一个有思想的人。 一个问题
的出现， 内涵和潜在的问题要找
到， 诊断出问题所在， 找出毛病
的根源在哪里。” 刘国林说。

刘国林的徒弟跟了他两年，
他是手把手地教。 如今， 两位徒
弟已经在冲压车间成为主力。

“自己干了几十年模具维
修， 也觉得是一种奇迹， 平凡中
极致地干好一件事， 这就是工匠
精神 ， 也是职业道德的敬业精
神。 一个动作做几十万次， 自然
是精品， 骨子里透着对工作的热
爱。” 刘国林说。

如今， 刘国林对工作追求极
致 ， 他把模具维修当成一种享
受， 一种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