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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工匠精神”：也许还要有点“偏执”
背靠车床， 一身工装。 凝神专一， 技进

乎道。
任何一个工业时代的故事中， 都少不了

工匠的身影。
中国制造迈向２０２５， 大国呼唤工匠精

神。
“五一” 劳动节前夕， 新华社记者为您

讲述几个工匠的故事。 他们精于工， 匠于
心， 品于行。

“越智能， ‘工匠精神’ 越重要”

“‘传帮带’ 是匠人必须要走的一段路”

图为施品芳在加工国产大型客机C919的气密试验接头。 这一个零件他足足做了两个多小时。

“法宝” 是刀

“不走捷径， 就是捷径”

１９岁那年， 戴天方进入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三院２３９厂， 成为
最早接触数控机床的少数几个人
之一。 仅仅４年时间， 他就通过
自学练就了异形薄壁加工、 非圆
截面舱体加工的绝活， 被同事们
称作 “戴一刀”。

“戴氏刀法 ” 真正成名是在
２０１２年初。 某重要型号产品为保
证飞行姿态 ， 要求其外部数米
长 、 形似圆筒的金属蒙皮 轻 薄
光 滑 。 这 件 几 十 平 方 米 大 小
的 大 型 异 形 舱 完 全 展 开 后 有
一辆中型卡车大小 ， 要求 ３．５
毫米厚度， 精度误差在０．０１毫米
以内 ， 难度不亚于在等比例的
Ａ４纸上绣花。

要达到这个精度， 需要在金
属薄壁上布下１００多个测量点 ，
边测量、 边调整、 边加工。 而这
个数米长的金属异形件远远超出
厂里最大工作台的控制范围， 加
上金属外皮薄， 在固定过程中很
容易发生变形。

这让有着２０多年加工经验的

戴天方也有些束手无策。 一天，
戴天方脑中忽然闪过玩击鼓传花
的一幕。 一个全新的加工定位方
法出现在他脑中： 改变过去以工
件一端作为唯一基准点的测量方
法， 在加工过程中， 以上一个操
作点为基准点， 测量出下一个加
工点， 依次传递， 直到所有点完
成精度指标。

编写了１００多组程序 ， 换了
１００多次定位， 用完了８００多公斤
钢铁材料， 换了几十把刀具……
在经过１１天不间断加工， 戴天方
和他的工友们完成了国内该类构
件的首次试制。

“我就像跑了一场高水平的
４００米跑， 一直在高速冲刺。” 戴
天方说 。 交工那天 ， 他热泪盈
眶。

今年是戴天方与机床打交道
的第２６个年头， 他经手的金属件
已过万件， 亲历了我们国家近年
武器装备的研制、 定型、 批产的
循环。 “每逢阅兵， 看到自己参
与的作品经过天安门广场， 我就

觉得值了！” 戴天方说。
“手艺人一生就是学习 、 积

累、 再传授。” 他说， “传帮带”
是匠人最后要走的一段路。

戴天方当年入厂学徒不久就
觉得操作已经很流畅了 ， 有点
“飘飘然”， 结果在加工一件贵重
产品时将封闭的蒙皮铣漏。 但师
傅没有责备他， 而在分析完差错
原因后 ， 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
上。

前几天， 戴天方的徒弟小刘
出现操作失误， 戴天方做出了与
师傅当年同样的选择。

解码工匠精神， 既有赖于重
拾传统， 也有赖于锐意创新。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 推崇
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 必然会
少一些浮躁， 多一些纯粹； 少一
些投机取巧， 多一些脚踏实地；
少一些急功近利， 多一些专注持
久； 少一些粗制滥造， 多一些优
品精品。”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
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罗民说。

据新华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 ， 施品芳早
早起床， 换上干净的工装， 匆匆
吃过早饭 ， 便出门上班 。 这一
天 ， 首架国产大型客机Ｃ９１９在
上海正式下线。

然而 ， 施品芳当天另有任
务， 没能到现场看一眼。 “我非
常想去看看第一架大飞机是什么
样， 毕竟每天和它身上的零件打
交道。” 施品芳说。 那一天， 对
他来说就像一位父亲送女儿出
阁。

如今， Ｃ９１９客机进入测试阶
段， 遇到的新问题、 急问题， 需
要有经验的工匠 “救火”。 施品
芳的工作台， 是一个零件从设计
图纸变成实物最快的地方。

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早上９时 ， 施
品芳接到一份工艺指令单， 上面
标着一个大大 “急 ” 字 。 这个
“急” 字意味着： 在有限时间内，
任务必须完成。

这次的 “急活儿 ” 是制作
Ｃ９１９客机上的气密试验接头 。
这个接头用于传送液体和气体，
对密封性和表面光洁度要求极
高， 接口的精度要达到百分之一
毫米 ， 相当于头发丝的六分之
一。 由于构件较为复杂， 市场上
根本买不到， 数控机床短时间内
也很难做出来。

在施品芳眼中， 制作这样一
个零件的难度只能算 “中等 ”。
过去７年中， 很多任务 “看上去
都无法完成”。 但施品芳总有办
法完成。

同事们都喊他 “老法师 ” ，
施品芳说 “法宝” 在他的工具箱
里。 打开他的工具箱， 几十把大
大小小的刀具密密麻麻， 一字排

开。 刀头处都经过精细雕琢， 或
角度不同， 或弯度有异。

“识货的看刀子 。 我当学徒
时， 先磨了３个月刀。” 在半平方
米的工作台上， 施品芳跟着师傅
学习车、 磨、 铣、 刨、 镗等各个
工序。 工作台上， 火花每天都要
闪耀将近８个小时……

施品芳退休后已经被返聘２
年 。 除了应对 “急难险重 ” 任
务 ， 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带徒
弟。

３０年来， 施品芳所在车间经
历了两次人才流失， 一次是 “运
十” 下马， 一次是 “麦道飞机”
停产。

“当时厂里效益不好 ， 女儿
考上了美术学院， 费用很高， 我
也 曾 想 过 离 开 。 ” 施 品 芳 说 ，
“人都走了， 如果要再造飞机怎
么办？ 我最后还是选择留下。”

２００２ 年 国 产 新 支 线 飞 机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项目上马， 这群老工
匠终于有了盼头。 ２００８年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国产
大型客机Ｃ９１９项目上线 ， 他们
离中国国产大飞机的梦想越来越
近。

偶尔， 施品芳也会去上海飞
机制造厂看看那架老 “运十 ”，
飞机前那块写着 “永不放弃” 的
石碑足以唤醒至今难忘的记忆：
１９７１年４月， 他第一次穿上工作
服， 开始追逐飞机梦。

今天， 施品芳的６名 “隔代
弟子” 已有２人能够独当一面了。

“我就是 喜 欢 这 个 行 当 ，
我 对 飞 机 有 感 情 ！ 只 要 身 体
允许， 我就会站在这里。” 施品
芳说。

２０１１年， 当裴先锋站上第４１
届世界技能大赛领奖台时， 中国
技术工人的名字写入了职业技能
“奥林匹克” 的史册。

焊接项目银牌， 属于当时２１
岁的裴先锋。

技校毕业后， 裴先锋进入中
国石油天然气第一建设公司第三
工程处３１３工程队， 第一个工地
就是当时热火朝天的中国石油庆
阳石化３００万吨 ／年炼油工程搬迁
改造现场。

经常要在２毫米厚的钢板上
作业，还要不断调整焊接电流，这
要求裴先锋对焊接电流控制极为
精确，不能有１安培的偏差。 更难
的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 焊枪都
不能抖，哪怕有一点点偏差，都不
能形成完美的焊接状态。

“那时候焊道成形总是不好，

我整个人像着魔一样， 白天干，
晚上想， 查找相关资料， 在白纸
上设计焊道的形状、 划焊条的方
法。” 渐渐地， 他对每一个技术
细节了如指掌。

“焊接是臂力、 蹲姿、 呼吸、
耐力的完美配合， 这需要长时间
的学习， 不断犯错， 不断改进。
只有驾驭了铁液， 才能焊接出完
美的内部结构、 最佳的外观。”

在完成我国西南地区第一个
特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四川炼
化一体化基地施工建设后， 裴先
锋奔赴约旦， 跟随海外项目队将
中国工艺带到世界舞台。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电焊工
人， 要做的就是把每一次焊接都
做到最好， 不走捷径， 就是我继
续成长的捷径。” 获奖后， 裴先
锋一直坚持这么评价自己。

５年前 ， 董状第一次在现实
里看到机器人： 科幻电影中恣意
游走的机器人在现实里却蹑手蹑
脚， 可以避让障碍， 但移动并不
精确， 甚至还需借助人工帮助。

“我心里有一个超级英雄梦，
想把伴随我长大的虚拟影像的机
器人带到现实中。” ２０１１年 ， ２８
岁的董状辞去软件工程师工作，
进入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服务机
器人事业部。

“如果不能精确移动 ， 机器
人就只能称为机器。” 董状认为，
可以通过激光传感器为机器人装
上 “眼睛”， 让机器人识别环境，
在大脑中建立地图， 进而精确移
动。

当时， 这类技术在国内尚属
空白。 入职伊始， 董状就启动了
国际顶尖技术———ＳＬＡＭ激光导

航技术研发。 过程中， 机器人无
法建立地图， 运用合理算法也会
“迷路 ”； 一两个月的反复试验
后， 因为移动不够理想而推倒重
来……那段时间， 董状和团队约
定 ， 取消周六休息 ， 每周二 、
四、 六固定加班３小时。

此后３年， 董状团队更换了
１００多种算法， 进行了上千次试
验，最终，机器人的感知度和“学
习能力” 从无到有， 不断提高。
２０１４年，技术壁垒成功突破。

随 之 而 来 的 关 卡 是 安 装 。
“为了确保传感器的准确性， 传
感器上不能出现划痕、 指纹和静
电， 稍有瑕疵， 就意味着传感器
直接报废。”

董状说， 研发靠智力， 装配
靠手艺， 非常考验技巧和耐心。
为确保传感器发挥效能， 又不在

行走时受壳身颠簸影响， “传感
器与壳体要靠近而不贴合， 经过
数百次调整传感器位置和角度，
几十次拆装调整机器人外壳， 才
将误差控制在一毫米以内。”

如今， 董状团队已有上千名
“机器人孩子”。 在餐饮店、 酒店
大厅和银行网点， 服务机器人在
任意面积空间中建立地图， 自由
行走， 每隔１００毫秒与地图做一
次 “通话 ”， 及时避碰障碍物 ，
定位精度达到３至５厘米， 远高于
国际上这一领域普通的５至１０厘
米。

“理论上５厘米的误差已经很
小了， 但要服务机器人融入大众
生活， 还需要更加精确， 我们将
继续研发机器人的视觉、 触觉、
力觉等功能， 赋予机器人更多人
性。” 董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