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厂长助理王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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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益求精诠释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今年46岁的王俊锋是北京宝
沃汽车有限公司厂长助理兼制造
部部长， 具有业内领先的管理水
平和干练的行事作风， 看起来沉
稳、 淡定的他没有太多感性的话
语， 但却一路陪伴企业走过了无
数艰难险阻， 新厂成立、 管理升
级、 打造品牌……在每一次面对
困难时 ， 王俊锋一定冲在最前
面， 勇于创新、 扎实肯干， 这也
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 “金蓝领”。
2015年， 王俊锋被评为北京市劳
动模范。

新建工厂
带队解决瓶颈问题

王俊锋所在企业原名为福田
汽车北京多功能厂，是2011年6月
新建投产的。 对于建厂初期的情
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新建厂其
实就相当于零起步 ，我们每一
位员工都要学会重新适应。 ”王俊
锋告诉记者，当时，受产品结构不
断调整、产品升级的影响，工厂生
产条件与设计状态持续发生变
化，产能提升受到较大影响，无法
完成订单任务， 经常受到各品牌
销售分公司诟病， 也严重影响到
工厂形象和职工收入。

“订单交付不上， 就是我这
个生产主管的问题。” 王俊锋面
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 可即便如
此， 不愿退缩的他开始加班加点
寻找问题 、 解决问题 。 “那两
年， 我们从收到订单开始的每一
个环节进行隐患排查， 最大限度
地提升效率， 遇到一个问题， 就
解决一个问题。” 王俊锋告诉记
者， 经过2012年、 2013年两年的
持续改进， 解决了一系列瓶颈问
题， 包括发动机线、 底盘线延长
增加工位 ， 皮卡线与轻卡线分
离， 增加总装滑橇数量等项目，
通 过 梳 理 生 产 瓶 颈 点 ， 并 进
行 改 进 ， 解决了局部瓶颈 ， 提
升产能。

但问题没有想象中那么简
单。 随着瓶颈点问题的改进， 深
层次的问题随之凸显出来。 “车
间之间的生产不均衡问题， 生产
计划与物流配送模式等矛盾十分

突显。” 对此， 王俊锋主张通过
改变原有生产模式， 对问题进行
解决， 实现产能提升。

针对原有问题， 王俊锋系统
分析各环节要素 ， 重新制定规
则， 让生产计划实现了由刚性向
柔性的转化。

类似这种突破设计束缚， 大
胆调整生产组织方式的做法还有
很多。 王俊锋笑着说： “为了提
升生产效率， 增加产能， 我们可
谓是想尽办法， 梳理基层作业、
制定基层作业标准、 理顺作业流
程、 确定员工作业边界点等等，
事无巨细 。” 但值得高兴的是 ，
通过对5个业务模块、 12个业务
流程的调研， 梳理出39个子项目
开展工作， 问题一一解决后， 在
2014年3月 ， 企业实现了9418台
月度生产最高纪录， 改变了生产

产能发挥不力的局面。 而随后，
这一最高纪录还在不断被打破。

管理升级
主张实现作业标准

与产能 “爬坡 ” 同步进行
的， 就是管理升级。 王俊锋说：
“对于工业化生产来说， 标准化
是作业的核心。 只有建立标准，
严格落实标准， 才能最大限度地
实现最佳。” 王俊锋把 “精益制
造”、 “标准化作业” 作为重要
的工作准则。

“相较于生产线有固定的节
拍、 固定的工作内容和固定的工
作要求 ， 整车调试就显得 ‘随
意’ 得多。” 王俊锋给记者举例，
以前， 调试工作就存在节拍不固
定， 工作内容不固定， 工作要求

缺乏客观要求、 以主观评价为主
等问题， 一度成为工厂产能发挥
的最大瓶颈。

为突破这个瓶颈， 王俊锋首
先从管理角度入手进行规范， 提
升调试管理能力， 在人员管理方
面， 细化了班组管理单元、 建立
了人员评价机制， 由原来粗放型
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进行调整， 拆
分上线班、 路试班， 每班由48人
缩减至12人， 确保班组长有精力
管理到每一个调试工； 建立人员
评 价 细 则 ， 实 施 末 位 淘 汰 ，
制 定 调 试 工 技 能 鉴 定 标 准 ，
实施绩效管理 ， 主动淘汰调试
工， 引入指标管理， 目标明确，
职责清晰。

同时， 缩小调试管理幅度、
建立异常拉动机制、 实施JPH值
管理 、 实施交接班管理模式等

等， 一系列的措施是时候， 让调
试效率和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 最终达到了调试节拍与生产
线同步。

几年来， 王俊锋为了提高生
产效率， 采用了先进的理念创新
管理方法， 搭建了适合企业现状
与未来发展需要的生产管理体
系 ， 并且开发数字调试管理系
统， 监控生产各个环节， 实现了
数字化管理工厂， 为企业打造成
为一流的制造基地奠定了良好的
管理基础。

职业发展
用实际行动践行工匠精神

王俊锋的工作作风在企业里
有口皆碑。 “他身上好像有使不
完的劲儿， 干起活来永远都在兴
奋点上 。” 对于同事们的评价 ，
王俊锋只是浅浅一笑。 “从业20
多年时间， 进入如今的企业也有
20载， 我能做的只有踏实工作，
努力进取。”

工作中 ， 王俊锋原则性很
强， 是个急脾气。 开会时， 他摔
过手机， 拍过桌子； 车间里， 他
瞪过眼睛， 红过脸， 但从来都是
对事不对人。 了解王俊锋的人都
知道， 工作之外， 他是一个比较
随和的人 。 同事宋桂松的评价
是： “生活中， 他很重感情， 朋
友多， 人缘也好。”

就是这样的为人让王俊锋一
路走来把心思全都铺在工作上。
在王俊锋看来， 最近几年， 正是
中 国 汽 车 制 造 行 业 迅 猛 发 展
的几年，他有幸参与其中，见证汽
车制造行业的发展与进步， 对此
倍感骄傲与自豪 。 特别是在自
己的努力下，企业今年将突破生
产10万辆汽车的傲人成绩。

就在采访的前一天， 王俊锋
和其他部门同事们还在一起进行
了一场模拟 “客户评审”， 即以
消费者挑剔的角度， 来评价即将
出厂的汽车 。 “换个角度看问
题， 也是为了进一步做到精益求
精。” 王俊锋对工作的要求只有
尽善尽美。

“进一步精益求精， 进一步
追求完美与卓越， 踏踏实实走好
前进的每一步， 这就是我心中的
工匠精神。” 他笑着说， “我有
决心在这条路上勇敢前行。”

说起自己的荣誉， 王俊锋也
一如既往地低调， “这是领导的
肯 定 和 同 事 们 的 支 持 ， 给 予
了 我 如今的光环 ， 而我唯有更
加努力的工作， 才能回报大家的
信任。”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北京城建二公司总工程师李鸿飞
追求工程上的“过程精品”

□通讯员 杨保川

在北京城建二公司有位追求
“过程精品” 的总工程师， 因为
他的存在， 该公司获得了多项荣
誉， 其中包括创鲁班奖工程特别
荣誉企业、 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
企业等， 还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6
项， 共有百项QC成果获市和国
家级优秀成果奖。 他就是北京城
建二公司教授级总工程师、 国家
一级建造师李鸿飞。

1988年， 本科毕业的李鸿飞
进入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四处实
习， 后调入北京城建二公司五分
公司实习。 “让我最难忘的就是
清河二炮营区热力站工程、 南口
机车车辆厂污水处理工程。” 李

鸿飞坦言， 这两个项目让他成长
了， 也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成为五
分公司的一名技术员。

此后， 李鸿飞扎根工地， 一
心扑在事业上， 成功解决了薄壁
砼构筑物裂缝的质量通病， 取得
了公司上下的一致认可 。 1996
年， 北京城建二公司承建了首都
机场2#航站楼 “国字” 号工程，
李鸿飞被破格提拔为该项目的副
总工程师。

“在从事施工技术和质量管
理工作的20多年中， 我注重吸收
先进的管理理念， 并通过目标管
理、 创优策划、 过程监控、 阶段
考核 、 持续改进等管理手段 。”

李鸿飞的这一做法使北京城建二
公司创精品工程工作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科技创新的因素是人， 培养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务。 为
此， 李鸿飞上任后， 通过内培 、
送培、 专家讲座、 经验交流、 自
学短训、 岗位练兵等多种形式和
手段， 为职工提 “素”； 并支持
人才跨项目兼职做到人尽其才，
多劳多得。 通过上述建楼育人措
施， 李鸿飞培育出了一支管理卓
越超群， 技术精湛、 作风过硬的
技术团队， 为北京城建二公司持
续创优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证。

在质量管理方面， 李鸿飞始

终重视国内外先进的质量管理理
论的引进 ， 他先后通过内培外
训， 引进 “零缺陷” 管理， “6
西格马管理” 的经验， 提出自己
的 “过程精品” 的质量理念。 强
调精心策划、 精心组织、 精心施
工、 严格验收。

近几年， 在出色完成北京城
建二公司各项技术、 质量工作以
外，李鸿飞善于思考，勤于钻研。
他主编的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
计与施工方案》 一书由经济科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对建筑工程施
工组织设计与施工方案的制定与
工程成本控制、 技术节约创效有
独特见解和较强的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