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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炼成钢玉汝于成
的金“枪”手

在行业内， 很多人把焊工高
手尊称为金 “枪” 手。 这个称呼
对于曾荣获2013年、 2015年北京
市焊工大赛冠军， 将焊工技术融
进自己血液并不断推陈出新的张
海军而言，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年过四旬的张海军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并非一日之功， 时间丈量着
他走过的脚步， 技艺检验着他每
刻的付出。

张海军的父亲是一名纺织厂
工人， 深受父亲影响的他进入技
校后开始学习焊工和钳工技术。
一开始接触实操和理论， 张海军
接受起来并不是最快的那一个，
但永远是最发奋图强的一个 。
“那时一个人经常去外地学习 、
实习， 非常辛苦， 也很枯燥， 我
也有想过自暴自弃。 不过安静下
来总能想起父亲说的 ‘干一行，
爱一行’， 所以总会让自己继续
坚持下去， 和朋友聊聊天、 踢踢
球， 然后重新投入进去。”

1993年， 张海军技校毕业从
事了焊工职业。 他抱着要干出一
番事业的决心和勇气 ， 拜师学
艺， 刻苦钻研， 点滴积累。 在奔
波忙碌的日子里， 他随工程项目
到过近20个省市， 穿坏过近140
套工作服， 用掉大约80吨焊条，
用坏的焊钳少说也有600多把。

在最初接触焊接工作时， 尽
管穿着厚厚的焊工专用工服， 有
时衣服仍会被1000多摄氏度的铁
水烫穿， 张海军更是常被焊渣烫
伤。 然而， 面对这些他并没有退
缩， 仍会想方设法去寻找实践的
机会。

他坚持每日练习， 提高自己
的技术， 动手把施工剩余的废料
做成操作练习的试件， 在焊接作
业的现场和练习焊接的教室里常
能看到他刻苦钻研的身影。 即便
是在市级技能竞赛中摘取桂冠，
获得首都劳动奖章后， 张海军日
常的练习也从未停止过。

生死线上攻坚克难
的排头兵

燃气电焊工的作业环境只能
用 “苦” 字来形容。

夏天， 狭小且高温的作业环
境， 张海军必须要身着有一定厚
度的焊工服 ， 换来的是汗如雨
下； 冬天， 张海军在温度已达零
下的室外作业， 也不能穿棉服，
换来的是冻得僵硬的腿脚。

初入行时张海军就知道电焊
是个苦差事， 工作环境很艰苦，
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而且操作起
来难度大， 技术要求高。 一次改
线作业中 ， 燃气管道泡在泥浆
中， 焊接作业只能边抽泥浆边焊
接。 管道底部离泥浆极近， 一旦

碰上高温， 焊缝会发生淬火， 并
对管道造成伤害。 如此有难度的
焊接任务又落在了张海军的身
上， 焊接时他整个身体泡在泥水
里， 安全帽和防护用具也都扎在
了泥浆中， 直到轮班作业历时36
个小时才完成任务。

燃气的焊接多在深达两三米
的作业坑中进行， 需要焊接的位
置并不总是那么顺手。 侧着焊、
仰着焊是最普通的 ， 还要蹲着
焊、 跪着焊、 坐着焊， 接受焊花
的喷溅更是常事， 可最让焊工头
疼的是出现视线死角。 “由于管
道贴近建筑物， 焊接时根本看不

见焊缝 ”。 每到出现这种最险 、
最难的焊接任务时， 总少不了张
海军的身影。

虽然看不见需要焊接的位
置， 但张海军有他的绝招。 他利
用镜面反射原理， 一手拿着小镜
子随时调整角度， 一手对照镜子
映射出的接口位置情况将焊枪伸
进去进行焊接。 如果不是焊接技
艺高超 ， 这种作业极易出现偏
差。 即使是这样的作业环境， 张
海军焊完的 “活儿” 从不同的角
度查看完成度， 都能确保管道严
丝合缝。

“天然气在空气中的浓度达

到5%至15%的程度， 遇火就会爆
炸， 而如果停气焊接则可能会影
响到几千用户的使用。” 带气带
压焊接不仅考验技术， 更有苛刻
的时间要求， 对于燃气用户以及
暴露在充盈着燃气环境下的焊工
本身而言， 时间越长就越危险。
因此， 操作过程不仅不允许有任
何失误， 全部焊接程序还必须在
最短时间内完成。

平时说话慢条斯理的张海
军， 跳下作业坑端起焊枪那一刻
就像变了一个人， 稳、 准、 快，
不拖泥带水更不留任何余患， 焊
点更是干净精细地近乎苛刻。 呼
呼上窜的火苗是带气焊最 “壮
观” 的场景， 在随时可能出现危
险的这条生死线上， 张海军遇火
不躲、 遇事不慌、 平心静气， 让
这门手艺成为了他的绝活儿。 常
年的艰苦作业， 让张海军手上、
胳膊上满是伤痕， 但他一直在用
这门手艺， 守护着首都燃气用户
的平安。

精益求精追求质量
的大工匠

焊工是最考量个人技能和综
合素质的职业。 张海军认为， 要
想在技能和技术上不断提升， 文
化和理论知识的学习必不可少。
为此， 张海军在完成工作任务的
同时， 通过三年热能动力专业的
刻苦学习 ， 最终取得了大专学
历， 这为他以后的技能提升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为了适应生产工作的需要 ，
张海军不断学习各种焊接项目，
使自己在 “手工电弧焊” “钨极
氩弧焊 ”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
焊 ” 三个项目上达到很高的造
诣， 并在全国、 全市职业技能大
赛上名列前茅。 “我视质量为生
命， 焊接质量的完美是我始终的
追求， 所以我永远不会把焊活做
到一半儿就住手。”

每天早晨8点开始上班 ， 如
果接到抢修或是老旧管线改造的
任务， 张海军随时都会和自己的
同事出发； 当没有任务时， 张海
军总会跟学徒们在自己的工作室
里进行讨论和学习。

而张海军的创新工作室和他
本人一样 “勤奋”， 每月开一次
例会， 每季度进行一次总结， 从
未间断。 无论是带学徒们进行实
操练习， 还是带头研究工具是否
方便顺手， 都是在张海军的创新
工作室里进行的。 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 创新工作室先后研制出
了便携式破口机平台等多项创新
成果， 燃气管道开孔封堵压力平
衡装置和燃气管道开孔封堵密封
管件获得技术专利。

张海军积极开展工作室课题
研究， 为了提高焊工的专业技术
水平， 他通过实践与考察编制了
焊工培训教程， 并将培训教程进
行了应用推广。 同时， 基于焊接

工作现有的各类卡具、 堵板， 结
合现场抢修工作的可操作性与可
实施性， 张海军开展了快捷带压
堵漏卡具及堵板的研制， 通过多
次试验， 不断优化设计， 提高可
操作性， 最终使研制的产品得到
成功应用。 就这样， 张海军从一
名普普通通的焊工， 成为了一名
“发明家”。

甘为人梯乐于传教
的“手艺人”

“一枝独秀不是春 ， 百花齐
放春满园”。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
多的优秀焊工， 张海军积极承担
了燃气集团内训师工作， 专门从
事焊工实操技能培训任务。 几年
来他参与了集团新入职焊工、 职
工职级职系考核和各类职业技能
大赛集训选手的实操培训任务，
他经常是刚下夜班就赶去为职工
授课。 截至目前， 集团有100多
名焊工都接受过他的悉心指导。

张海军依托创新工作室平
台， 每月开展一次全体焊工的技
术培训。 遇到青年职工有焊接难
题时， 他会将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 让焊工
创新工作室成为单位职工的实训
基地、 研究创新的中心、 技术辐
射的阵地、 技术达人的摇篮。 在
他的带领下， 工作室的青年焊工
成员在中德国际焊工对抗赛和北
京市焊工大赛中均取得佳绩。

“一个合格的手艺人 ， 必须
少说话， 多做事， 并且一定要把
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这门手艺始
终保持执着。” 张海军说， “我
的原则就是既然选择了这项工
作， 就一定要干到炉火纯青， 在
快乐工作的同时做到完美。 我喜
欢我的工作， 能让我在其中不断
观察， 并集思广益， 让这门技艺
不断提升。”

张海军还表示， 工匠精神讲
究的是对技能追求的极致化， 更
考量匠人的专注和坚守， 这种精
神绝不能在中国消失。 回想起自
己年轻时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
张海军认为现在的青年工人十分
幸福、 “现在手机和网络发达，
娱乐项目也多， 我那时候什么都
没有。 年轻人缺乏勤奋， 应该不
断磨炼自己的斗志， 耐得住孤独
和寂寞。 学技术就是学技术， 在
工作上， 我始终要求他们必须追
求卓越， 一点也不能含糊。”

23年来， 一本本沉甸甸的证
书是对张海军这门手艺最直接的
肯定。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
有比脚更长的路。” 张海军用行
动证明会继续坚持不懈地努力，
让前行的步伐更加坚定。

也正是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崇尚劳动、 敬业守则、 精益求
精、 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 今年
他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
号。 这朵在生死线上绽放的 “焊
花” 始终绚丽多彩， 从未凋谢。

□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不管是严冬酷暑， 还是白天黑夜， 总有一个拿着焊枪的工人， 准备时刻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出现在城市里常被人们
忽视的角落。 凭着艺压群雄的焊接技术和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 他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难的任务， 解除了一个又一个潜在
的危险， 培养了一名又一名优秀的燃气工人。 他就是２０１７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燃气集团高压管网分公司工程
一所的焊工张海军。

张海军在打磨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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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军在抢修燃气管道。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燃气集团焊工张海军

生死线上绽放的“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