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往赛场上都是以裁判长身份亮相的魏俊强 ，
12月12日 ， 却是以参赛选手的身份出现在 “挑战
‘大工匠’” 系列赛之汽车维修工挑战赛的赛场上。

“做完第一项考题， 我都到候考区了， 发现考试
用车的钥匙还在兜里， 赶紧交还给监考员。” 魏俊强
告诉记者， 身份的差别还是带给他些许的紧张。 但
很快在接下来的考试中， 魏俊强老到的经验体现在
对时间的把控以及准确查找故障点上， 最终夺得本
场挑战赛第一名。

说起魏俊强， 在汽车维修业内可以说是数一数
二的人物， 他的绝活包括： 通过给汽车加速减速听
出汽车存在的问题与故障； 通过窥镜精准找出汽车
零部件故障的具体位置， 并解决问题； 通过示波器
显示的汽车各种零件的波形， 为汽车系统找出并排
除故障。

简单点说 ， 就是 “望闻问切 ”。 魏俊强常说 ，
“中医讲究 ‘望闻问切’， 而优秀的汽车维修工同样
通过 ‘眼看、 手摸、 鼻闻、 耳听’， 不用拆解任何零
部件， 就能判断出故障。” 如今， 汽车信息化程度越
来越高 ， 汽车维修工要从以往的简单修补转变为
“汽车医生”， 这次比赛重在考量选手对汽车故障的
诊断思路和逻辑判断能力。

12日的比赛现场， 记者见识到了魏俊强的绝活。
走上车， 关上车门， 驾驶位上的魏俊强屏息凝神 。
打火儿， 踩油门儿， 缓慢刹车……看似再正常不过
的一系列动作， 魏俊强都听得格外认真。 不多时 ，
他便走出了驾驶室。 “是车底盘的问题。” 不需要任

何工具辅助， 魏俊强竟然只用耳朵就能听出来， 还
能准确说出问题的位置。

1998年夏天， 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来华访问。
由于当时西安天气炎热， 克林顿乘坐的林肯轿车的
空调在西安出了故障。 美国使馆紧急向魏俊强求助。
魏俊强通过与美方的随行机修人员电话交流， 凭借
自己汽修多年的经验， 找出了故障所在， 并最终解
决了问题。

认真是魏俊强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什么事情都
怕认真， 一遍不行做两遍， 两遍不行做三遍， 技术
是工人生存的本领， 也是工人展现自我的工具， 如
果对待自己的手艺吊儿郎当 ， 就做不出好的产品 ，
实现不了技术的突破。 同时， 要不断温习自己的技
艺， 反思工作中的重点难点， 把自己的手艺在行业
内练就得精益求精、 炉火纯青， 还要在一丝不苟的
工作中融入新思路。

□本报记者 张晶/文 周世杰/摄

刘更生
从一板一眼
到行云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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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孙妍/摄

张海军

刘更生， 男， 1983年参加工作， 现为金隅集团
龙顺成生产基地副厂长。 2010年， 获得北京市东城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作” 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称号； 2011年， 获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 “家具手工木工” 优秀奖； 2012年， 获北京市经
信委 “工艺美术二级大师” 荣誉称号； 2015年， 被
评为 “北京市劳动模范”。

个人简介：

不精准就不能叫好活儿

魏俊强，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公司总工
程师。 1999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楷模；2000年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个人简介：

1993年 ， 张海军技校毕业就从事了焊工职业 ，
工作期间， 他随工程到过近二十个省市， 十多年里
他光工作服就穿坏过近140套； 用掉的焊条大约有80
吨； 用坏的焊钳少说也有600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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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军必须要身着一定厚度的焊工服。
冬天， 都不能穿棉服在温度已达零下的室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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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碰上高温焊缝会发生淬火对管道造成伤害。 如此有
难度的焊接任务又落在了张海军身上， 焊接时他整
个身体泡在泥水里， 安全帽和防护面具也都扎在了
泥浆中， 轮班作业历时36个小时才完成任务。 常年
的艰苦作业让张海军手上、 胳膊上满是伤痕， 而他
并没有任何怨言， 因为他深深热爱着焊工这份职业。

天然气在空气中的浓度比值达到5%至15%遇火
就会爆炸， 而如果停气焊接则有可能影响几千用户
的使用 ， 而带气带压焊接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
这也成为了张海军练就的 “绝活儿”。 带气焊十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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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就意味着越危险。 因此， 操作过程不允许有任何
失误， 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部焊接程序。 平
时说话慢条斯理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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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点更是干净精细得近乎苛刻。

燃气焊接多在深达两三米的作业坑中进行， 需
焊接的位置不总那么顺手。 侧着焊、 仰着焊， 接受
焊花的喷淋都是常事， 最让焊工头疼是出现视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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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创新工作方法， 面对焊接位置存
在死角的情况， 一面小小的随身镜就成为了他解决
问题的妙招， 他利用镜面反射原理， 一手拿着小镜
子随时调整角度， 一手对照镜子反映出的接口位置
情况将焊枪伸进去焊接。

张海军视质量为生命， 始终追求焊接质量的完
美，对自己更是高标准、严要求，一有空闲他便扎进焊
培教室，一“耗”就是半天。 为了适应生产工作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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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了全市同行和专家的赞誉。

25年来， 一本本沉甸甸的证书， 一项项厚重的
荣誉， 见证了张海军的艰辛付出。 没有比人更高的
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在选择焊工这份职业之初，
张海军就从未想过退缩。 这条路， 他要坚定不移地
走下去。

张海军，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压管网
分公司工程一所焊工。 荣获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政
府特殊津贴和北京控股集团公司有突出贡献高技能
人才等殊荣。

个人简介：

初冬的一天，记者在“挑战大工匠”系列赛———手
工木工挑战赛现场见到了刘更生， 比赛从早上9点开
始，历时6个小时，要求选手们仅靠基础工具制作出一
个小插屏。年逾五旬的刘更生是所有选手中年龄最大
的，和他同场竞技的，不乏年轻力盛的80后，旁边一位
老木工告诉记者，对刘更生来说，优势是经验丰富，劣
势是体力不足。 记者是外行人，看不出其中更多的门
道，但有一点印象深刻：和其他选手不一样，刘更生基
本都是站着在干活儿的。

手工木工有一句口诀： “刮刨子， 前脚蹬， 后
脚蹬， 双倍用力向前冲； 凿眼， 前凿后跟， 越凿越
深。” 从业34年的刘更生， 早已将这些口诀变换成习
惯动作， 最终， 刘更生在那场比赛中取得了第一名
的好成绩。

刘更生的父亲也是一名木匠， 小时候， 看着父
亲鼓捣木头， 他渐渐地认识了大刨、 小刨等工具 。
1983年， 刚满18岁的刘更生来到龙顺成接了父亲的
班。 第一次给木头凿孔没有经验， 刘更生被师傅从
后面打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让他意识到， 红木家具
的制作远不是小时候和伙伴们的打闹嬉戏， 而是一
份需要精益求精、 平心静气才能做好的工作。 从那
以后， 刘更生一板一眼、 踏踏实实、 虚心学习手艺，
在学徒两年后， 他便能独立进行家具制作了。

如今 ， 刘更生已先后参与了颐和园澹宁堂 、
APEC会议等多项重大项目的红木家具制作。 刘更生
说， 刚接到设计并制作APEC会议所用座椅以及相关

家具的任务时， 他十分自豪。 为了保持中国古典家
具的特色与韵味， 同时克服传统清式圈椅过于笨重
不便于移动的问题， 他提出了将现代转椅与传统清
式圈椅相融合的方案， 为了实现此项新工艺， 他不
断翻阅书籍， 参考各地资料， 经过反复修改， 终于
成功制作出融合现代转椅功能的清式圈椅。

凭借精湛的制作技术， 他本人获得了北京市东
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作” 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的称号。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
刘更生自觉使命与职责重大， 他像当年老师傅教自
己那样， 把所掌握的技艺毫不 “私藏” 地传授给下
一代， 他说，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使 “京作” 家
具制作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白莹/文 彭程/摄

心中的工匠精神： 认真才能抵达最高标准。

魏俊强
认真已成习惯

心中的工匠精神： 先修心， 再练技。

心中的工匠精神： 不断探索， 追求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