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２０18年 5月 7日·星期一│本版编辑 周潇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吉言│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专题【人物】

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马超

———记北京现代沧州分公司保全技术科科长赵雨田
18.5个月建厂创造“沧州速度”

面对生产设备的各种疑难杂
症， 他主动请缨进行课题攻关，
带领技术骨干查图纸、 做实验，
解决难题。 为降本增效， 他主动
开展技术革新， 科学论证、 反复
试验， 使设备得以改进， 效能不
断提升。 多年来， 他扎根生产一
线， 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锤炼自
己。 他就是赵雨田， 北京现代汽
车有限公司沧州分公司党委委
员、 保全部党支部书记、 保全技
术科科长， 2018年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以创业者心态投入
沧州工厂建设

北京现代沧州工厂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下， 河北省引
进的体量最大、 质量最高的单体
项目， 2015年开工建设、 2016年
投产， 至今已投产两款车型， 累
计产销超过16万辆， 带动上下游
配套企业投资超过30亿元。

赵雨田是2015年4月来到沧
州的首批新工厂建设者。 作为京
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 ，
沧州工厂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国
内外同类工厂建设周期一般为22
至24个月， 而北京现代沧州工厂
用时仅为18.5个月 ，在工厂建设
“沧州速度” 的背后， 是赵雨田
及所有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 更
是他们的锐意创新， 不断优化建
设方式， 高效运营的智慧结晶。

厂房建设、 生产设备引入 、
人员培训是一座新工厂建设的三
大重点， 作为保全科科长的赵雨
田， 主要负责生产设备的引进以
及工厂量产后的设备维护。

面对18.5个月的工厂建设计
划， 赵雨田和团队不是盲目开始
推进设备采购工作， 而是全面复
盘北京现代其他工厂的建设工
作， 做好详细的规划部署。 在这
个阶段， 赵雨田带领保全科的成
员， 收集整理了北京现代已经建
成的三座工厂在建设中出现的改
善点， 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
行全面预判， 共计提出设备安装
改善改进点2826项， 这些改善提

案不仅有效规避了设备引入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也提高了设
备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虽然是首次在外埠建设工
厂， 但通过充分的复盘和谋划，
新工厂建设不仅在设备引进过程
中有效地完成了设备引入和厂房
建设交叉施工工作， 为工厂建设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与此同时，
还有效地预防了设备故障隐患，
大幅提高了设备使用耐久性， 减
少了后期设备维护成本， 设备运
行效率很快提升到100%。

热情、 敬业、 时间观念强 、
有大局观， 是领导和同事对赵雨
田最直接的评价。 在沧州工厂设
备式样研讨阶段， 为了确保工厂
建设的进度， 赵雨田和建设者们
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进度节点表，
每天按照节点严格推进， 今日事
必须今日毕。

赵雨田的很多同事都记得 ，
在建设方和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
进行技术研讨时， 赵雨田团队为
了解决方案的精益求精， 不断抛
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不断引领对
方深化研讨细节 。 而这样的讨

论， 经常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晚上
十点以后， 如果遇到疑难问题，
讨论可能持续到更晚。

用改善和创新展工
匠风采

随着工业 4.0时代的到来 ，
制造智能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对中
国汽车新工匠的学习力及创新力
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赵雨田在
专注工作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
通过走访调研了其他车企生产
线， 横向积累管理及创新经验，
为沧州工厂设备保全工作的持续
改善和创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为新工厂建成之后， 高效稳定运
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沧州工厂正式运营后， 在保
证现场设备运转率的状态下， 赵
雨田积极带领设备保全团队进行
管理创新和设备改善， 创造了许
多个企业和行业第一次。 为了解
决全封闭冲压机维修技术培训的
问题 ， 赵雨田团队第一次利用
3D打印技术解剖压机， 按1:20比
例打印装配成迷你版的压机模

型， 用这样的模型对员工进行培
训， 让新员工可以快速、 直观地
了解冲压机结构及原理； 为了将
工作过程中的工具准备、 安全措
施、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等流程
规范化， 在北京现代首创OPL标
准化视频， 以视觉形式直观地培
训指导现场作业； 为了缩短维修
设备时资料检索时间， 提高检修
效率， 赵雨田带领团队率先对设
备资料进行二维码标记， 维修技
师通过手机扫描即可快速查询设
备信息资料； 在设备管理上引入
BEMS管理系统， 将设备管理电
算化， 并且把设备点检、 备件库
存状态等纳入系统， 大幅提高团
队工作效率。

在赵雨田和团队成员的努力
下， 北京现代沧州工厂于2016年
10月18日建厂投产后， 很快就实
现了满负荷运转， 五百余台机器
人保持高效、 正常运转， 操作更
是达到零误差。 生产线刚刚投入
运行时， 焊接工业机器人每个焊
点相对图纸位置出现过最大误差
为2毫米， 现在， 通过赵雨田团
队的精心调校， 这一数据精度已

经稳定在0.5毫米。
如今， 在赵雨田和所有北京

现代沧州工厂建设者的共同努力
下， 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已成为河
北省高端制造领域高质量发展的
典型代表， 建成一年多以来， 累
计产量已经达到16万辆。

导师带徒为企业培
养人才

在工作中， 赵雨田总想着把
20多年来的技术积淀与经验阅历
传承下去， 帮助身边的青年员工
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快、
更好。 在北京现代沧州分公司党
委人才生态战略的指导下， 他积
极组织、 参与部门师带徒活动，
手把手带出了数十名青年员工，
都成长为关键岗位的技术标兵。

马征征是保全技术科的革新
担当 ， 在赵雨田的指导与帮助
下， 从一名对保全技术完全陌生
的 “小白” 迅速成长为现场革新
“大拿”， 并在全国TnPM大赛中
取得荣誉。 “赵科长在工作和生
活中十分平易近人， 每次向他请
教问题都能很耐心地解答， 他也
很会因材施教， 根据不同人的性
格特点提供不一样的辅导和帮
助。 对于初入职场的大学生， 赵
科长并不会急于让我们上手， 而
是带着我们扎根现场， 去熟悉最
基础的设备原理和工作流程， 他
总是说： 路要一步一步走， 饭要
一口一口吃， 只有真正熟悉现场
后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是他手
把手地把我们带上了一条成长成
才之路。” 马征征说。

多年来， 赵雨田一直坚持学
习，始终保持着对吸收新技术、新
知识的渴望。白天生产时间紧、任
务重， 赵雨田扎根现场、 助力生
产；下班后，夕阳西斜，人们进入
梦乡后，属于赵雨田的“夜生活”
才刚刚开始。沏上一杯茶水，拧开
桌上台灯的旋钮， 赵雨田开始了
一天的反思总结与技能充电。 20
多年来积累下厚厚的学习笔记与
桌上堆满的专业书籍就是对他终
身学习最好的证明。

3月17日 ， 第12届冬残奥会
轮椅冰壶决赛异常激烈。 中国轮
椅冰壶队通过加时局， 最终以总
比分6比5战胜了挪威队， 实现了
此次冬残奥会奖牌零的突破， 为
中国赢得冬季残奥会史上的首枚
金牌。

而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掷出
关键一壶的小伙子， 更是吸引了
无数人的注意力。 很难想象， 他
是个要整日插着尿管训练的高位
截瘫运动员。 他就是陈建新。

成功之路， 汗水浇筑。 陈建
新的这条冠军之路走得比普通人
更为艰辛 ， 更为不寻常 。 1992
年， 陈建新出生于延庆区旧县镇

三里庄村。 原本活泼好动的他，
却因为一场意外改变了人生。

2010年的一天， 一场意外的
交通事故导致陈建新高位截瘫，

从此他只能在轮椅上生活。 刚开
始时陈建新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从医院回到家里， 他把自己封闭
起来。 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一

天到晚玩游戏， 还经常因为一些
小事就大发脾气。 在最无助绝望
之际， 区残联把他推荐到市残联
体育培训中心， 为他的人生开启
了另一扇希望之门。

陈建新最开始练习的是击剑
运动， 但由于身体条件不能承受
击剑的强度， 陈建新转到了轮椅
冰壶项目。 轮椅冰壶这项运动对
当时的陈建新来说， 完全是陌生
的。 在认识了冰壶运动之后， 从
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冰壶是什么到
慢慢迷上冰壶， 这个大男孩又重
新找回了乐观和豁达。 “刚受伤
时， 我觉得人生陷入低谷， 失去
了目标， 是冰壶运动让我重新认
识了自我。” 陈建新回忆说。

训练的过程说来简单， 但对
陈建新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挑
战。 难的不仅是战术， 还有冰壶
运动对身体的挑战。 由于高位截
瘫下肢没有知觉， 所以长时间的

训练常常让他的双脚承受冻伤之
痛。 但经过四年的艰苦训练， 陈
建新在冰壶场上 “立住了脚 ”，
也在冰壶中找到了自信与快乐。

艰苦的付出， 注定收获不凡
的成绩。 陈建新所在的轮椅冰壶
队 ， 先后取得了多项不俗的战
绩。 在2014年轮椅冰壶全国锦标
赛中获得第四名， 全国第九届残
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轮椅冰壶比赛中夺得冠
军， 在第12届冬残奥会上他和队
友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 为中国
体育代表团勇夺一枚宝贵金牌，
实现我国在冬残奥会史上金牌零
的突破。

现在陈建新已经做到了北京
轮椅冰壶队指挥的位置， 发挥着
冰壶教练的部分职能。 这个阳光
开朗、 热情豁达的延庆小伙儿也
有了一个梦想， 就是征战家门口
的2022奥运会， 继续为国争光。

□本报记者 盛丽陈建新：自强不息的冰壶小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