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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互补
5年完成2600多种集成块设计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建立微信群随时授课传经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液压阀分公司

师傅： 王东华
徒弟： 穆翔宇、 刘小娜

“我也是从徒弟当到师傅的， 每
个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即便是现
在当了师傅的我， 也在不断学习和成
长。”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液压阀分
公司技术主管王东华是首都劳动奖章
获得者， 企业里的模范职工， 更是徒
弟们眼中崇拜的好师傅 。 在她看来 ，
企业 里 的 师 徒 关 系 既 像 老 师 和 学
生 ， 具有 “传帮带 ” 的职能 ， 又必
须是合作且相互支持的伙伴 ， 在互
补中 ， 实现共同进步 。 据统计 ， 自
2013年以来， 王东华带领徒弟们已经
累计完成2600多种集成块图纸的设计
工作， 这些设计作品就是师徒进步最
直观的成果。

1990年， 大学毕业的王东华第一
份工作就来到了华德集团液压阀分公
司， 近30年的时间里， 一直从事基础
技术工作。 刻苦钻研技术， 不断开拓
创新， 跟绝大多数技术人员的成长轨
迹一样， 王东华的成长也是在不断努
力和进取中， 磨砺出来的。 如今， 身
披着各式荣誉光环的她， 依旧保持着
最朴实的工作的态度。

“跟着自己的师傅学习， 努力把
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这是从
学生到技术员身份转换的第一步。” 王
东华告诉记者， 她现在从事的液压阀
集成产品设计部门是2008年成立的 ，
负责产品设计 、 试验 、 制造 、 装配 ，

再到后期产品维护， 工作性质综合性
极强， 需要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综合的
知识体系， 更需具备随时接受新挑战
的勇气和能力。

“也就是2008年那一年， 我开始
带徒弟了 。” 王东华说 ， 此后的多年
来， 她先后带了8个徒弟， 其中包括7
名技术人员， 一名车间一线工人。 而
让她感到无比骄傲的是， 如今8个徒弟
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说起如何当师傅， 王东华笑着说，
“我就是学着自己师傅的样子， 来给别
人当师傅的。” 而在徒弟们眼中， 王东
华这个师傅是严厉的 ， 又是和蔼的 ；
是细心的， 又无私的。

32岁的穆翔宇是2009年进入企业，
跟着王东华一起工作和学习的。 让她
感触最深的， 是王东华似乎从来没有
不耐烦的时候， “从师傅刚带我， 到
现在， 只要我有问题问她， 她就一定
会耐心地给我讲解 ， 不仅循循善诱 ，
帮我解决问题， 还会展开知识点， 引
发我更多的思考。” 穆翔宇在师傅王
东华的带领下， 很快就从一个刚毕业
的大学生， 成长为企业的骨干职工。

穆翔宇说， 他们部门的每名职工
每年都会有各自的研发任务， 为了完
成好研发项目， 徒弟们免不了经常请
教师傅， 甚至可能在师傅工作时， 打
扰到她。 “但即便如此， 每次师傅的

脸上都带着和蔼的笑容， 虽然对我们
的要求还依旧严厉， 但她的笑， 总能
拉近我们师徒的关系。” 穆翔宇非常感
恩遇到这样的师傅， 让她迅速在企业
里不断成长和进步。

而对于 “半路出家” 从事设计工
作的职工刘小娜来说， 王东华这样的
师傅无疑是让她的入门之路少走了很
多弯路。 “跟那些手把手教徒弟的师
傅所有不同， ‘王工’ 总是鼓励我独
立设计， 然后检查我的设计成果， 发
现问题就解决问题。 她的鼓励给了我
很大的信心。” 刘小娜告诉记者， 她跟
在王东华身边仅仅一年时间， 不仅专
业技术水平提高了很多， 工作经验愈
加丰富了， 人也更加自信了。

对于这种放手式的教育方式， 王
东华笑着说， “虽然我是师傅， 但我
要给予徒弟们信心， 就必须放手， 鼓
励他们自己去做， 不怕出错， 学习从
犯错误中长大， 才能最有收获。” 带了
这么多徒弟， 王东华也在徒弟身上学

习， 她欣赏徒弟们接受和运用新科技
手段的能力， 她赞赏年轻职工面对困
难的冲劲儿和韧劲儿。

同时， 王东华心疼家里孩子较小
的徒弟 ， 主动代替徒弟加班或出差 。
2600多种产品， 覆盖全国 19个省市 ，
52岁的王东华每年总有 40多天在外
地 ， 与客户沟通解决各类问题。 值得
一提的是 ， 在 2600多种产品中 ， 有
1674种是王东华独立设计完成的， 实
现产值超过1.8亿元。 但对于专利等技
术成就， 王东华坚持， 是集体的智慧
成果。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是局限的 ，
集体的集思广益才能成就不同凡响。”
王东华主张给每一个年轻职工机会和
平台 ， 她说 ， “这些年轻的徒弟们 ，
终有一天会成长为师傅， 然后去带新
的徒弟。 我只希望， 他们将来能像我
教授他们一样， 去教授更年轻的孩子
们， 这样， 才能实现技术、 技能的传
承， 职业精神的传承。”

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西郊线分公司

师傅： 张燕京
徒弟： 王晨亮、 王万里

当机动车、 非机动车或者行人误
入有轨电车专用道时， 驾驶员需要做
到……下班后， 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
限公司西郊线分公司驾驶员张燕京并
没有着急回家。 他拿出手机， 像往常
一样总结着行车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
大概十几分钟后， 他将总结的要点发
到了和徒弟建的微信群中。

去年8月， 在有轨电车公司首届职
工技能比武大赛上， 张燕京以驾驶员
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 “最会开有
轨电车的驾驶员” 称号。 更让他感到
激动的是， 这一天他还有了一个新的
身份———师傅。 按照公司开展的 “师
带徒” 活动， 以竞赛排名为基础， 由
正式驾驶员中的优秀骨干与19名新司
机结成对子 ， 在一帮一过程中达到 ：
以老带新、 传授经验、 相互借鉴、 相
互提高的目的。 就这样， 王晨亮、 王
万里这两个90后的小伙子成为了张燕
京的徒弟。 王晨亮和王万里都是刚刚
走出校园不久的大学毕业生， 年轻是
他们的优势， 但缺少经验也会成为他
们步入职场的拦路虎。 这时， 师徒结

对的做法无疑可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
学生到专职司机的身份转变。

在徒弟王万里的眼中， 师傅张燕
京让他在思想上建立起一种强大的职
业责任感 。 “我和师傅的班次不一
样 ， 师傅为了能让我们在实践中掌握
更多驾驶经验。 常常是在下班后， 很
晚还上车给我们手把手指导。 比如他
会在实地操作中， 让你了解运行中的
一些风险源。 对我今后独立操作有很
大帮助。”

仅仅是随师傅跟车学习的方式 ，
还远远不够。 “做师傅， 就要有个师
傅样儿。” 张燕京说， “身上多了一份
责任， 也多了一份压力。” 张燕京思考
还要想更多的方法， 让徒弟了解关于
驾驶有轨电车的知识。 于是， 他想到
了建一个微信群， 随时将工作中的心
得和总结发送给徒弟 。 两个年轻人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 及时向师傅
提问。

几个月下来， 师徒间的默契越来
越深。 徒弟们不仅学到了驾驶经验和
技术， 这些内容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

着不小的作用。 这一点， 徒弟王晨亮
很有体会。 “师傅总是很及时的给予
我指导， 就比如在入库调车的操作上，
帮助就很大。”

每个新来的驾驶员都会经历不同
阶段的训练和实践， 入库调车就是其
中一项内容。 所谓入库调车就是将车
辆按照要求， 调配到不同的库中。 这
项看似简单的操作， 对于刚入行的新
人却有着一定的难度。

接到第二天就可以操作入库调车
的通知后， 王晨亮一路兴奋的找到师
傅张燕京。 “师傅鼓励了我， 但也给
我敲了一次警钟。 他说这个操作要注
意的事项很多， 让我一定不要轻视。”
王晨亮回忆， “下班后， 师傅还将各
种关于入库调车的操作要点都列了出

来， 发到微信中。 有了这些提示， 我
心里更有底啦， 也很快就熟练掌握了
这项操作。”

记得之前红叶节期间，有轨电车启
动了重联列车，行驶的车厢由一节变成
两节。 这个看似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
却很考验驾驶员的操作技术。 “重联列
车不是简单的将两个车厢用拖车钩连
起来就算完事， 操作中要确保诸如车
门、报站器等各种设备的同步。 ”

为了顺利完成操作， 张燕京和王
晨亮师徒齐上阵， 师傅张燕京在前车
操作运行， 徒弟王晨亮在后车观察各
种设备的整体情况， 最终成功完成了
有轨电车重联运行的多项测试任务 。
“有了徒弟的帮助， 让我面对困难和挑
战时更加有信心了。” 张燕京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