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从一线工人奋斗为业
内 “大腕”， 您成长为技术专家
的秘诀是什么？

李斌 ： 刚毕业那会 ， 我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 什么技术难
活都愿意尝试 ， 勇于接受新事
物， 敢想敢拼， 而且多辛苦都不
怕，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可以加班
加点， 就连婚假都没休完就返厂
上班， 这些大概是成功必不可少
的品质 。 我觉得 ， 综合素质有
了， 技术上是水到渠成的事， 想
干好， 就不能有畏难情绪。

同时， 我在不同性质的企业
干过 ， 有着十余年一线实践经
验， 掌握市场需求和行情， 这些
都开阔了自身的眼界， 丰富了人
生阅历。 我了解模具制造业考验
的是实际操作能力， 这些是书本
上根本找不到的东西。

记者： 工作室的创新点体现
在哪儿？

李斌： 2015年， 在市总工会
的扶持下， 我有了自己的创新工
作室。 工作室的创新之处主要体
现在四点上 ： 一是模具设计创
新， 全部采用国际流行的专业设
计与分析软件， 不再手工画图；
二是加工制造创新， 以前使用的
是普通设备， 模具生产出来后往
往需要工程师修补， 现在制造出
的模具直接成型 ， 避免二次修
复； 三是引进多台专业设备， 器
材非常先进 ； 四是教学上有创
新， 可以按照时代和项目的需求

不断创新教学形式 ， 开发新教
材， 改进现有教学模式， 带动职
业教育取得更大发展， 也为北京
职工素质的提高做点事。

记者： 您的工作室成员中有
高级工程师、 高级技师和高级讲
师， 这是组建时就有， 还是后来
培养出来的？

李斌 ： 我们工作室共有 7
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3人、 高级
技师3人、 高级讲师1人。 成员构
成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高鸿棣、
黄天石两位高级工程师系外聘专
家， 在工作方向及技术把关方面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他
们在工作室创建初期给予了很大
支持 ； 其余五位为学校在职职
工， 是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无论
是科研项目的公关及实际加工，
或者培训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他
们均为主要成员。

我组建团队时没有考虑职称
的问题， 而是根据老中青年龄和
专业结构来组织的。 他们中有人
进来时就有， 有人是这几年拿到
的。 像燕毅原来是我的学生， 进
校时是普通操作工， 进入工作室
后进步很快， 现在评上了高级技
师， 当上了学校教研室主任。

创新工作室的项目与学校专
业建设和教学工作是分不开的。
我们团队非常有默契， 大家志同
道合 ， 对彼此的优势特长很了
解， 做起项目来分工明确， 也不
计较个人得失。

□本报记者 任洁/文 孙妍/摄

———记李斌模具数字建模创新设计与智能制造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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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北京市自动化工程
学校实训楼的李斌创新工作室，
三维扫描仪 、 3D打印机 、 数控
高速铣床等现代化设备看得人眼
花缭乱， 工程师及专业教师们娴
熟地运用制图软件画出结构复杂
的电脑图纸， 再通过精密仪器制
造出高精度的零件， 这些都与过
去人们认为模具制造属于中低端
领域的印象大相径庭。 听到记者
的感慨， 这位在模具设计制造界
小有名气的技术大腕爽朗一笑，
透着对工作室的自豪。

“白手起家” 建设模具
制造专业

李斌的自信来源于充足的底
气： 作为模具数字建模创新设计
与智能制造工作室的领军人， 他
拥有34年工作经验， 获得过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工作者等
多项荣誉， 工作室成员多次担任
相关国赛和行业赛专家、 裁判长
等工作， 仅培养培训的技术人员
就达到上千人。

从最初的普通工人成长为如
今的业界专家， 李斌的职业经历
堪称 “传奇”： 他在国企、 合资
企业都干过， 曾经担任企业总工
程师， 一度 “下海” 经商， 经历
过商海沉浮； 33岁那年， 他因为
家庭原因毅然转型， 回到母校执
起教鞭。

他上课时不爱照本宣科， 最
擅长把工作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
讲授知识点， 因为开口就是大量
实例， 深入浅出， 所以他特别受
学生的欢迎， 进校第一年就被誉
为 “学生最喜爱的教师”。

有着13年企业工作经历的李
斌是职业教育领域最受欢迎的
“双师型” 教师， 很快就被北京
市自动化工程学校赋予重任， 承
担起 “白手起家” 建设模具制造
专业的重任。 当时， 模具制造专
业什么设备设施都没有， 幸好国
家出台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
策， 加上学校的大力支持， 他大
刀阔斧地干起来 ， 大到机器采
购、 教学理念确定， 小到设备调
试、 摆放位置， 都是他带着同事
来做， 一点点打造出如今在全市
闻名的特色专业。

多次为国赛和行业赛提
供技术支持

2015年， 在北京市总工会的
扶持下， 李斌成立模具数字建模
创新设计与智能制造工作室， 挂
上了 “首都职工创新工作室” 匾
牌。 自组建以来， 工作室主要承
担起与职业院校教学发展相关的
产品创新设计、 智能制造以及技
术培训等工作， 致力于加快模具
行业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转化，
为模具行业的高速发展贡献了重
要力量。

在全国数控以及模具技能大
赛中， 工作室为国赛组委会和北
京市参赛队提供技术支持， 担任

国赛和行业赛的专家、 裁判长等
工作， 为选拔赛提供赛前集训和
技术指导， 为模具行业的发展开
创了新的方向。 其中李斌被任命
为首届北京大工匠钳工专家组组
长， 又入选第二届北京大工匠数
控铣工专家组。

教学科研是工作室开展活动
的重中之重， 工作室曾完成北京
市教委模具专业课改研究课题，
获得北京市课改一等奖， 为北京
市模具行业培养输送了大量优秀
毕业生； 参与完成职业院校数控
技术专业顶岗实习标准、 顺义区
技能人才队伍现状与建设调研等
课题项目； 成员在专业期刊发表
相关论文20余篇， 出版相关教材
5本。

在技术交流方面， 工作室先
后为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工商大
学、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密
云职业学校等本科与职业院校提
供技术研发及支持 ； 为航空二
院、 航空三院、 北京长城牡丹模
具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兴隆模具
厂等多家企业进行新产品研发及
试制。

工作室先后参与和承办了全
国机械行业指导委员会、 北京现
代制造业职教集团、 北京市模具
行业协会、 北京市技协等集团和
行业协会牵头的技术讲座、 技能
培训及课题研究， 包括北京市第
一届大工匠钳工挑战赛及决赛、
北京市大工匠讲堂、 首都职工素

质工程技术工人职业培训、 北京
京港地铁岗前培训等 。 近两年
来， 工作室共接待来自全国职业
院校的参观与交流近30余次。

仅在2019年度， 工作室就为
社会和企业专业人员培训316人
次； 提出创新建议32条， 其中被
企业采纳23条； 年均完成创新成
果5项， 年均完成创新专利3项，
行业内转化共5项， 专利成果本
行业领先水平共5项。

最新无人机科研课题填
补市场空白

目前， 李斌创新工作室正在
攻关 “无人教学训练机及教学文
件的开发” 课题， 这是工作室为
学校无人机操控与维护技术应用
专业开发的教学项目及配套教学
设施， 2020年3月获评为 “北京
市总工会创新助推项目”。

别看小小一架无人机， 背后
可蕴含着无限商机和巨大的产业
链。 工作室成员、 高级讲师易楠
介绍， 无人机可以在军民多项领
域应用， 加快推进无人机产业化
已被写入 《中国制造2025》。 目
前国内职业院校无人机操控与维
护技术教学实施处于起步阶段，
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标准、 教材
均需根据学校的特色进行修改和
完善， 其中教学用无人机在结构
及外观上过于简单， 内部完全裸
露造成安全性较差； 商用无人机

价格昂贵， 一体成型不能拆卸，
不适用于基础教学。

“做别人没做过的事！” 工
作 室 瞄 准 这 一 方 向 ， 把 科 研
创 新 项目分为两部分 ， 一边开
发新型教学无人机的应用， 完成
从设计、 加工、 组装、 调试到教
学的整体功能， 一边研制无人机
教学新模式、 人才培养方案及相
关教材。

工作室所有成员根据各自特
长做好分工， 全部行动起来， 在
自主研发设计好图纸后， 他们采
用校企合作方式进行模具加工，
其中无人机零部件外壳上下盖、
电池盖、 支架、 桨叶等在校内生
产， 外壳、 电子元件等外包给工
厂制作。

11月2日， 几架已组装调试
完成的教学无人训练机静静地趴
在工作室的工作台上 ， 体积小

巧、 外形流畅， 更厉害的是其结
构涵盖了所有的教学知识点， 而
且外壳可拆卸， 供学生反复组装
调适， 尺寸也是独一无二的， 兼
具可观性和安全性， 完全能够满
足教学要求，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
类似产品出现， 工作室的研发填
补了此类教学器材的空白。

样机生产出来后， 已应用于
专业教学及中学生学工实践中，
下一步则是撰写教学文件， 工作
室成员教哪门课就承担哪块领
域， 李斌负责统筹。 “整个项目
计划用时一年， 完成后将让职校
学生在了解无人机的基础上开展
改革创新， 最大限度发挥创造性
思维， 独立进行无人机生产及组
装调试， 最终达到对无人机机型
进行多元化设计的目标。” 对于
项目实施前景， 李斌和工作室成
员信心满满。

走进示范性
职工创新工作室

为加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 提升全市职工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水平， 推动全市企事业单位高技能人才培养及科技成果推广转化， 多年来， 北京
市总工会高度重视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 激励职工进行各种创新活动， 将职工技术创新不
断引向深入。 从即日起， 本报将陆续刊发 “走进示范性职工创新工作室” 专题报道， 为读
者呈现这些创新工作室的最新成果和创新经验， 敬请垂注。

编者按：

一一个个人人带带动动一一群群人人 做做别别人人没没做做过过的的事事

对话：

李斌模具数字建模创新设计
与智能制造工作室是首都职工创
新工作室之一， 成立于2015年9
月， 以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高
级工程师、 高级讲师李斌为领军
人， 共有成员7名， 其中高级工
程师3人、 高级技师3人、 高级讲

师1人。 工作室成立至今， 先后
为本科院校与职业院校提供技术
研发及技术支持， 为多家企业提
供新产品的研发与试制， 参与和
承办各类技术讲座、 技能培训及
课题研究， 还为北京模具行业培
养了一批技术人员。

工作室简介：

李斌正在给模具建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