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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师傅的足迹，不断努力超越

第二届北京大工匠：李明洋

我叫李明洋， 来自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第三研究院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
现任首席技师。 今年， 我获得第二届
北京大工匠， 类别是数控铣工。

社会给技能工人的舞台很多， 就
看有没有用一种匠心精神去坚持， 如
果去坚持 ， 一定能走出光明大道来 。
我坚持岗位16年， 就是想把行业干到
极致， 我很享受这一路的过程， 乐在
其中。

16年前，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我走进
了单位，怀揣自信与热情加入了航天事
业中。 兢兢业业十几年，越来越能体会
到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师
傅的传帮带让我少走了太多弯路，我与
师傅相交十六年，从做人到做事，让我
领略到了匠人精神的本质与初心———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我的师傅叫郑宝义， 一个让人敬
仰而真实的人。 说敬仰他， 整个单位
提起他都会竖起大拇指， 航天技术能
手郑宝义师傅那可是有名的技术 “大
拿”。 上世纪90年代， 我们所购进的第
一台英国全英文加工中心， 作为普通
铣工的他第一个率先把它 “拿下”， 他
更是单位第一批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大
学学习深造的人之一。 说他真实， 在
单位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 受过上

级的通令嘉奖却一如既往地低头做事，
“好钻研、 好琢磨” 是郑师傅的标签。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 即便
是简单的打水、 拖地都会一丝不苟。

当初和我一起成为他徒弟的十几
人中，我算是师傅手下最爱“出错”的徒
弟，但他不仅不排斥我，反而肯定我多
做多错的做法。 每次面对错误，师傅第
一时间先让我反思原因，记笔记，完全
理清问题的过程之后，反而笑呵呵地对
我说：干得多，见得多才能问题多 ，才
能成一个好工匠。 这句话我永远牢记
于心。 当初刚参加工作不久 ，我错将
一把直径D10mm的铣刀当直径D8mm
使用，一下造成了产品报废。 面对这种
问题，师傅在处理完问题之后带我走进

车间的刀具库房，严肃地对我说：“铣刀
就像你战场上的十八般武器，你要熟悉
它、了解它，才能用好它。 ”将2-20mm
规格的刀具一一递给我， 布置了一项
特殊任务———用手 “盘 ”刀 。 像盘核
桃一样， 牢记纹路与尺寸， 盘到最后，
随意上手一握刀柄不用眼睛看就能立
刻报出刀具的规格大小。 十几年过去，
如今的我已经把这项任务当成必备项
传授给我的徒弟们。 这是规矩，亦是传
承。

作为一名工龄40多年的老工匠 ，
师傅郑宝义带出了4名技师和1名高级
技师， 有3人获院级技术能手， 两人获
航天技术能手。 明年———2022年， 师
傅郑宝义就要退休了， 我知道他所期

望的是航天精神与匠人精神不能丢 ，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如今的我接过
他手中的 “班”， 将面对更多新的任务
和挑战， 除了提升自身能力外， 如何
带好团队， 提升整体高技能人才层次，
打造数控智能制造尖兵团队， 是今后
思考的工作重心。 拼尽自己所能， 进
一步发挥团队能力与水平， 在部门范
围内普及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专业知
识， 探讨质量提升关键点， 力争形成
以点带面的延伸趋势， 接轨智能制造
新技术领域。

不管是逆境航帆还是爬坡过坎 ，
只要我们不忘初心， 面对挑战我们毫
无惧色，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让
航天精神和匠人精神永不褪色。

我叫王月鹏， 现任国网北京昌平
供电公司产业单位带电班班长。 1979
年， 出生在北京的密云， 1998年， 技
校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了密云公司线
路班。 在那里， 我认识了比我大5岁的
师傅彭新立。 跟着彭新立师傅， 我一
学就是4年。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电线杆上
装直线横担。直线横担是安装在电线杆
上，支撑带电导线的金具，是我所从事
的电力作业里最基础的操作。当彭师傅
问我能不能做好时，当时年轻气盛的我
非常骄傲地说：能！实际上我一上去后，
就发现没那么简单，直线横担对安装距
离、紧固距离等的要求都挺多的，有着
严格的施工工艺，我干了40分钟都没安
上。后来，师傅上去，3分钟就安装好了。
那时候我开始明白，看起来很简单的工
作背后，都有很强的力量与技巧，还有
熟练度等要求，从此，师傅也成了我学
习的榜样。

提起专业技能， 彭师傅一直很厉
害。 他是2002年全国带电作业第一名，
2005年北京市劳动模范。 2002年 ， 我
参加了北京市电力公司组织的技能比
赛， 这次比赛我没拿到名次。 而彭师
傅参加了北京市电力公司配电线路专
业技能比赛， 在装抱担比赛时 ， 20-
30公斤的抱担， 12米的高度， 很多人
都装不上去， 而彭师傅仅用时7分钟就

安装完毕， 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下决心要更加努力钻研技术。

彭师傅很早就是带电领域的专家，
虽然从2002年起， 我就从密云公司被
调到昌平公司 ， 但是遇到技术难题 ，
我还是会向彭师傅求教， 而彭师傅也
是知无不言， 有求必应。

2005年，北京电力公司组织了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生产技能人员比武，所
有参赛人员都在跃跃欲试， 全力备战，
我也不例外，2002年的那次比赛我就铩
羽而归，这一次比赛我告诉自己，一定
不能再无功而返。 于是，我每天早上天
不亮就跑去培训中心训练场进行实操
训练，30多公斤的抱担在12米的电杆上
拆装十几次……最终，在随后的技能比
武中，我以两个单项第一（100分）和总
分第一的成绩顺利完成了比赛。

当我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 我懂
得了什么是初心不改、 什么是匠心传
承， 这个初心、 这种传承鞭策我执着
做好每一件事。

我所从事 10kV配电线路带电作
业，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在带着电的
线路和设备上工作， 以此来保证老百
姓的可持续供电。 在我开始接触带电
作业的时候 ， 其实心里也曾犹豫过 。
危险是危险， 但是再危险的工作也得
有人干呀！ 而且能够保证老百姓的日
常供电， 再辛苦我也觉得有价值。

带电作业受天气影响较大 ， 雨 、
雪、 雾等恶劣天气都不允许作业， 艳
阳高照的天气才是开展工作的最佳时
机 ， 但春秋两季还好 ， 只要一入夏 ，
对我们的考验就来了。 每一个阳光明
媚的天都意味着高温， 当大家在空调
房内避暑纳凉的时候，我们必须穿着厚
厚的绝缘服，在炎炎烈日下冒着40多摄
氏度的高温开展抢修。一干就是一两个
小时，是常有的事儿！最热的时候，绝缘
服和绝缘手套内的温度最高能够达到
50摄氏度。 一项工作下来，绝缘手套中
都能倒出汗水来。 在我的印象里，每次
干活，师傅们都是抢着上， 那种兢兢业
业的精神， 对我影响很大。

随着不断钻研技术， 我也追随着
彭师傅的步伐， 成为电力行业的技术
专家， 2013年， 我、 彭师傅、 顺义区
一位带电作业班班长， 三人合著了带
电作业的专业书， 为入行的新手提供
实操经验， 帮助他们更快、 更熟练上

手工作， 广受行业好评。
2018年， 我参加了北京市总工会

组织的首届 “北京大工匠” 评选活动。
此次评选活动与以往大有不同， 参与
者面向全社会所有劳动者， 参与面之
广、 参与度之高， 前所未有， 而且所
有人都要真刀真枪的比试！ 历经预热
赛、 挑战者选拔赛、 终极挑战赛、 大
众评审等4个环节。 我最终获评 “北京
大工匠”！ 而给我颁奖的嘉宾正是我的
师傅彭新立， 彭师傅欣慰看着我， 我
心里充满了自豪 ， 沿着师傅的足迹 ，
我一路努力， 不断超越！

2020年对我来说是极为不平凡的
一年，也必将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 这
一年， 我凭借多年来出色的工作表现，
获得了人生中的最高荣誉———全国劳
动模范，我会继续守住初心，秉承匠心，
担负使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让劳模
精神、首都电力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递
下去，守护好首都的万家灯火！

第一届北京大工匠：王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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