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积冬， 男， 汉族， 1980年4月出生， 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一五九
厂焊工。 他先后承担了多型国家重器的研制生产， 解决
了铝合金大尺寸薄壁箱体的装配焊接难题、 薄壁管路焊
接焊漏及未焊透技术难题、 高压不锈钢导管焊接质量控
制难题， 保证了产品焊接质量和变形控制。 曾承担北京
奥运场馆主火炬塔全部焊接任务； 2020年， 他利用MIG
焊代替手工电焊方式完成某关键部件的焊接。 2021年，
荣获第七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焊工决赛第一名， 2022
年，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个人简介

□本报记者 马超/文 彭程/摄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一五九厂焊工韩积冬：

融入骨髓的创新意识

傍晚， 整洁的电焊间里焊花
飞溅， 光束如同闪电刺破长空，
焊花如同银河系的星光散落。

透过光线， 韩积冬和徒弟两
个人， 一手拿焊枪， 一手拿防护
罩， 将钳工拼好的连接件用韩积
冬改造后的焊枪进行焊接，“吱吱
……”4个点， 转过来再焊4个点，
不到10秒钟完成一个， 这比改造
前用焊条定位快了近5倍。 “这
个连接件可为大国重器插上 ‘翅
膀 ’， 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 、
最好的质量， 把它焊好。”

事实上， 创新改造意识已经
融入了韩积冬的骨髓。 韩积冬所
在的一五九厂八分厂主要承担油
箱及零部件的焊接任务。 面对一
些产品的铸造舱体补焊、 拐弯段
氩弧焊、 燃油系统导管焊接等难
点技术， 他总能及时解决； 面对
一些急、 难、 险、 重任务， 厂里
都会交给他来操作， 他也能创新
完成， 而且能做到一次成型、 一
次合格。

2020年， 一五九厂八分厂接
到一项紧急任务———焊接不锈钢
材料产品 。 此项任务批量大 、
周期紧， 焊接要求高、 操作难度
大 ，厂里一贯采用的手工氩弧焊
很难保证按期完成。 韩积冬凭借
在MIG焊 （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
焊 ） 方面丰富的经验 ， 建议用
MIG焊 ， 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
时， 还能实现高质量焊接。

坚决试！ 分厂借了一台MIG
焊设备， 韩积冬经过多次优化焊
接参数， 实现焊缝内部和外观质
量均满足了设计要求 。 事实证
明， 采用这种方式工作效率提高
了至少5倍。 厂里果断决定买两
台MIG焊的机器， 解决了项目难
题， 不仅实现了产品按时保质批
量交付， 职工们也不用再24小时
连轴转工作了。

从此之后， 在一五九厂乃至
第三研究院， MIG焊得到成功推
广与应用。

百折不挠的努力奋斗

1980年， 韩积冬出生在山东
滕州一个普通农家。 韩积冬的小
姨父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焊接能
手。 小时候一放假， 韩积冬就往
小姨家跑， 帮着干点零活儿， 顺
便学点手艺 。 众多的修理工具
中， 最吸引他的就是小姨父手里
的那把焊枪。

18岁高中毕业后， 韩积冬选
择留在了小姨父的修理铺帮忙。
小姨父看他是块儿料， 就手把手
教他焊接， 还给了他三本书， 让
他学习。 小姨父虽然是个农民，
但却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 为了
培养韩积冬 ， 小姨父放手让他
干， 后来就连最难焊的农机轴承
都交给他来焊。

就这样， 韩积冬在小姨父的
修理铺干了两年。 这两年的 “焊
接私塾” 为他的焊接生涯打下了
坚实基础 。 正当他将 “焊接私
塾” 里的技术都学会的时候， 村
里几个年轻人商量着要到大城市
里闯一闯。 外面的世界、 更大的
舞台都让他为之心动。

于是， 韩积冬便到北京投奔
前一年来打工的同乡， 在一家私
营企业干了起来。 那时企业总共
就几十号人， 工资每月也就几百
块， 根本攒不下钱。 “最惨的时
候， 生病了没钱去医院， 也不敢
跟家里人说。 咳嗽厉害时， 花几
块钱买瓶甘草片， 硬扛。” 韩积
冬说， 这样的苦日子他能扛， 在
农村长大啥苦没吃过， 他不怕吃
苦！ 但是， 他渴望更大的舞台。

后来， 他入职首钢， 由于业
务突出， 被选送至首钢技师学院
学习， 师从国家级焊接大师王文
华， 成为王文华大师工作室的一
员， 他也成为师父眼中一个很有
悟性的徒弟。

2008年， 韩积冬与同事承担
了奥运场馆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
全部焊接任务。 由于工程全部采
用钢管结构焊接， 其中又有多种
材质之间的焊接， 根据当时的生
产情况， 如果利用现有的条件和
工艺很难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工
期。 韩积冬带领焊接小组的六名
焊工， 经过反复试验， 利用CO2

气体保护焊生产效率高、 焊接变
形小和焊缝成形好等优点， 顺利
代替手工电弧焊的工艺， 完成了
所有碳钢的焊接。

在主火炬塔顶端的不锈钢钢
管焊接中， 因高空作业很难达到
氩弧焊的操作环境且氩弧焊生产
效率低， 无法满足生产工期。 韩

积冬琢磨了用焊条电弧焊代替氩
弧焊的方法， 奋战四昼夜出色完
成3000多道焊口的焊接， 不但保
证了焊缝的内外部质量， 而且大
大缩短了焊接工期， 节约焊接费
用24万元。 这项任务受到国内同
行专家们的高度赞扬。

精益求精的拼搏精神

2011年， 韩积冬单位外迁 ，
他选择留在了北京， 进入了德国
一家家族企业。 德国企业追求质
量制胜、 精益求精。 这段工作经
历， 让他更加认识到把握质量的
重要性， 提升了他把控细节的能
力。 他决心用自己的技能特长，
为国家做一点事。 2017年， 作为
技术人才， 韩积冬被正式引进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一五九厂
工作。

2021年， 韩积冬代表航天人
参加了第七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焊工决赛。 收到比赛消息后， 正
好赶上组里接到军令状任务， 需

要在国庆节前完成。 韩积冬主动
要求边训练边赶活儿。

北京市代表队的三名选手由
北京市总工会统一安排在首钢技
师学院集中训练， 基本是早晨8
点前开始到下午3、 4点结束。 上
午9点半到下午3点这5个半小时
是实操， 其间不吃饭， 完全按照
比赛流程训练。 训练一结束， 韩
积冬衣服都来不及换， 开着车又
直奔厂里， 干到晚上11、 12点再
回家， 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起来
背理论知识 。 给选手安排的宿
舍， 他就没怎么用过。

“就像机器人一样， 我都被
他这种拼命的劲儿感动了。 我能
理解他，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拿全
国冠军时， 为了不影响家里人休
息， 到路灯底下背题。 他就是我
的一个翻版。” 师父王文华看着
这么拼的韩积冬， 想起了自己夺
冠前的备战情景， 更加心疼了。

王文华劝他 ， 别回去加班
了， 专心训练吧， 你代表的不止
是自己也不止是航天三院， 而是

北京市的技术人才呀。 可是韩积
冬却说， 单位里的活儿事关国家
大事， 不能耽误。 最终在国庆节
前， 他和焊工组同事一起赶完了
那项任务。

在第七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焊工决赛中， 韩积冬实操第一，
理论第二， 综合成绩第一。

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韩积冬不仅在技术上突出，
还慷慨地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
轻人 ， 他愿意带着大家 “走出
去”。 近年来， 他为厂里培养了
大批高技能焊接人才， 有两名徒
弟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焊工、 全国
青工岗位能手称号。

他的徒弟一五九厂的焊工张
浩， 在去年 “匠心杯” 比赛中获
第六名， 二院的吴昊在去年航天
科工集团技能大赛获第二名。

“刚来的时候， 我焊的活不
好， 师父耐心地焊一遍， 然后把
细节一一告诉我。” 韩积冬的徒
弟、 电焊工杨庆新说。

“韩积冬追求工匠精神， 他
在急难险重任务上给自己加压，
追求极致。 一般人任务干完就完
了。 他是先研究再动手， 任务结
束再研究。” 车间主任梁滨这样
评价韩积冬。

韩积冬的工匠精神也影响了
他的儿子。 去年， 他的大儿子中
考成绩还算理想， 但没有继续读
高中 ， 而是选择读技校 、 学焊
接， 他也想做一个像爸爸一样优
秀的技能工人。

儿子刚开始上实操课非常积
极， 韩积冬也有些期待， 晚上，
却收到儿子发来的照片， 手背被
烫出了黄豆粒大的泡。 韩积冬看
到后也心疼， 但是嘴上什么也没
说。

多年的焊接在韩积冬的身上
也留下了数不清的烫伤印记， 他
的阻燃工作服上经常布满了5
毫米左右的窟窿 。 但他却说 ：
“能够成为航天铸剑人， 承担国
家重器的研制工作 ， 我非常兴
奋， 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24年磨砺不懈,终成航天“铸剑人”
有我

———北京劳动者之歌

强 国
复 兴

韩积冬 （右一） 在组织班组讨论学习

2008年， 他焊接过北京奥运场馆主火炬塔； 2020年， 他利用MIG焊代替手工电焊方式解决项目难题并得到推广应用。 他焊接过无数产
品的油箱和零部件， 为大国重器插上 “翅膀”、 装上 “胃囊” ……

耀眼的职业生涯背后源自24年如一日的深耕技艺， 他参加过国内国外各类比赛百余次， 落过选、 夺过冠， 练就了国内数一数二的焊接
本领。 现在， 他已是国家高级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 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 北京市优秀教练员、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

从 “北漂” 青年到 “大国焊匠”，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一五九厂焊工韩积冬磨砺不懈终成航天 “铸剑人”， 他把自己的经验技术无私
传授给年轻人， 并带着他们一起把中国航天焊接技术水平朝着世界一流推进。

2022年， 韩积冬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他说， “能够承担国家重器的研制工作， 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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