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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日大兴

———第二届“大兴工匠”风采展示（一）
强国复兴有我 匠心筑梦未来

“现如今， 环卫事业大发展， 设备更
新速度越来越快， 机械化作业程度越来越
高， 只有不断学习掌握新技术， 才能适应
形势发展 ， 做好新形势下的环卫工作 。”
王彦东是大兴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清运队
副队长， 他能够熟练掌握多种车辆的驾驶
技能并取得了修理高级工证书 。 在他看
来 ， 干一行爱一行 ， 爱一行就要干好一
行， 通过改变、 学习、 实践， 普通岗位也
能成就从 “工” 到 “匠” 的升华。

在工作岗位上， 王彦东的主要工作内
容是车辆维修， 但他刚到清运队工作时，
司机很少， 于是他就学开车， 如今每种环
卫作业车辆王彦东都会操作。 “你能开还
不行， 还得能开出去干活， 像洗地车带净
水来、 带污水走、 车速8-10迈 ； 扫地车
的扫刷距马路牙最多不超过10公分……每
种作业车辆都有不同的行业标准 。 工作
上， 我必须以身作则， 高标准要求自己。
因为你要求别人做到的， 必须要自己率先
做到。” 王彦东说。

王彦东有个习惯， 喜欢做工作笔记，
他 的 小 本 上 记 满 了 车 辆 故 障 的 原 因 ，
以及排除方法。 休息时， 王彦东总喜欢
翻看自己的笔记本。 每次维修设备换下
的配件 、 板材 ， 他都会保存好， 设备、
车辆经常出现故障的部位、 零件， 也都记

录在册。 “熟能生巧， 巧再至精， 现在车
辆在我面前一过 ， 通过声响和气味我
大致就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王彦东自信
地说。

环卫中心清运队现有各类用途、 各种
型号车辆多达两百多辆， 车型多、 结构复
杂 、 维修量大 ， 大部分车辆使用年限较
长， 由于环卫的工作性质， 车辆的维修工
作任务较重。 王彦东每天都比别人早到队
里， 做好工作前的准备， 出车早的同事们
发现车辆有问题， 他都会及时调试， 从不
计较分内分外 ， 也不计较自己多干了什
么。 他认为： “说一千句空话不如干一件
实事。 我是一个平凡的环卫职工， 我将
一直坚守在这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说起印象中的 “蓝朋友”， 大家立刻
想到的是一位位灭火救人的冲锋者。 但在
现实中， 除了冲锋者， 还有一群默默奉献
的后勤人。 作为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特种
车辆装备技师的周玉刚就是后勤队伍的一
员， 一名和消防器材打了20多年交道的消
防装备技师。

92辆车、 十余种消防车型、 百种消防
装备……周玉刚需要牢牢掌握它们的日常
维修检测和维护保养技能以及可能出现的
故障的原因， 并及时给出排除方法。 一辆
辆整装待发的消防战车、 一件件锃亮如新
的抢险救援装备、 一个个部件、 一颗颗螺
丝， 周玉刚都视若珍宝， 悉心维护， 把所
有心思都放在了作好消防后勤保障上。

努力工作的同时， 周玉刚还积极发扬
消防救援人员 “传 、 帮 、 带 ” 的优良传
统。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 希望尽
我最大努力， 带好每一位指战员， 让他们
熟练掌握车辆、 器材装备、 排除故障的能
力。” 他是这样说， 也是这样做的。

入职20年来， 周玉刚先后经历过大大

小小灭火救援战斗5000多次， 抢救疏散出
830多名群众……这些经历，每天都在提醒
他工作责任的重大 。 他深刻的认识到 ，
消防装备技师是消防队伍里装备技术
支撑的主要力量，为前线救援的队员们撑
起了生命的保护伞； 是队员们最值得信赖
的人，是烈火英雄的坚实后盾。 “从事这份
工作我很骄傲 ，我是消防员中的普通一
员， 今后我将继续在我的岗位上为战友们
提供最好的安全保障。 ”周玉刚坚定地说。

王玉洁是北京五和博澳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药品研发项目主管。 她有一个非常明
确的人生目标———研发老百姓用得起的好
药 。 这个人生目标是她在研究明星抗癌
药———紫杉醇脂肪乳注射液的过程中， 逐
渐清晰并始终坚守的。

王玉洁研究生毕业即入职北京五和博
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期间主要从事
现代天然药物和高端创新制剂的开发及转
化工作。 作为项目主管， 她先后参与了原
创天然药物———桑枝总生物碱和改良创新
制剂———紫杉醇脂肪乳注射液的开发， 带
领项目团队开展了技术攻关、 生产工艺放
大及验证、 注册申报相关工作， 完成了上
市申报和临床试验申请任务。 期间， 她还
参与了多项省部级基金课题。

药品研究开发过程中总会遇到不少难
题。 在紫杉醇项目的中试转化过程中， 由
于疫情原因， 中试线未能如期安装， 导致
中试工艺研发时间紧、 任务重。 而脂肪乳
本身工艺复杂， 放大难度极高。 王玉洁坦
言， 作为一个一直在实验室工作的药品开
发人员， 工程设备是她的短板。

缩短药品研发的时间， 就是延长患者
的生命时间， 必须迎难而上。 王玉洁全身
心泡在实验室里， 观察分析、 研究实施路
径， 恶补工程知识， 从每一个阀门， 每一
条管路开始学习……付出总能有收获， 一

周内， 她就熟悉了整个中试线的工作原理
和运行方式。 从配液线安装到最后临床样
品的试制成功， 一年多的时间里， 她和团
队一直坚守在车间一线， 通过上百次的制
备实验， 对工艺参数不断的调整， 解决了
工艺上一个又一个难题， 最终生产出了合
格的样品。

“药品研发始终是漫长且充满挑战
的， 我现在已经从事这行5年了， 未来的
10年、 20年甚至更久， 只要我站在这个岗
位上， 我就会走进实验室， 走进车间， 一
次次地做实验， 一遍遍地进行数据分析。”
王玉洁说， 药品研发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还有更多、 更好的药物等着她去发现， 因
为研发疗效好、 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药， 一
直是她追求的目标。

杨顺是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 一直从事项目施工技术、 质量管
理工作。 在杨顺眼里， 建筑是有温度的，
是一座城市的精神， 关系着万千灯火的温
暖。 所以 ， 建筑因人而生 ， 建筑以人为
本。

自2005年参加工作， 杨顺一直从事项
目施工技术、 质量管理工作， 连续5年扎
根一线施工现场， 学习规范标准、 工艺技
术， 积极研究探索施工新技术、 新工艺、
新方法 ， 2018年至今任天恒集团总工程

粘胶、 刮胶、 修改、 调整……张海兴
是北京天科合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电子
材料工程技术人员， 作为一名半导体行业
的粘接工人， 16年如一日 ， 干着重复的
工作 。 但他很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件想用
一辈子来做的工作， 并且能在半导体行业
扎根多年， 亲眼见证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用自己的所学所能， 为公司和国家解决芯
片 “卡脖子” 的问题尽一点绵薄之力。

2007年， 张海兴来到北京天科合达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当时国内第三代半导
体还处于起步阶段， 再加上国外的垄断和
技术封锁， 无从借鉴和学习， 只能自主创
新研发。 当年， 公司以生产2英寸半导体
为主， 4英寸的还处于研发阶段， 如何才
能顺利从2英寸粘接过渡到4英寸粘接， 是
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光要粘接成功， 还要
有好的稳定性和重复性。

“你粘得好不一定成功， 但你要是粘
不好， 那后面肯定是失败的。 没有别的办
法，只能一遍遍练，练到有肌肉记忆。”张海
兴说， 当时他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都列举

出来，逐个解决。 例如，尺寸大烧结不易排
气，粘接胶量和刮胶手法要改进，要控制好
温湿度，严格筛查石墨纸瑕疵，更改烧结加
力板重量和工装尺寸以及烧结温度等等。

如今， 天科合达在半导体行业位列全
球同行前列， 对此张海兴感到欣慰。 他谦
虚地说， “做一件事要想做到极致， 就要
有韧劲不断钻研下去。 我没有别的本事，
好像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我会坚持攻关，
助力企业发展。”

近日， 第二届 “大兴工匠” 正式出炉， 大兴区总工会特邀10名工匠畅谈匠心， 带领全区
职工感受榜样的力量。 新征程已启航， 大兴区总工会将继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重视发挥技
能人才队伍作用， 让创新才智充分涌流， 凝聚起强大的创新动能， 为 “新大兴 新国门” 建

设聚力赋能。

■消防装备技师周玉刚：烈火英雄的坚实后盾

■药品研发人王玉洁：研发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

■建造工程师杨顺：用科技创新助力建筑业转型升级

师。 作为技术带头人， 带领团队技术人员
积极开展攻关创新课题40多项， 多项成果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在同事眼中， 杨顺是一个富有开创精
神的人。 他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是 “我们
能不能不这么做， 能不能换一种新做法”。
在建筑行业 ， 一些农民工的安全意识较
低 ， 一般的安全培训和讲座收效不大 。
2017年， 杨顺开展了建筑施工安全体验教
育技术及装备课题研究。 “一件事情不能
只看只听， 要亲身感受， 所以想要提高农
民工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 ， 就一
定得让他们自己亲身体验。” 杨顺通过研

究与攻关， 在安全体验教育模式、 施工安
全体验项目装备 、 模 块 化 技 术 等 方 面
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技术， 完成了40余个
体验项目开发设计， 并将成果转化形成4
个安全体验培训中心。

如今， 天恒集团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新航城、 雄安新区建设了三个高标准安全
体验培训中心， 累计培训达到10万人次，
使施工行业安全教育效果得到了明显提
升， 安全事故得到最大限度控制。

杨顺常说， “我会积极贡献我的知
识和力量 ， 用科技创新助力建筑业转
型升级 。”

■半导体粘接工张海兴：16年如一日攻坚半导体技术

■环卫清运工王彦东：以实干当好新时代环卫工作者

□本报记者 孙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