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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

大国工匠大国工匠
◎本报记者 李丽云 朱 虹

汽轮机，就像一台巨大的风车，将热能转化为动

能，带动发电机发电，为许多大国重器提供动力。

董礼涛 17 岁进厂，跟着师傅们学习手工铣削

零件，将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内。我国多个大型煤

电、核电设备的汽轮机里，都有这位哈电集团哈尔

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特级技师打磨的叶轮等

零件。

30余年间，董礼涛从一名铣工学徒成长为特级技

师，取得 20余项国家专利，完成技术创新 300余项，累

计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8000余万元。

前 不 久 ，董 礼 涛 入 选 2023 年“ 大 国 工 匠 年 度

人物”。

“既然选择了这行，就
必须干好”

1989年，董礼涛进入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

限责任公司二车间，成为一名铣工学徒，每天在机床

上用铣刀加工零件。

“刚上班那会儿，我经常手忙脚乱。铁屑有时会

溅到皮肤上，一烫一个泡。工件的飞边、毛刺多次扎

破手指，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我以为是自己的工种

不好，可身边的老师傅谁也没像我这般狼狈，还是技

不如人。”董礼涛回忆。

董礼涛看着师傅们用粗糙的双手，打磨出闪着亮

光的精美零件，羡慕之情油然而生。董礼涛暗下决

心：“既然选择了这行，就必须干好。”

董礼涛开始更努力地练本领。别的铣工将孔洞

尺寸误差控制在 0.05毫米范围内，董礼涛要求自己将

误差控制在 0.02毫米内。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董礼涛的加工技艺越来越

娴熟，成功将手工铣削零件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内，

达到行业顶尖水平。

“肯钻研有韧劲儿，眼里有活儿，非常勤快。”工友

这样评价董礼涛。完成日常工作后，董礼涛会主动接

触一些对年轻职工来说难度极大的产品加工件，还时

不时提出一些大胆、非常规的加工想法。

时间见证一切。爱琢磨的董礼涛提出了一些独

特的铣工加工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因

此成为车间“新秀”。

27岁，董礼涛成为公司最年轻的高级技师。

“我们用事实说话，
要相信自己”

“我们干的活，绝对不能出错。”董礼涛说，他们加

工所用材料通常价值百万元，加工的零件用于组装许

多大型汽轮机。

在董礼涛操作的机床旁，有一个“百宝箱”。这是

他利用边角料打造的一套工具，它在加工形状不规则

的零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传统汽轮机相比，燃气轮机零件的形状和结

构更复杂。“我们首先要把零件固定在机床上，才

能进行铣削。但很多不规则的零件很难被固定在

机 床 上 ，这 增 加 了 后 续 加 工 的 难 度 。”董 礼 涛 说 ，

“我希望设计一套工具，用于加工不同形状、结构

的零件。”

经过一次次分析和试验，董礼涛用废弃的铁料打

造出一套工具。“工作人员利用这套工具可以完成

90％以上的零件铣削任务。”董礼涛说。

有时，董礼涛会突然接到非常紧急的任务，根本

来不及做准备工作。在他的“百宝箱”里，藏着一根用

两根手指就能压弯的“绣花针”。“这根 7毛钱的‘针’曾

帮我干了一个急活。”董礼涛回忆。

两年前，公司研发重型燃气轮机时，需要在机匣

上钻几十个直径 1 毫米、深度 40 毫米的孔。“1 毫米的

孔好钻，但 40毫米的深度要求难以达到。我们的钻头

最长只有 35 毫米。”董礼涛说，机组验收迫在眉睫，延

期将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

董礼涛在“百宝箱”里翻找，一盒“绣花针”映入眼

帘。“这像针一样的钻头，长为 65毫米，直径足够细，应

该能成。”他说。

这一想法却遭到质疑：用针一样的钻头钻孔会

不会断、钻出来的孔能不能满足要求……“我们用事

实说话，要相信自己。”董礼涛说，当时他带领团队成

员迅速进行切削参数实验，以验证“绣花针”的可靠

性。后来，他们用“绣花针”完成了加工任务，大家叹

服了。

董礼涛“出名”后，有猎头开出高薪“挖”他。董礼

涛不为所动，始终坚守在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

限责任公司，潜心为国之重器铣削零件。

“在这里，我感觉自己的工作是与国家命运息息

相关的。”董礼涛说，每当重点项目高质量投运时，他

与同事感到无比自豪。

2014年，董礼涛参与国产首台燃压机组建设。此

后 3年，董礼涛熬白了头发，换来任务的圆满完成以及

5项发明专利的诞生。

“一个团队的提高，
才是大提高”

在以董礼涛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一摞 1

米多高的笔记。它们是董礼涛积累了 10 多年的工作

笔记。“我希望把这些经验传下来，分享给更多的人。

以后徒弟和同事们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参考借鉴。”董

礼涛说。

这些笔记有5000多页，内容涉及刀具、夹具的选择

及铣削流程等，已经成为公司新员工重要的学习材料。

董礼涛常说：“一个人的创新是小项目，一个团队

的创新才是大项目。一个人的提高是小提高，一个团

队的提高才是大提高。”

2006 年，董礼涛组建了“铣工工作研讨小组”，专

门研究铣工加工技术，解决生产难题。2013 年，小组

发展为“董礼涛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工作

室带头人，董礼涛每年为工作室制定人才培养计划。

如今，董礼涛的很多徒弟成为公司技术骨干，其中 26

人晋升技师、高级技师。

近年来，董礼涛带领工作室成员攻克了许多生

产难题，完成了多项创新任务，取得国家专利 10 余

项，推广科技成果 245 项，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6000

余万元。

如今，年近六旬的董礼涛依旧觉得自己很年轻，

他想把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用在零件加工上。

“最近，我和工作室的‘小伙伴’探索利用 3D 打印增材

制造技术，打印结构复杂的零件，为公司节约生产成

本。”董礼涛说。

董礼涛：一把铣刀刻匠心

8 月 5 日，在武汉科技大学材料学

部门口，一位骑电动车的中年男子来到

记者面前——他就是武汉科技大学材

料与冶金学院教授、高温电磁材料与结

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享成。李

享成把车停好，边摘头盔边对记者说：

“骑电动车，不堵车，节省时间还环保。”

在李享成的办公室里，有 3 张大桌

子，它们被拼成 T 字形，桌上装有 3 个

电脑屏幕。“同事、学生来了，随时可以

讨论。”李享成说，很多科研灵感都是从

这张桌子上“长”出来的。

20年来，李享成带领团队先后承担

国家重要项目近 20 项。相关研究成果

已应用在多个国家重要装备上，他和团

队给这些装备穿上国产“电磁防护衣”。

前不久，李享成获得 2024 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从一穷二白起步”

高端陶瓷是国家重要的工业材料，

相关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

读博时，李享成的研究方向是电

磁波。毕业后，李享成来到武汉科技

大学。

“当时，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

了认真思考。耐火材料是学校特色研

究领域。我决定借助学校优势，再结合

自己的专长，主攻高温电磁材料方向。”

他说。

在武汉科技大学，李享成是这个方

向的“第一人”。

“我们团队几乎从一穷二白起步。”

2014年加入李享成团队的陈平安说，10

来个师生只有一间房，一边放桌椅办

公，一边放炉子做实验。每当炉子开起

来，房间里如同蒸笼。

研究高温电磁材料，需要专业电磁

实验设备。起初，李享成打算从国外进

口，但听说设备要价 400 万元，而且要

经过复杂审批流程，两年左右才能到

位。他一想，买不起，也等不起。

“我们自己做。”李享成边查资料，

边列出零部件清单，然后逐一购置。有

些配件没有，他画好图纸，再找厂家定

制。之后，大大小小近千个零件运到

后，摆满了实验室。

“系统集成是最大的挑战。”李享成

的学生罗港涛回忆，那时是冬天，实验

室没装空调，窗户密封性不好。李享成

带领团队成员调试设备，一干就是几个

小时。午餐时，他们的手都冻僵了，连

筷子都拿不稳。

“我们用一年时间研制出实验设

备，费用仅为进口设备的一半。”李享成

说，“这个设备可是个‘大功臣’，支撑了

许多国家项目的研究。”

此后，李享成又带领团队成员研

制出多个自主设备，解决了产品中试

问题。

“做科研一是一二是二”

有了实验设备，李享成带着团队开

始研制高温电磁材料。

做出陶瓷涂层是关键的一步。李

享成带领团队先用电脑计算出相转变

温 度 等 参 数 ，然 后 把 陶 瓷 粉 放 入 设

备。可是，设备喷涂出的涂层表面非

常不均匀。

当时，李享成带领团队成员每天做

10多个样品，却没有一个合格样品。几

个月过去了，望着厚厚的、卷了边的实

验记录本，学生们有些气馁。李享成鼓

励大家：“再调整一下试试，说不定下次

就成功了。”

半年后，他们终于成功做出第一个

符合标准的涂层。

有时，团队成员会被某个难题“卡”

住，李享成安慰他们：“放一放，有新想

法和新思路了再接着做。有些问题放

一段时间后，灵感就来了。”

面对困难，李享成总是很乐观。“科

研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只要努力和坚

持，就一定有收获。”他说。

李享成天生一张娃娃脸，平时说

话轻言细语。团队成员却说：“李教授

要求可严格了。”一次，团队成员朱颖

丽带着学生做了半年实验，数据“四舍

五入”达到了项目要求，便跟李享成说

“完成了”。

“做科研，一是一二是二。得到的

数据可以比要求高，但绝不能低一点

点。”李享成说，他看完数据，批评了朱

颖丽。之后，朱颖丽等人又花费半年

时间，做出达到项目要求的数据。

“未来，我将带领团队成员继续在

高温电磁材料领域耕耘，为我国装备研

制出性能更优的‘电磁防护衣’。”李享

成说。

李享成：给装备穿上国产“电磁防护衣”
奋进者奋进者

李享成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董礼涛（左）在指导汽轮机组核心部件加工。 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陈凯 肖娇）湖北省总工会联合湖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高技能等级评定的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20家中央在鄂企业、湖北省属国有企业、

重点民营企业，将加快推进产业工人高技能等级评定工作，2024年将评定首席技

师 10余人、特级技师 50余人。

《方案》提出，此次选定的 20家中央在鄂企业、湖北省属国有企业、重点民营

企业要结合实际，制定《企业职工高技能等级评定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特级技

师、首席技师的评审条件、评审方式等，建立完善高技能等级人才评定工作长效

机制。

湖北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印发《方案》旨在通过示范引领，加快打造一

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为推动湖北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

湖北推进

产业工人高技能等级评定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记者 8 月 9 日从重庆市知识产权局获悉，“渝才荟”

人才工作数字化平台近日上线知识产权服务。只需用手机登录“渝快办”App，

进入“渝才荟”下的“知识产权服务”专栏，在渝人才即可享受便捷高效的知识产

权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渝才荟”是以重庆市人才大数据库为基础打造的人才一体化服务

平台，为广大在渝人才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根据《打造“渝才荟”应用完善人才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机制工作方案》，重

庆市知识产权局将专利申请、商标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查询、商标代理机构查询、

专利优先审查快审、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快审等知识产权服务集成至“渝才荟”平

台，为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次上线知识产权服务，是一次重大探索创新，将高效解决人才创新创业

中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助力优化人才发展生态。”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公共

服务处有关负责人说。

重庆“渝才荟”

上线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祝华）由海南省委、省政府主办的 2024 年暑期人才招

聘会近日在海口会展工场举行。此次招聘会是海南省“聚四方之才 共建自贸

港”招才引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 679 家用人单位报名参会，提供岗位近

两万个。

此次招聘会聚焦“4+3+3”海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人才需求，择优

遴选 250余家用人单位，涵盖全省 18个市县的企业。招聘会现场设立 8个专区，

包括招才引智招聘区、直播宣传推介区、政策咨询解读区、职业指导区等。每个

专区都为求职者提供特色服务。比如，职业指导区连续举办“人才政策”“简历指

导”和“生涯规划”3场大学生就业指导讲座，同时邀请 31位职业指导老师现场一

对一为求职者答疑解惑。

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局长官业军介绍，海南省以“百万人才进海南”引

才战略为主要抓手，统筹实施“四方之才”汇聚计划和“南海”人才开发计划，

打造“聚四方之才”招才引智工作品牌。6 年来，海南省引进各类人才超 75

万人。

海南举行

2024年暑期人才招聘会

图为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比赛现场。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海南省2024年暑期人才招聘会在海口举行。图为招聘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郭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