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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动装分厂特级技

师董礼涛近期十分忙碌——研究加工方案、

创新加工技术、总结加工经验、传授加工技

能……他带领徒弟们用一个个高质量的零

件，全力迎接企业前所未有的生产高峰。

董礼涛扎根生产一线近 40年，从一名普

通的铣工学徒，逐步成长为数控加工技术领

域的专家。他曾荣获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等

诸多荣誉。从董礼涛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走出的人才，很多已成为公司技术骨干。

日前，科技日报记者专访董礼涛，了解

他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是如

何在生产一线不断创新，传承匠人匠心、培

育能工巧匠。

传 承 匠 人 匠 心
担负创新使命

记者：您是怎样进入目前所在的工作领

域？您所接受的职业教育对自身成长有哪

些帮助？

董礼涛：1986 年，14 岁的我进入哈尔滨

汽轮机厂技工学校的铣工班学习。技校课

程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我在课堂学习

理论，在车间开展实践，并承担具体生产制

造任务。学习结束还要经过严格的实操考

试，合格后才能毕业。

初入车间，我看到一个个粗糙的“铁疙

瘩”在工人师傅的手中被加工成一件件精美

的零件，组装成大国重器，心里十分向往。

记得实习期间，我们的老师都是具有丰富生

产经验的老师傅。他们有着高超的技能水

平和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在哈尔滨汽轮机厂技工学校的三年学

习与实践，不仅为我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还在我心中深深埋下了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的种子。

记者：目前，您带头的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主要专注哪些领域的技能创新？如

何培养职业技能人才？

董礼涛：持续创新并让创新成果转化应

用，是我们工作室的重要使命。工作室主要

围绕企业研制的煤电、核电、燃机等能源装

备和国防装备关键零部件制造，开展技术攻

关创新。

工作室成立至今，攻克了许多生产难

题，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共获得国家专利

10 余项、命名操作法 3 项，为公司创造了数

千万元的经济效益，培养了大量骨干人才。

我认为，个人的提高是小提高，团队的

提高才是大提高。我们工作室特别注重发

挥传帮带作用。作为工作室的带头人，我每

年为工作室制定翔实的人才培养规划，为每

一位工作室成员量身制定“名师带徒”活动

计划书，并予以监督考核。为了让徒弟们愿

意学、学得会，我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

验、方法汇编成册，供徒弟们学习研究。

现在，我的徒弟们在各类大赛中脱颖而

出，成为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的骨干力量，其

中晋升技师、高级技师的就有 26名。工作室

成员们互相学习、共同成长，一些人被评为十

大创新能手、黑龙江省技术能手。工作室形

成的相关成果连续多年获得黑龙江省五小创

新一等奖、黑龙江省职工十大先进操作法。

攻 克 技 术 难 关
打造人才高地

记者：您的工作室如何推动技术攻关或

工艺升级？有哪些案例和故事？

董礼涛：大国工匠不仅要能干会干，还

要干得更好。为了提高创新成效，我们将工

作室 50 多名成员，按工种分成数控车工组、

数控铣工组、数控镗工组、加工中心组、总装

钳工组等创新团队，实现了公司生产全过程

都有工作室人员的参加。同时，我们积极推

动技师与工艺师“双师”结对攻关，凝聚起创

新合力，不断攻克难题、提升生产加工效率。

我认为，攻克生产技术难题、提高生产

效率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有

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精神，针对生产难题、

生产质效，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燃气轮机的制造过程中，我们会面临

很多难题。因为燃气轮机有很多不规则的

零件，我们要为每个零件制作特制的工装。

这样不仅生产成本高，而且影响生产进度。

因此，我希望制作一套组合工装，以此满足

多种零件的加工需求。那时候，我每天扎在

车间里十几个小时，一张图纸一张图纸地琢

磨，就连睡觉都能梦见自己在研究图纸、摆

弄零件。最终，我利用几十件废弃余料，设

计出大小、形状不同的工装部件，将它们组

成“变形金刚”，巧妙解决了特殊形状零件的

安装、定位、夹紧难题。

记者：在您看来，应从哪些方面努力，逐

步扭转和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董礼涛：职业教育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的重要一环。要让大家广泛重视、支持、参

与职业教育，需要全面营造“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一，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广泛培养选树劳动模范和先

进典型人物，讲好劳模工匠艰苦奋斗的故

事，引导广大产业工人立足岗位、苦练内

功、提高本领，坚定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之路。

第二，要完善产业工人发展通道，统筹

落实好职级发展、职称评审、薪酬激励等工

作举措，为产业工人成才提供机制保障。我

们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面向产业工人建立

了技能职级发展通道，实施了物量考核，开

展了自主化职称评审。一系列举措让产业

工人实现了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增强

了产业工人的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

第三，要搭建建功立业平台，围绕重大

工程、重大项目、重大任务，广泛深入持久开

展劳动竞赛、技能竞赛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

创新创造活动，真正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

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

的良好局面，让更多的产业工人快速成长为

劳动模范、大国工匠。

希望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劳动没有高

低贵贱之分,每一个职业都很光荣，每一名

劳动者都值得被尊重。

记者：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应如何发

挥引领作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更多能

工巧匠？

董礼涛：创新工作室是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的良好平台，需要坚持“出成果与出人

才”并重。

首先，要坚持产教融合，打造“一专多

能”型高技能人才。打造大国重器，需要解

决各种专业技术难题，需要产业工人技术

高、涉足面广。因此，我认为工作室应加强

与职业院校和行业工作室的联建共建，不断

提升产业工人的专业深度和广度，促进高技

能人才的复合性成长。

其次，要注重传承，打造更多“绝活绝

技”。守正才能创新，工作室应健全技能传

承机制，把好的技能经验固化下来，把好的

作风精神传承下来，帮助年轻的产业工人传

承绝学绝技、学习新技艺，为企业、社会、国

家培养更多青年工匠。

最后，要从企业需求出发，攻克更多技

术难题。工作室最终还是要服务企业发展、

推进行业进步。因此，工作室应组建“突击

队”，哪里有急、难、险、重任务，哪里就要有

工作室的身影。应切实发挥工作室的技术

实力，服务生产，培养技能人才，为企业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团队的提高才是大提高”
——专访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董礼涛

根腐病被称为大蒜的毁灭性病害之

一 ，严 重 时 会 导 致 植 株 死 亡 。 针 对 大 蒜

根 腐 病 ，烟 台 职 业 学 院（以 下 简 称“ 烟

职 ”）海 洋 微 生 物 研 究 团 队（以 下 简 称

“ 烟 职 微 生 物 团 队 ”）与 烟 台 水 禾 土 生 物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攻关，近期开发出了大

蒜根腐病微生物改良菌剂，为治疗大蒜根

腐病提供了良方。这一成果，是烟职办学

宗旨——“发挥人才优势 服务地方发展”

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在这一办学宗旨的引领下，烟

职微生物团队依托当地海洋资源，以海洋微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为特色，聚焦农业种植、

农产品包装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在海洋微藻

生物基涂膜、抗植物病毒微生物菌剂方面取

得了多项技术突破。

将产业发展难题作为
科研课题

烟台市位于山东半岛东部，因其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果蔬产业成为当

地的优势产业。烟职微生物团队成员盖芸芸

告诉记者，当前，果蔬产业面临传统包装材料

难回收、难降解以及保鲜活性有限等问题。

发现这一困境后，烟职微生物团队就近取

材，采用海洋多糖为生物基材料研制新型保鲜

涂膜，开发了果蔬保鲜涂膜及 6种包装材料。

这些产品可以减少水分流失、减缓氧化，可将

由于保鲜不当造成的经济损失降低20%以上。

2023年，烟台市海洋产业生产总值突破

2500 亿元。在调研中，烟职微生物团队发

现，烟台市海洋经济产业有着相当大的潜

力。由此，该团队将研究方向定位为海洋微

生物的综合开发与利用，建设了烟台市海洋

微生物资源库，并申报了烟台市重点实验

室，开展海洋微生物功能研究。

此外，为有效对付农作物病虫害、推动当

地农业发展，烟职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靶向

挖掘获取抗病毒化合物的高产微生物菌种，

优化活性化合物的高产发酵工艺和分离提纯

技术，开发了“海洋微生物来源抗植物病毒免

疫制剂”生物农药。据了解，该技术帮助试验

区农民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并于2023年为

烟职的合作企业增加销售收入400万元。

截至目前，该团队已获批 20 余项省级

以上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环保产业

环境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此外，该团队还获

评“山东省青年科技创新团队”。

自 2023 年以来，烟职实施“博士领衔”

工程，建立起“揭榜挂帅”工作机制，吸引了

126 名博士、13 个科研团队前来“揭榜”。不

仅如此，该校还组织“百名科技人才进百企”

活动，与企业达成合作协议 400 余项，实现

了科研与教学、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用“ 王 牌 教 师 ”培 育
“金牌学生”

“我们通过科研项目，将理论讲授与产

品开发结合起来，让科研反哺教学、学生参

与实验、研发融入实训。”盖芸芸说。

记者了解到，烟职食品与生化工程系学

生深入参与烟台市海洋微生物资源库的搭建

工作与相关科研实验。通过进行海洋环境微

生物的收集、分离、培养，生物基材料合成、效

果评价等工作，他们既深入了解了微生物相

关的核心技术，又提高了自身的实践能力。

产学研合作的目的是让学生提升能

力。记者了解到，为深化产教融合育人、培

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烟职微生物团队与企

业联合开发了 1 部教材，2 门省级在线精品

课获立项。

用“王牌教师”打造“金牌学生”是烟职

的育人理念。为打造一支既能站好讲台，又

能做好科研的过硬人才队伍，近年来，烟职

构建起以《新时代人才强校战略实施意见》

为统领，涉及引进、管理、服务的 12 项制度

协同发力的人才政策体系。同时，该校探索

实施高层次人才校企共引共享办法，聘任了

一批企业专家、行业专家、能工巧匠到学校

兼职任教，参与学校专业建设、指导师生科

研攻关、联合开展项目申报，及时将生产一

线的前沿技术、最新成果同步转化为教学、

科研内容。在“王牌教师”的带领下，烟职学

生斩获多个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奖项。

近 5 年，烟职社会服务及科技成果转化

额近 2亿元，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10亿

元，并登上中国“高职高专科研能力排行榜

50强”。“我们着力建设高层次、高水平、专兼

结合的‘双师型’队伍，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为服务地方经济注入活力。”烟职党委

书记陈新姿说。

烟台职业学院：发挥人才优势 服务地方经济

34 个招生专业中，有 5 个专业位于全国前 5%，逾 50%

的专业排在全国前 20%；拥有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国

家级在线课程等各类国省级教学资源等近 300 个；迄今，

学校已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超 9 万人……这是日前

在徐 州 工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以 下 简 称“徐工职院”）建校

60 周 年 高 质 量发展大会上，该校党委书记刘莹展示的一

组数据。

近年来，徐工职院持续深耕职教沃土，找准定位、对接需

求，整合资源、做强专业，积极为国家战略和地方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提供支撑。

建设高端育人平台

建设高端育人平台，是徐工职院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

性，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

动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刘莹介绍，徐工职院坚持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同频共

振，围绕地方产业发展需要，重点发展化工、材料、机械等专

业，大力打造产教融合特色校。围绕徐州“建设产业强市、打

造区域中心”发展战略，该校持续优化专业布局，办学专业全

口径对接徐州“343”创新产业集群，主动服务地方经济转型、

产业升级，形成了契合市域、县域、行业龙头企业和中小微企

业发展需求、独具徐工职院特色的“四轮驱动”产教融合发展

模式。

近年来，徐工职院针对产教融合的堵点、难点，变被动为

主动，与地方政府部门、行业和企业合作，成立江苏省首批市

域联合体“徐州市工程机械与智能装备产教联合体”，牵头成

立先进高分子材料、化工安全与应急技术等 3 个全国性产教

融合共同体和徐州市新材料产业联盟，建立低空经济、机器

人、专精特新等产业学院，致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同时，徐工职院落实做细“德技并修”“工院英才”“评价机

制创新”等计划，构建师德师风长效机制，打造高层次人才引

育留用的全过程发展体系，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来”“走出

去”，形成了“师德高尚、名师引领、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双

师型”教师队伍。

“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已成为新时代高职学校新

的使命担当。”刘莹说，目前，徐工职院通过创新合作体制

机制，打造出以理事会为主导，产业学院、职教集团为整

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两翼的“1+

2+2”全链条产教科融合命运共同体，助力学校教育事业发

展提质增效。

着力推进“四链”衔接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以下简称“徐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甄文庆介绍，徐工集团是江苏“1650”现代化

产业体系“链主企业”。2006 年，徐工职院与徐工集团签署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多年来，双方在联合培养、师资共建、平台

共建、资源共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 我 们 与 徐 工 职 院 合 作 培 养 出 了 大 批 服 务 先 进 制 造

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徐工集团的生产车间、

调试场地、施工现场、海外大区，到处活跃着毕业于徐工

职院的职工，其中不乏有‘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的杰出职

工。”甄文庆说。

一系列合作成果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工程机械产业链

和创新链的有机衔接，让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真正成为产业发

展的“助推器”。

“下一步，徐工集团将与徐工职院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与科教融汇，加强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

作，共同打造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为毕业生提供更多更

好的实践实习机会和职业发展平台，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

野、高技术水平的海外服务工程师和海外当地化人才。”甄

文庆说。

徐工职院：

对接产业需求 深化产教融合

科技日报讯 （赵乃文 记者何星辉）记者 11 月 18 日从

贵州省六盘水职业学院获悉，2024 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总决赛争夺赛高职组“生产事故应急救援”赛项日前落

下帷幕。全国共有来自 29 个省区市的 56 支队伍参赛，经

过 3 天激烈角逐，六盘水职业学院代表队凭借过硬素质、

娴熟技能荣获大赛金奖，实现了贵州省该赛项金奖“零的

突破”。

“ 此 次 六 盘 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获 得 世 界 职 业 院 校 技 能

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金奖，是近年来学院培养高素质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学院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的重要成

果 。”作 为 获 奖 团 队 指 导 老 师 ，胡 英 深 有 感 触 。 她 说 ，大

赛不仅考验选手，还考验指导教师。“教师要在备赛过程

中磨练学生的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理念，还

要引导学生关注技能在解决生产、生活一线问题中的重

要价值。”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

前身，是教育部牵头并联合国 家 部 委 和 事 业 组 织 举 办 的

一 项 公 益 性 、国 际 性 职 业 院 校 综 合 技 能 竞 赛 ，是 我 国 职

业 教 育 一 项 重 大 制 度 设 计 和 创 新 ，也 是 举 办 历 史 最 久 、

联合主办部委最全、赛项数量最多的世界性综合技能赛

事 。 自 2024 年 起 ，全 国 职 业 院 校 技 能 大 赛正式升级为世

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参赛团队人数、竞赛内容、竞赛时

长等方面都进一步做了调整，比赛考核更加科学化、规范

化、专业化。

六盘水职业学院

摘取技能大赛金奖

董礼涛正在对某燃气轮机关键部件的
工装夹具进行复查。

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供图

烟台职业学院海洋微生物研究团队教师指导学生做实验。 受访单位供图

董礼涛（右二）与工作室成员研究加工方案。 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