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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慧眼

高端访谈

五四青年节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 5719厂礼堂座无虚席，金牌蓝天工匠获得者、高级技师黄强再次登上演讲台，给广大青年工匠们上了一堂
特殊的课。

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黄强总觉得有讲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这堂课，黄强没有做太多准备，只是以一位老工匠的身份，和大家讲讲他的成长
之路，与青年工匠们一起谈谈心。

一堂 3个多小时的课，没有华丽辞藻，感情真挚，很接地气，在场的青年工匠们无不动容。在讨论中，他们对照黄师傅的成长之路，思考着自己未
来工匠人生前进的方向。

掌声响起。黄强没有料到，自己的成长感悟能给青年工匠们带来如此强烈的共鸣。作为一名军工战线上的老工匠，年近花甲的他只有一个纯朴
的初衷，就是把自己的绝活和匠心毫无保留地传承给青年工匠们。

在青年工匠眼中，这堂课远远没有结束，后面还需要他们用自己的人生旅程来实践来感悟。

导读

“金牌蓝天工匠”黄强解析成功密码—

寄语青年工匠：“绝活”是这样练成的
■本报记者 张 新 通讯员 刘 书 杜 毅

人物·大国工匠

“凯尔卡门”是15世纪东罗马

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墙边缘一扇

不起眼的侧门。当时，奥斯曼土耳

其帝国对君士坦丁堡久攻不下。战

斗中，一队土耳其士兵偶然间发现

了虚掩的“凯尔卡门”，由此潜入城

堡一举攻破了城池。

千虑一失，百密一疏。与庞大

坚固的城防体系比较，一扇只容下一

人通过的侧门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了

决定战局的“命门”。同理，如果把军

工企业的质量安全比作坚固的城墙，

那些在生产中忽视细节、降低标准、

心存侥幸的行为，就是一扇虚掩的

“凯尔卡门”，一旦没有及时关牢、加

固，事故和隐患就会乘虚而入。

军工企业生产的是武器装备，

其质量安全不但关乎企业的生存发

展，更关乎战争成败和官兵安危。

军工生产中，类似“凯尔卡门”的事

件屡见不鲜：在英阿马岛海战中，阿

军击中英舰的弹药一半都没有爆

炸，如果不是哑弹，起码还有6艘英

舰将被击沉或重创，战局很有可能

被改写。在俄罗斯潜艇爆炸事件

中，“库尔斯克”号巡航导弹核潜艇

上因一枚鱼雷焊接质量不过关、检

修不及时造成过氧化氢泄露，并发

生连环爆炸，导致包括11名舰队高

级将领在内的118名官兵葬身海底。

前车之鉴，思之慎之。当前，军

工生产的分工日趋精细、体系更为缜

密。在军品论证、设计、研发、生产的

全过程中，军工人只有以严谨细致的

作风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生产中

的每一个环节、每一轮操作、每一次

检修，不放过一滴油、一根钉、一条线

的疑点，严格按照工艺流程和操作规

程进行生产，才能打造军工领域的精

品工程。在军工生产一线，有“独手

焊侠”之称的卢仁峰，焊接过的坦克

装甲车近千辆，每辆车上的焊缝数百

条，无一质量问题；有“时代楷模”之

誉的高级技师徐立平，在对固体燃料

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时，误差从

未超过0.2毫米……这些能工巧匠

所散发出的是“梓庆为鐻”般的精雕

细琢、“佝偻承蜩”般的心无旁骛和

“愚公移山”般的锲而不舍。正是这

种精神力量，使他们练就了过硬的技

能本领，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人为因素

造成的质量问题。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

之室，以突隙之烟焚。侥幸心理是

质量安全的“天敌”，综观一些生产

事故和质量问题的发生，起因看似

微小，背后却往往是思想麻痹、违反

规程蛮干等方面的问题。

质量是装备的生命，装备是军

人的生命。对于军工人来说，“军品

必为精品，产品折射人品”的理念永

远不会过时。只有牢固树立“质量

第一”的标准意识，“居安思危”的忧

患意识，才能关紧事故隐患可能乘

虚而入的“凯尔卡门”，生产出质量

过硬的一流武器装备，为部队战斗

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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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则两利，合则共赢。军民融合既
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主席亲自擘画，把军民融合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进入新时代，军地双方应该如何携
手共进，开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局
面？本期我们邀请航利集团董事长张
铀、凌云集团总经理刘鹏和郑州佛光发
电公司董事长雷红红，畅谈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

向深行朝宽走，谱写军

民融合发展新篇章

记者：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是军

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

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企业怎样认

识和理解当前新环境？

张铀：军民融合是一项长期的战
略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要任务是要把握运行规律。如果把
军民融合比作广阔的大海，企业就好
比航行在这片大海上的一艘帆船，要
想当好“船长”，除了船体质量、航
海技能过硬以外，还要掌握好政策法
规的“风向”，只有把这些影响因素
有机结合起来，企业才能在这段航程
中行得稳、跑得远。

雷红红：作为民企，我们应清醒地
认识到，在向深度融合推进的过程中，
必须直面强化思想观念、完善运行机
制、加强执行力度等诸多考验，把企业
目标与国防建设需求有机结合起来，端
正心态、摆正位置，不计较眼前得失，
建立良好的口碑，才能为企业长远发展
打好基础。

着眼打赢，优势民企用

“硬科技”叩开参军之门

记者：如果说过去有的“民参

军”仅仅满足于“有位”，今天就应当

追求“有为”。军工企业如何看待“民

参军”带来的新活力，民企又该如何

发挥自身优势，在“参军”这条路上

走得更远？

刘鹏：军工企业应该敞开胸怀，
充分利用地方优质科研力量，为部队
战斗力建设服务。以碳纤维牵引杆为
例，企业借助地方科研院所的复合材
料成果，用碳纤维替代原有的钢制材
料，使产品的装箱尺寸及重量大幅降
低，实现了杆体延伸模块快速分解组
装。新材料应用到装备后，有效提升
装备外场维护和战场抢修能力。引导

优秀民企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
域，推动武器装备建设快速发展，是
军工企业的责任。

雷红红：产品销往部队只是“民
参军”的第一步。掌握部队的实际用
装情况后，提供官兵需要的“售后服
务”，是企业下一步为之努力的方向。
为了收集官兵对高新工程电源保障车
的反馈，这些年，公司派出技术人员
奔赴部队走访调研。受访官兵提出了
20 余项改进意见，经过改进后的这型
装备，被列为陆军装备“精益制造”
的试点工程。在“民参军”道路上，
只有找准武器研发与部队需求的最佳
契合点，才能造出有利于战斗力建设
的产品。

破局开新，“国家队”勇

当经济建设排头兵

记者：当前，一大批军用技术成果

成功向国家经济建设领域转化。军工企

业如何发挥军工品牌优势，更好地为国

家经济建设作贡献？

张铀：军工企业要积极寻找自身

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让更多的军用
技术“走出去”。目前，我国大量民航
发动机需送国外大修，而我们自主研
发的军用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再制
造技术，很符合市场需求。将这项技
术成功转化到民用领域，发动机的维
修周期、维修价格将大幅缩减。找准
军地需求的支点，军用技术就能像充
满韧性的杠杆一样，撬动优势资源的
巨大动能，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刘鹏：军民融合绝不仅限于科技
装备等物质层面的“硬融合”，“软”
“硬”结合才能把步子迈得更稳。这些
年，凌云集团凭借军工制造的优势，
在幕墙门窗行业站稳脚跟。企业承建
了世博会中国馆、东方明珠电视塔等
多项工程。在研发及施工过程中，“国
家队”独有的企业文化、管理体制、
质量理念等“软实力”，对打造高质量
产品，起到促进作用。

图片资料：韩 婷

激活“民参军” 引领“军转民”
—军工企业专家畅谈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本报记者 张 新 通讯员 马晨晓 罗 娟

“对工匠人来说，绝活、

匠心缺一不可”

“金牌蓝天工匠”，对从事航修领
域几十年的黄强来说，是一份崇高的
荣誉。演讲开始，黄强并没有着急打
开话匣子。

一本“金牌蓝天工匠”荣誉证书、一
枚建厂时的纪念徽章，呈现在大家面
前。之所以选择这两件物品，黄强认为
有特殊的意义。“金牌蓝天工匠”，是每一
位航修人为之向往的荣誉，是对工匠拥
有过硬专业技能的肯定，要想获得这个
殊荣，必须练就一手绝活。金灿灿的建
厂纪念徽章，是老父亲当年送给黄强的
礼物，老父亲把这颗匠心传承给他，更希
望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展示完这两件物品，黄强开始了演
讲：“对工匠人来说，绝活、匠心缺一不可。”

现场听众中，不少是黄强的徒弟。在
徒弟们心里，黄强是“一座山，在任何急难
险重任务面前，可以靠得住的大山”。

黄强说起了年轻时的一段经历——上
世纪90年代，空军引进某型航空发动机，
5719厂着手准备试修工作，黄强是第一批
前往国外发动机修理厂学习主燃油泵装配
技术的中国工匠。
“要在两个月内学会当时最先进的

主调装配技术，并把这项先进技术成功
带回国内。那时候，压力很大，经常整夜
睡不着。”

礼堂墙上的那幅主燃油泵调节器
挂图是黄强一辈子的心血。主燃油泵
调节器由 3000 多个零件组成，是当时
世界上最顶尖的主调产品，最小的零件
比米粒还小，零件间最小的间隙仅为
0.004 毫米，装配过程中不容有丝毫的
差错。
“黄师傅，您当年是怎样攻克难关

的？”台下的青年工匠开始发问。
黄强面露笑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

泛黄的笔记本，在讲台上慢慢铺开。内
页里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各种零配
件的结构图依然清晰。“当年就是靠着这
本小册子记录信息，并对照《大修指南》

在报废产品上反复练习、积累经验，才练
就了这手绝活。”
“精益求精、敬业专注，是工匠人闪

亮的名片。”青年工匠谭泽夏听完黄师傅
的故事，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黄强对工匠精神有着自己的理
解。他认为，过硬技术彰显的是匠人的
实力，矢志不渝的坚守则需要一颗不变
的匠心。
“你觉得我们航修人最需要的是

什么？”课堂上，他找到了几名青年工
匠问到。
“练好专业技术！”
“还有呢？”
“成为行业大师！”
……
黄强觉得，青年员工在追求事业的

时候，脚步迈得太快，目的性过强，会导
致匠心缺位。“青年工匠不仅要有过硬的
技术，还需要一颗摒弃浮躁、脚踏实地干
事业的匠心。”黄强的右手指轻敲着桌
面，温柔的眼神扫过台下青年工匠的脸
庞。
“一流的工匠，技能与人品同样重

要。想成为金牌蓝天工匠，练就一手绝
活更要守护一颗匠心。”对照着讲课内
容，黄强的徒弟李鹏辉若有所思，他在记
录黄师傅讲课细节的同时，也在思考自
己的成长之路。

“匠石运斤”在他眼里

不只是一则寓言，而是毕

生的追求

在这次演讲课中，黄强给大家讲述
了《庄子·徐无鬼》中的一则故事：木匠石
挥舞沉重的斧子，砍掉郢人鼻尖上的白
灰，却不伤郢人分毫。“匠石运斤”由此得
来，用来形容技艺精湛。

讲完这个故事，黄强突然停顿了。
他将目光转向台上的投影幕，上面播放
着自己当年参与的一次中外联合事故调
查任务。

在那次联合演习过程中，我方一架
飞机突发故障，险些酿成飞行事故。部
队立即组成中外联合事故调查组，查找
飞机故障原因。事故调查过程困难重

重，黄强受命执行排查故障部件任务。
来到现场，他干脆利落地分解产品，成功
找出故障部件，问题最终解决。
“试问，如果军工人不具备这种‘匠

石运斤’的技能，战机出了问题靠谁来
修？”此时，黄强的眼神变得果敢坚毅。
“没有和平的年代，只有和平的国

家。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何来和平安宁
的生活。军工人造的是武器，保障的是部
队战斗力，我们多一分细心，战场打赢就
多一分胜算。”黄强铿锵有力的话语在礼
堂四周回荡，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说起为军服务，黄强想起了几年前
的一次高原排除故障经历。那时，正在
高原进行演训的某新型战机，发动机突
发故障，部队第一时间请求工厂支援。

黄强闻令而动，带着工具箱乘飞机
紧急前往部队。风沙漫天，路途耽误了6
个多小时。到了现场后，黄强在零下十
几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进行了长达 13
个小时的工作。飞机修好了，长达 19个
小时的奔波和维修，让黄强累倒了。

19个小时！在信息化时代，这时间
或许一场局部战争都打完了。“如果准备
不充分，保障效率低下，应对不了突发情
况，战场上肯定要打败仗！”19个小时，
让黄强加强了时间观念，对“使命责任”
这个词也有了更深的感悟。
“应急处突、伴随保障……未来信息

化战场上，一旦装备出现故障，军工人要
以怎样的状态保障部队打赢？”黄强希望
通过这堂课，让青年工匠们从他的这段
经历中得到启示。

随时待命是军工人的备战状态。黄
强说：“身为军工人，我虽然不着戎装，但
早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老兵’。手机铃响
了，军工人要像出膛的子弹，不管是雪域
高原还是沙漠戈壁，哪里有需要，就会第
一时间赶往哪里。”

演讲课上，黄强提到最多的字眼是
“感动”。黄强说：“之所以常常被感动，
是因为常年在部队服务保障的军工人还
有很多，他们远离亲人奔波在祖国的天
南海北，把满腔热血投入到军工事业。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守护着
祖国的安宁。”

看着眼前这位两鬓微霜的老军工
人，听着他深情的讲述，许多年轻人的眼

眶湿润了。

“既然当工匠，就要沉

下心，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黄强的演讲朴实真挚，台下的掌声一
阵接着一阵。看着一张张充满朝气的面
孔，黄强回忆起刚到工厂的那段经历。

那时候，领导为了锻炼年轻人，把黄
强从值班岗位调往一线。刚开始，过惯
舒服日子的黄强工作态度有些消极，气
得车间领导指着他说：“能干就干，不想
干就走人！”

领导的批评触动了黄强的思想。后
来，老父亲的一句话让黄强幡然醒悟，让
他真正理解工匠人的内涵：“既然当工
匠，就要沉下心，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心中有信仰，走得再远，也不会迷

失方向。”黄强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
的。话语间，黄强将目光投向台下的一
名女工匠。

大家对这位女工匠并不陌生，她
是黄强的第一位女徒弟——以严格出
名的质量检验员熊小玲。同事们说，
她有一双透视眼，能发现产品中的细
微问题。

然而，刚进厂时，熊小玲性格大大
咧咧，工作时常犯些小错，黄强批评
她，她总是不耐烦。有一次，一个 0.05
毫米的垫片未安装到位，黄强对熊小
玲严肃批评，并责令她重新拆开查找
问题。

当熊小玲在卡槽处找到掉落的垫片
时，终于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黄强
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年轻人不能心浮气
躁，我们是做军品的，军品连着部队战斗
力，只有把好军品的质量关，才能对企业
负责，对官兵生命负责。”

演讲台上，黄强目光如炬、笔直站
立。黄强说他非常喜欢电视剧《风筝》里
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他生命
的内涵，包括长短、活着的方式，甚至结
束的方式。”
“信仰作为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的关键词，为个人提供了精神支柱，定位
了道德坐标。一旦信仰缺位，就会精神

缺钙，不辨美丑，出现浮躁迷惘。”黄强
说，在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利益碰撞更加
剧烈的当下，他最担心的就是青年工匠
的信仰出现偏差。
“信仰是什么？”这是黄强最为关注

的话题。这时，黄强给青年工匠们讲述
了一段“两弹一星”的故事——

在那个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年
代，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在茫茫无际的
戈壁荒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风
餐露宿，不辞辛苦。他们不怕狂风飞
沙，不惧严寒酷暑，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没有仪器，自己制造；缺少资料，刻
苦钻研，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一把老
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张三合
板，外加十几支蜡烛和几把手电筒，便
开始了中国卫星、火箭雏形的设计。
为了做爆轰实验，在熔药炉未到货时，
老科学家和年轻人一起，竟用普通铝
锅、搪瓷盆和木棒轮流搅拌，做出了第
一个炸药部件……

讲完“两弹一星”的故事，黄强缓缓地
打开了一张前些天的报纸，报纸头条文章
报道的是一名老党员周智夫的故事。黄
强说，他之所以被感动，是源于周智夫临
终前的一句话：“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
费。”交党费 12万元，这是老党员周智夫
最后的一个愿望，他用朴实的行动践行了
一名老党员、老革命铁心向党、一心为党、
终身许党的信仰追求。

黄强念念难忘：战争年代，一颗子弹
射中周智夫左肩窝，贯通右肺，穿出体
外。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党组织始终
没有放弃重伤的周智夫，战友们冒着枪
林弹雨抬着他突破道道封锁线，先后 7
次辗转治疗。尽管他的右肺被切除近三
分之二，右侧第六根肋骨被摘除，落下三
等甲级伤残，但周智夫总算是保住了性
命。感恩在心、永志不忘。周智夫从此
把感恩作为人生的信条和价值的追求，
决心一生一世报党恩。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抚摸着航修服

上“蓝天工匠”四个金字绣标，黄强激动地
对大家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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