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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中有个“火炉法则”，意思

是指制度好比火炉，烧得红红的“火

炉”放在那里，大家都知道会烫伤人，

必然会心存畏惧，不敢触碰，若有触碰

者，必然会被烫伤。这一法则体现了

制度约束警示性、及时性、必然性、公

平性的原则。在军工企业安全管理

中，尤其需要借鉴“火炉法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纵观一些

生产安全事故，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

些员工存在安全生产制度不熟知、遵

守制度不自觉、满不在乎存侥幸的心

理；对待违反企业安全制度的个人，有

的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及时

对危险行为进行批评制止，从而导致

惨剧的发生。海恩法则指出，每起严

重事故背后，必然有29起轻微事故、

300起未遂征兆和1000个隐患。上世

纪70年代，墨西哥湾发生天然气井喷

事故，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经济损

失。事后调查发现，当时的现场技术

服务组负责人违规操作，卸下回压阀

防井喷装置，然而，钻井队技术人员明

知违规却未制止，录井工更不以为然，

发现了这些问题也没有及时上报……

一连串“漏洞”导致井喷事故的发生。

衡量一家企业的安全水平，不仅

要看领导干部抓安全的能力高不高，

还要看员工的安全意识强不强，企业

有没有形成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企

业的每一名员工，只有明规矩、知敬

畏、存戒惧，严格遵守安全制度，不碰

“高压线”，才能保安全促发展。

在《脱线的风筝》的寓言故事中，

风筝迎风自由飞翔，可它不满足，它想

要没有线的束缚，可以飞得更高更

远。于是，它试图摆脱线的束缚，摇头

摆尾地说：“谁能帮助我获得自由？”

“我来。”大风施展看家本领，刮得天昏

地暗。只听“咔嚓”一声，线断了。风

筝得意忘形，可没想到在空中飞了一

阵子后，翻了几个跟头便摔落在地。

这则寓言启示我们：员工与安全生产

的关系如同风筝和线。没有线的束

缚，风筝不能飞翔；没有制度的约束，

员工就不能安全生产。由此可见，严

格落实安全制度是企业平稳运行、持

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

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在企业

安全管理中，要让制度走出纸头、走下墙

头，真正融入员工的心头，落实到工作的

手头，必须时刻督促员工加强自我约束，

坚守“底线”不越“红线”，这样才能防患于

未然，企业才能实现安全高效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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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新疆军区某装甲团在野
外开展实战化训练。训练场上，一辆
新型战车突然“趴窝”。面对刚刚列
装的新装备，大家一时找不准故障原
因。现场指挥员当即决定，向军工厂
的维修队请求支援。

接到电话后，工厂维修技师马亮
等 5 人组成巡修小组，紧急奔赴现
场。经检查发现是散热系统出现问
题，他们运用野战维修设备，只用了
10 多分钟便将这个问题解决，使战
车重新投入训练。

马亮作为军工厂的维修“大拿”，
经常到部队进行新装备排故，还手把
手帮助官兵熟悉和掌握战车的操作方
法，传授维修操作技能，官兵们亲切地
称他为战车的“安全卫士”。
“新型装备科技含量高，很多故

障非专业维修人员难以排除，官兵想
要学会这些维修技能需要一个过
程。”马亮说，为适应战场需求，军工
人主动前出保障是战场打赢链条上
的重要一环。

上图：马亮为官兵讲解维修技术

难题。 韩 强摄

当好战车的“安全卫士”
■韩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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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幕后

人物小传：张维敬，陆军第77

集团军某旅技术维护室工程师，曾

被表彰为“全军装备保障训练先进

个人”，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三等

功2次。

相比“一等功臣”，张维敬更喜欢官兵
送给他的另一个称呼——“车队守护
神”。官兵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有一双将
车辆“起死回生”的“妙手”。

有一次，一台军车电路出现故障，在高
速路上突然“趴窝”，张维敬随即提出一个
让人不解的抢修方案，在场的驾驶员提出
质疑：“张工，这样能行吗？”
“没问题，相信我！”张维敬运用自

创的“急救分线法”，巧妙快速地排除了
故障难题。

之所以得到官兵的信任，还得从 20
多年前张维敬的一段经历说起。那一年，
张维敬是一名年轻的车管助理员。一次
执行运送演习物资任务过程中，车辆突然
熄火。由于经验不足，张维敬未能排除故
障，随后他找来随行保障的企业维修人员
才算解了围。这次“不成功”的保障经历
让张维敬陷入深思：“平时修不好，未来如
何上战场？”

回到部队，张维敬从零开始补齐技术
短板。他自购专业书籍、收集各类车型教
材，积累汽修基础理论。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跑到汽修车间“拜师学艺”，反复琢磨
和练习。在积累一定经验后，他决定用一
台报废吉普车“练手”。

那一阵，他一心扑在这台车上，甚
至连吃饭、走路时都在思考。1个月下
来，他将车内上百条老旧油电线路一一
换新并精准对接，奇迹般地让这台吉普
车“起死回生”。

这次成功“试水”，让他信心倍增。勤
学苦练，让他练就了一身“闻、望、断、切”的
硬功夫。无论是普通车辆还是特种车辆，
从性能特点到规格型号、从常见问题到特
情处置，他都能做到“一口清”，只要他一出
马，必定“手到病除”。

正是凭借一手判得清、摸得准、修得
好的绝活，张维敬成为长途机动、野外驻
训、部队演习等任务保障的“救火队员”。

可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却是一次抢运
救灾物资、抗冰保电的经历。

那次任务机动距离远，加之高原地
形复杂、路面结冰，导致车辆保障难度
加大。作为车辆维修“大拿”，张维敬主
动请缨，驰援灾区。

第二天一早，张维敬便随车队出
发。在途经一段结冰的盘山公路时，他
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一阵颠簸后，一
辆车突然抛锚，停在原本只有一车之宽
的路中央，后续车队前行受阻。更加危
险的是，车队正处在下坡路段，一侧便
是悬崖沟壑，一旦车辆打滑，后果不堪
设想。

迎着漫天风雪，张维敬赶到现场。
他有针对性地对制动系统和离合器展开
检查，最终“确诊”是离合器压盘断裂的故

障。虽然找到了问题根源，但短时间内排
除故障并不容易。车底活动空间狭小，加
之风雪天气车辆行进中溅起的泥土为底
盘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增加了拆卸
难度。
“抢先一分钟救援，就能让受灾群众

多一分生的希望。”张维敬顾不了太多，脱
掉大衣就钻进车底展开抢修。

在-5℃的冰面上操作 1个小时，张
维敬的双手渐渐不听使唤。拆卸螺丝、
更换配件、装配总成……这些曾上万次
练习过的动作变得异常艰难。当故障
顺利排除后，他的身体冻得几乎失去知
觉，最终硬是靠2名战士把他拽了出来。

时间就是生命。这次任务，车队提
前 2小时到达灾区现场，供电设备第一
时间投入启用。当希望之灯点亮灾区
现场，张维敬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
地。

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张维敬从来
都是“做有准备的事，打有准备的仗”。
前不久，在一次演练中，一位驾驶员报
告车辆突发故障。张维敬闻讯赶到现
场，听完驾驶员的描述后，他拿出手电
筒直指断油电磁阀，果然发现一根保险
丝熔断。他迅速接入备用保险丝，故障
成功排除，演练顺利进行。

这些年，张维敬总结出 20余种维修
检测方法在部队推广使用。他常说，一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练就的绝活离不开
老师傅手把手的帮带，现在他要把这些宝
贵经验完整地传授给徒弟们。

图为张维敬正在调试车辆。

黄腾飞摄

张维敬：做有准备的事 打有准备的仗
■黄腾飞 郭淑军

行星滚柱丝杠，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核心传动部件，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及民用核心领域，全球仅有极少国家能够制造。
早在上世纪，行星滚柱丝杠便“横空出世”，因配置维护简单、体积小、寿命长、不存在液体渗漏等特点，在飞机、军舰的传动系统中起到关键作用，小小的行星

滚柱丝杠被美欧等发达国家称为“真正能替代液压系统的控制部件”。
在我国，一个民企团队，用了 2年时间成功制造出国外十几年才研发出来的行星滚柱丝杠。这项尖端技术产品，一般人想都不敢想、干都不敢干，谁也没

想到，仅有9人的王建波团队竟奇迹般成功了。
行星滚柱丝杠结构复杂，研发过程异常艰难。
王建波是善于抓住机遇的人。找准目标便发起冲锋，他的团队从 2010年开始研发，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制出国产行星滚柱丝杠。他们的产品，2次参

加军民融合高技术成果展，受到评审专家的高度好评。

10多年前，王建波还是某自动化企
业的一名工程师，因为工作需要才有机
会接触到行星滚柱丝杠。他在调研中
发现，国内无法自行生产行星滚柱丝
杠，而精密机床、特种机械、飞行器和武
器装备都迫切需要这类产品。如果依
赖进口，价格极其昂贵不说，“命根子”
还掌握在别人手中。
“行星滚柱丝杠，外国人能造中国

人也一定能行！”有着机械制造丰富经
历的王建波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从那
时起，他就“迷”上了行星滚柱丝杠。一
有空就钻到屋子里翻阅相关资料研究

基础理论和制造工艺。
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王建波向一

位外国学者咨询行星滚柱丝杠的技术
细节。没想，这位外国学者表情有些不
屑地说：“你用不着问那么细，这种东西
中国人是做不出来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建波的自

尊心受到强烈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
要研制出国产的行星滚柱丝杠。

为了这个梦想，王建波果断辞职，
成立自己的公司，开始研发。梦想的启
航总是异常艰难。研制行星滚柱丝杠，
不仅需要长期、持续、稳定的资金和技
术投入，团队稳定与人员能力素质也至

关重要。企业成立之初，只有 9个人，全
都是亲朋好友，这就是王建波团队的全
部人马。

国内缺少行星滚柱丝杠动态性能
的试验研究，就连对其承载能力和寿命
影响因素的研究都很少。对于王建波
团队来说，每一次实验，都是在挑战一

座难以攀爬的山峰。
没有数据、没有经验，团队做试验

搞研究就像是大海捞针。“那个时候很
艰难，早晨 7点起床就钻进车间，不停地
做试验，直到晚上 12点才出来。我们十
分清楚研发这个产品面临的困难和压
力。”王建波谈起自己的创业历程感慨
不已。

数据和基础验证已经消耗了的大
量资金，而样品制作需要有高精度设
备，这又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投入。面对
困难，王建波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倾家
荡产，我也要研制成功。”

“行星滚柱丝杠，外国人能造中国人也一定能行”

行星滚柱丝杠，欧洲的几家公司已
经有了成熟的产品，但相关基础理论、
试验研究、制造工艺一直对我国进行严
格技术封锁。王建波认为，如果仿造国
外产品，虽然会节约不少时间，但性能
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他们的。
“如果没有国外产品做得好，就是

一种失败。”王建波决心把高性能行星
滚柱丝杠所需要的全要素研究透，从基
础理论、制造工艺、专业人才等多方面

推进，进而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2012年 9月 15日，王建波永远不会

忘记这一天，国产行星滚柱丝杠终于研
制成功了。他们不仅可以设计制造市

面上所有规格型号的行星滚柱丝杠，还
可以根据特定需求进行定制。
“行星滚柱丝杠的设计制造一直是世

界制造领域的难题。”王建波伸出4个手指

对自豪地记者说，那时候，全球解决这个
难题的企业只有4家，3家在欧洲，1家在
中国。

产品问世，王建波本以为会在国内大

受欢迎。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遇到的
却是同行质疑：“国内企业都没有研制成
功，一个9人的小企业，怎么可能？”
“市场不认可，只能说明我们的产

品还不够好。”王建波并没有气馁，他认
为行星滚柱丝杠实现国产只是开始，后
面的制造改进之路依然漫长。

王建波对行星滚柱丝杠有充足的
信心，“只要产品质量够好，绝对会有市
场。”

“如果没有国外产品做得好，就是一种失败”

2014年 5月，首届民营企业高科技
成果展览会在京举行。王建波敏锐地
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他迅速提交材
料，决定参与选拔竞争。

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信息互通。首
届民营企业高科技成果展遴选出 100多
家优势民营企业参展，既有大中型企
业，也有小型民企。王建波的行星滚柱
丝杠，经过评审专家一致认可，以动力
与传动组第一名的好成绩顺利参展。

正是这次成果展，王建波团队迎来
了巨大转折。得到权威认可的国产行
星滚柱丝杠迅速受到众多企业的青睐，
订单也随之增多。

同年底，国内某型飞机的研发过程

中，需要一种微型行星滚柱丝杠，性能
要求极为苛刻。他们最初采用进口行
星滚柱丝杠产品，但最新一批进口产品
测试结果不符合装配需求。飞机设计
研发人员着急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产
品，将影响整个研发进程。

2015年1月，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
网成功上线运行，并实时发布装备采购需
求信息。这时，飞机设计研发人员把微型

行星滚柱丝杠的采购需求在全军武器装
备采购信息网上发布出来。

看到网上发布的信息后，王建波迅速
与飞机设计研发人员联系对接，并形成初
步合作意向。这次成功“牵手”，得益于全
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顺畅的交互机制。

项目是谈拢了，后面才是真正考验
王建波团队的实力。“以前，我们从来没
有做过这类微型产品，确实是一个全新

的挑战。”压力再大、困难再多，王建波
决心毫不动摇，带领团队向微型行星滚
柱丝杠发起挑战。

经过艰苦的攻关，王建波团队硬是把
对方要求的微型行星滚柱丝杠研制出来
了，测试结果优于国外同型产品，符合设
计需求，王建波的企业直接被该型飞机设
计单位列为行星滚柱丝杠的指定供应商。

国产行星滚柱丝杠不仅在军工领域备

受热捧，在民用领域也打开了市场。某品
牌汽车生产线的机器人，所用的国产行星
滚柱丝杠与国外产品进行测试比较，结果
显示：性能参数、使用寿命和载重能力没有
差异。王建波团队的各型号行星滚柱丝杠
产品犹如雨后春笋般应用到了多个领域，
甚至还被用于舰船建造、卫星制造等领域。
“军民融合似春风化雨，让我们这

样的小企业也能有所作为。”王建波在谈
到公司发展前景时说，希望行星滚柱丝
杠能更多地为军服务，他们将进一步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性能指标，在
新的起点上跑出“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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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似春风化雨，让民企也能有所作为”

跑出“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看一家有态度的企业如何闯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韩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