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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不是在实验室

空想出来的，而是要到离

实战最近的地方去寻找”

17年，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
刘贵明心中，17年写满了酸甜苦辣，他
将生命中最好的 17 年，奉献给了这型
火炮。

过去，我军使用的是老式牵引火
炮。操作流程多、机动性差……对接战
场，牵引火炮的问题和短板饱受诟病。

在一次装备研讨会上，这些问题和短板
深深刺痛了刘贵明的心。
“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研制国产自行

火炮！”从那时起，刘贵明暗下决心，向
这个全新的领域发起冲锋。

立誓易，研发难。在一无经验、二
无技术的情况下，打造出这款火炮谈何
容易。
“打什么样的仗，就需要什么样的

装备。”这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却成
了刘贵明当时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多
次打电话咨询军队院校专家，请教世
界军事强国火炮发展趋势。尽管专家
们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但刘贵明一
直理不出具体思路，火炮研发迟迟没
有进展。
“方案不是在实验室空想出来的，

而是要到离实战最近的地方去寻找。”
苦苦求索之际，一位老专家的话点醒了
刘贵明。为了突破思想桎梏，刘贵明带
领团队，开始了艰难又漫长的论证过
程。

在驻厂军代室帮助协调下，那段
时间，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几乎
覆盖全军所有装甲、炮兵部队。从设
计思路演算到车内空间布设，甚至各
种线路的铺排设计，都要经过反复讨
论才能确定。

火炮转向是用“操作杆”还是“方向
盘”这一项，刘贵明团队就同上百名坦
克、装甲车驾驶员进行过交流。他们积
攒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创新设计
出新的方向转向器，降低了火炮操作难
度，提高了机动性。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那一年，火炮样车刚出厂就开到了
试验场。测试中，这型火炮以出众的性
能，赢得在场观摩的军工专家、部队领
导的一致称赞。

历经多年试验后，第一批火炮走下
流水线列装部队。出厂仪式上，刘贵明
意味深长地说：“万里长征我们才迈出
了第一步，在形成战斗力的道路上，还
有更大的挑战等着我们。”

“只要能解决装备

问题，戈壁滩上睡地窝

子都行”

这型火炮列装部队，厂家信心百
倍，基层官兵却乱了手脚，为何？

面对全新的系统和操作方式，官兵
们需要从头学起。尽管刘贵明团队早已
做足了解决官兵所遇难题的准备，但令
他们没想到的是，部队官兵的求助电话
如潮水般涌来。
“装备再先进，不能形成战斗力一

切都是白搭。”为了解决火炮操作难
题，让官兵迅速上手，刘贵明召集团
队成员研究对策：是让官兵来厂学
习？还是派技术组前往指导？

几经商议，驻厂军代室领导提出
建议：“你们尽管去指导，协调工作我
负责，争取去一次就教会一批骨干。”
有了军代室的大力支持，刘贵明决
定，派出近 40人的技术组赴部队现场
进行指导，直至部队技术骨干能够熟
练操作装备。

庞大的技术组，接待保障是难题。
但刘贵明撂出一句话：“只要能解决装备
问题，戈壁滩上睡地窝子都行！”

带着这样的决心，刘贵明团队远
赴边疆部队。一到部队，团队成员就
按照事先划分好的小组，一头钻进基
层，手把手为官兵传授驾驭新装备的
本领。

专家来了！新疆军区某炮兵团三
级军士长熊立辉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
新。“这么好的装备，我们不敢盲目操
作，生怕把哪里弄坏了，专家来了我们
就放心了，可以大胆尝试了。”

经过 1个多月的学习，某团官兵可
以熟练操作火炮。这时，刘贵明主动找
到团领导，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想法：“组
织火炮实弹射击。”

刚学会“走路”就打实弹？团领导
一时难以决定。刘贵明说：“实弹射击
是检验火炮技战术性能的最佳途径。”
经请示上级，团领导决定开展这型火炮
的实弹射击训练。

消息传来，不少官兵既欣喜又担
心 。 欣 喜 的 是 终 于 可 以 亲 眼 领 略
“战神”的威力，担心的是“冒了泡”
怎么办。

为了打消官兵心里的顾虑，刘贵
明让技术保障组帮助官兵们进行首炮
操作。实弹射击那天，多门火炮在戈
壁滩上一字排开。骄阳烘烤着大地，
刘贵明从潜望镜望去，地面腾起的热
气让远处的靶标若隐若现。指挥车传
来侦察参数，技术组人员屏气凝神，
根据测算参数逐一操作。
“放！”射击命令下达，炮弹怒吼

着破空而出。巨大的后坐力将炮身
周 围 的 小 石 子 震 得 飞 起 。 首 发 命
中！侦察车传来消息，戈壁滩上的官
兵沸腾了。

尽管首战告捷，但刘贵明心里明
白，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环境，真正的
考验才刚刚开始。

“过不了高原关，就

过不了实战关”

那年，该炮兵团赴高原参加演习，
这型火炮也随队前往高原，接受极端恶
劣环境考验。

令官兵没想到的是，这型火炮上了
高原“病状”频发。机动过程中，有时会
突然“趴窝”……

身在千里之外的刘贵明接连不断
收到部队求助信息。不顾病患，他执意
要到雪域高原现场研究解决问题。

身边的同事劝他：“我们设计的初衷
是平原地区作战，装备在高原上出了问
题也是正常的，何必这么较真？”

没想到，刘贵明斩钉截铁地说：“我
们的初衷是对接实战，难道在高原地区
装备就可以‘撂挑子’了？”

万里赴高原，首先要应对的挑战就
是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刘贵明技术
组一行 6人，到达高原的第二天就病了
3个。

高原寒夜，冷风吹得人直打寒颤。
帐篷里，刘贵明裹着大衣，带着技术人
员一遍遍地翻看设计图纸。

图纸，没问题；操作方式，也没问
题。是什么导致火炮“趴窝”？刘贵明
同技术组商议后决定，随车到演训场上
“解剖麻雀”。

演习地点比宿营地海拔更高，但技
术人员没有一个退缩。机动途中，一门
火炮出现了故障，刘贵明立即带着技术
组展开分析。

在高海拔地区，每行走一步都很
吃力。在技术组的指导下，官兵一一拆
卸零部件，逐个排查问题……造成发动
机动力不足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找到了原因，问题迎刃而解。但技
术组并未离开，而是围绕该型火炮“如
何适应高原地区作战”的课题，就地开
展装备的技术改进工作。

在随后的日子里，技术组和官兵
一道解决了火炮高原运用的诸多问
题，采集了大量数据，为下一步研究
奠定了基础。

技术组成员的敬业精神感动着官
兵。某炮兵团三级军士长徐广成一直
跟在刘贵明身边学习火炮修理。谈起
高原经历，他对笔者说：“工厂专家们太
拼了，经常一边吸氧一边研究装备难
题。”

在那年的高原演训中，该型火炮
的精彩表现获得部队领导一致称赞，
被官兵们誉为“高原战神”。而那次
演训，也启发了刘贵明团队的研发思
路。如今，该型火炮经过不断改进，
一些性能得到完善，更加贴近实战要
求。
“军工人不仅要有工匠精神，更应

该有战场意识。”回想起艰苦的研发历
程，刘贵明说，他将和团队继续奋进在
火炮研发的征途上，为国防事业贡献出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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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岁，他成为内蒙古第一机械集
团最年轻的技术能手；29 岁，他成为
最年轻的高级技师；39 岁，以他名字
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正
式落户……张学海不断刷新着该集
团的纪录。

干别人干不了的活，动别人不敢
动的刀。张学海很“神”，“神”在一双
手，稳、准、巧，只要拿起锉刀，操作干
净利落；张学海很“神”，“神”在一双
眼，明、锐、灵，只要盯准目标，结构图
便浮现在脑海。

从事钳工行业 20余年，张学海累
计编写了 20余万字的《技能人员岗位
工作标准汇编》等相关资料，广泛应用
于企业职工培训、技能鉴定和考核
中。他总结的“推弹机三步动态调整
操作法”“高精度加工操作法”等操作
技能，使职工技能水平和生产效率大
大提升。

在一机集团，大家认为张学海是靠
得住的技术“大师”，有问题第一时间就
会想到他。

那年，一机集团担负国家某型战车
研制任务。关键零部件的成型精度达不
到工艺要求，直接影响到发动机动力性
能。张学海临危受命，承担技术攻关任
务。从未接触过此类模具的他，像是着
了魔，在机器前一趴就是一整天。为了
判断配合间隙，他把100多个刀齿一一拆
下，反复拆装、分析、研磨，最终把所有的
模具间隙控制在0.01毫米以内，一举攻
克了成型技术难关。建军90周年阅兵式
上，这型战车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去年，一台即将参加国际军事比
赛的战车出现故障。

来到故障现场，张学海不顾身体
不适，弓着腰一头钻进了车体。等到
故障排除爬出车体时，汗水已经浸湿
了他的衣服。

当天晚饭，还没吃上几口饭的张学
海突然扔下筷子，再次返回了维修现
场。“装备要出国参赛，必须保证最佳状
态。”经过数十次的钻车测量、装拆试
验，他进一步消除了误差和隐患，确保
了战车各项性能的发挥。

细数这些年的成果，张学海淡淡
地说：“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热爱钳工这一行。”

老师傅有一句顺口溜：“车工怕车
杆儿，钳工怕打眼儿。”想要成为一名
好钳工，必须做到钻孔的孔距保持在
0.05 毫米以内，并熟练使用各式各样
的加工工具。张学海为了练就这手绝
活，可是吃了不少苦。

26年前，张学海作为包头市技校
钳工毕业生第一名，来到一机集团。
面对形形色色的零件和机床，张学海
暗下决心，“要做一名响当当的技术
能手”。

当学徒的日子里，张学海天天
“泡”在生产一线。从划线到设计加
工，从车、铣、铇、磨到部件装配，
每一道工序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在工
友的印象里，这个话不多的小伙子，

白天闷头在油腻腻的工作台前锯、
锉、量，磨坏了 90多把锉刀；夜晚痴
迷于机械制造钻研学习，写下了一本
本的读书笔记。

如今，他仅凭一双眼睛、一把锉
刀，平面加工就能精确到 0.002毫米。

岁月流逝，当初那个跟在师傅
身后的张学海，摇身一变成了“老
师傅”。

张学海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
眼前的事情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掌门
人”，张学海把生产设备搬进了教室，
进行现场授课。他培养出百余名高级
技师和高技能人才，这些工匠已成为
各领域的技术骨干，活跃在工厂的生
产一线。
“一个人能力再大，也做不了多

少，把知识传授给更多人，这不正是传
承工匠精神嘛！”张学海说到了，也做
到了。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党员张学海—

“ 把 眼 前 的 事 做 好 ”
■段婷婷 马晨晓

“七一”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5719厂组织开展“军工记忆、红色传承”主题党日活动。在厂史馆，年轻的党员们认真聆

听建厂初期老一辈共产党员“重责任、敢担当、讲奉献”的创业故事，感悟他们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的精神。年轻党员表示，

要向老党员学习，不忘初心、传承匠心，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精神高地，为工厂建设发展添砖加瓦。

龙振华、黄 利摄影报道

在兵器工业集团674厂
某型火炮分系统总设计
师刘贵明心中，一直珍藏
着两段记忆——一个是
“9·3”胜利日大阅兵现
场，由新疆军区某炮兵团
组成的自行火炮方队接
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另
一个是在实弹演习中，某
型火炮在雪域高原打出
优异成绩。两段记忆，同
一主角，刘贵明参与研发
的装备既上得了“厅堂”，
又上得了“战场”，这无疑
是最高的褒奖。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
知道，这型火炮出自刘贵明
和他的团队之手。为了这
型火炮，刘贵明倾注心血，
带领科研团队历经17年艰
苦攻关、不断改进，终于研
发出这型火炮。对于刘贵
明个人来说，这也是他工作
生涯中引以自豪的亮点。

军工T型台

人物·大国工匠

不忘初心 传承匠心

前不久，首艘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的亚洲最大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
号”完成了首次试航。这次试航成功，
标志“天鲲号”向着成为一艘真正的疏
浚利器迈出了关键一步。

从被称为“造岛神器”的“天鲸
号”，到目前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天鲲
号”，中国自航绞吸挖泥船的自主研制
实力再一次让世人惊叹。

国之润，自疏浚始。自大禹治水
开创最早的水利疏浚工程始，历朝历
代疏浚的成败与国家民生息息相关。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国的疏浚都
是靠人力来进行，直至清光绪初年才
开始利用挖泥船进行疏浚作业。早期
的疏浚船舶主要是以购置为主，装配、
建造为辅。直至后来，我国才逐渐地
开始由国产化改造到完全可以自主设
计建造。

无论是运河开挖还是远海岛礁建
设，超大型疏浚及填海造陆工程都离
不开钢铁巨轮——重型绞吸船的身

影。“天鲲号”自航绞吸挖泥船，全船长
140 米，宽 27.8 米，绞刀电机最大功率
可达 7500 千瓦。这些数据决定了它是
当之无愧的亚洲最大自航绞吸挖泥
船。在巨大绞刀的作用下，岩石、淤泥
等不同土质均不在话下，通渠造岛效
率成倍提升。

与以往挖泥船相比，“天鲲号”在技
术上有许多创新之处。它安装了国内最
先进的绞吸挖泥船智能集成控制系统，
有了这个“大脑”，便可实时显示疏浚三
维土质、推算潮位等，通过简单的操作就
可自动定位，开始挖泥作业。

为了适应各种恶劣海况，“天鲲
号”重达 1600 吨的桥架配置了世界最
大的波浪补偿系统，通过起升、收缩液
压缸，可以降低波浪对绞刀桥架的影
响，即便是在大风浪工况下施工也能
确保安全。
“天鲲号”的先进之处不仅限于施工

作业，在船体上层船员居住区域和主船
体甲板之间，还安装了一套气动减震装

置，能大幅减少和隔绝船舶施工期间的
低频振动，保证船员居住生活舒适和设
备运转的安全。

从整船进口，到国外设计国内建
造，再到国内自主设计建造……“天鲲
号”的诞生具有里程碑意义。“天鲲号”
的成功坚定了我国重型疏浚设备国产
化的信心。

“天鲲号”有多牛
■屈 睿

台前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