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钳工工种里，“磨铁锤”是每名
新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是他们成长
路上的“敲门砖”。
“现在闭上眼睛，我都能摸出滚

棒型号。”今年 24岁的陈奕霖，从事修
理轴承和滚棒的工作，一整套流程操
作下来，动作行云流水。

能有这身本领，离不开 3年前“磨
铁锤”的精学苦练。
“磨铁锤”看似简单，但把一根圆

柱形铁棒，磨成一把外形精致、尺寸
合适的锤子并不简单。从划线到锉
削，要经过十几道工序，锤面平行度
更要控制在 0.05毫米以下，一旦超出
误差范围，就会前功尽弃。

第一次拿到铁棒，陈奕霖信心十
足。划线、锯削、錾削、锉削……手下
闪转腾挪，四周铁屑飞溅，费了很大
工夫，才加工好一个榔头模型。没想
到，在标定找准环节时，陈奕霖突然
发现榔头的线条偏离了划线，工件报
废，只得重来。
“费了这么大劲‘磨铁锤’，这与

航修有什么关系？”与大多数入门工
匠一样，多次尝试失败后，陈奕霖有
些着急，甚至开始发牢骚。
“‘磨铁锤’，磨的不只是铁锤的

线条棱角，更是打磨一名工匠人的匠
心。”老师傅耐心地指导陈奕霖，手把
手教她如何使用锉刀、如何锉削。
“一定要磨出一把像样的铁锤。”

那一刻，陈奕霖暗下决心。她找来工
厂边角料，反复揣摩锯削要领和锉削
技巧，直到能够准确把控工件尺寸、
角度和精度。

半年的苦练，让她交上了一份合

格答卷。她把磨好的铁锤递到老师傅
面前时，原本细腻的双手磨出了茧子。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精益

求精和追求卓越的精神不可或缺。”这
次“考试”，让陈奕霖感受到成功来之
不易，更对工匠精神有了切身领悟。

迈过了钳工“入门”门槛，陈奕霖
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成为大国工匠。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再次给她浇
了一盆冷水。第一次跟着老师傅学
习滚棒抛光，巨大的差距让她一度非
常沮丧。
“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

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失落时，
陈奕霖用一位作家的话给自己鼓劲。

从那之后，陈奕霖再次给自己
“加码”，每天“泡”在操作台前刻苦训
练，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虚心
请教。几个月下来，陈奕霖终于掌握
了这项技能本领。

通过辛勤努力，技术日渐精进的
陈奕霖，逐渐挑起重点产品修理的“大
梁”。在修理一款重点型号产品时，她
对滚棒抛光方法进行大胆改进，4个小
时完成了原本一天的工作量。

2018 年，车间一批设备故障频
发，陈奕霖所在的创新小组临危受
命。初步会诊后他们发现，这个项目
的故障原因远比其他项目复杂，难度
超出想象。

没有退缩，陈奕霖组织大家绘制
图纸，反复对比数据，重新设计制作
工装。通过多次试验，创新小组终于
破解难题，使故障率大幅降低。该项
目最终获得省级科技创新一等奖，他
们创新小组也因此荣获“全国优秀质
量管理小组”荣誉称号。

入职 3年，陈奕霖先后被评为工
厂“技术业务新能手”、襄阳市“创新
创业好青年”、湖北省优秀共青团
员。她带领的团队荣获 2019 年度湖
北省“优秀质量管理实践标杆”荣誉
称号，并一举斩获“2019 年中国创新
方法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这名朝气蓬勃的“95后”女工匠，
凭借日拱一卒的韧劲，一步步走向大
国工匠的梦想。

襄阳某航修厂女钳工陈奕霖—

“磨”出一颗匠心
■王若璞 张 超

大国工匠

走进兵工厂

走进国营河北第二机械厂（简称二
机厂）大门，映入眼帘的是高大的办公
楼、现代化的生产厂房、宽阔笔直的主干
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数十
公里外的平山旧址。旧址上留下的空旷
厂房、锈迹斑驳的机器、年代感极强的老
标语，述说着二机厂的传奇故事。

1969年，我军缺少单兵反坦克武器
及各类装备。为满足国防需要，1970
年，在石家庄市平山县会口村北部大山
深处建立了二机厂。

在二机厂成立初期，生产和生活
条件十分艰苦：进厂的职工既要完成
分配的生产任务，还要帮助施工队修
路、和泥、运沙石；缺少搬运工具，很多
工作得靠肩扛手提；搭建的宿舍都是
“干打垒”，就地取材用石块和泥土筑
墙……在这种条件下，老一辈军工人
“不讲价钱、不讲条件、不怕吃苦”的精
神品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1975年，刚进厂时，王风云被任命
为手持火箭弹的主任设计师。“我们研
制的每个产品，都是经过无数次探索
和失败换来的。”王风云回忆说，产品
每逢定型阶段，他们都要去外地靶场
试验，一旦开打后，不管刮风下雨都不
能停，白天黑夜连轴转。为了验证武
器装备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王风
云和科研人员常年奔波在寒区、高原
和戈壁地区。

有一次，他们去东北某靶场测试装

备，当地气温低至零下 30摄氏度，王风
云在雪里一站就是数个小时。等试验
结束后，他的腿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
这样的外场试验，王风云记不清经历了
多少次。

上世纪 80 年代初，国家提倡军工
厂生产民品、走军转民的产业转型之
路。工厂军品任务锐减后，不得不转
向民用产品领域发展。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二机厂发动
职工广泛搜集民品信息，各车间根据
自身条件，先后生产出面包炉、电风
扇、自行车轴、绞肉机等民用产品。

上世纪 90 年代，二机厂接到某军
工产品预研任务。在缺乏科研经费
的情况下，二机厂“硬挤牙膏”自筹资
金，在 2000 年上马了这个项目。“有了
这个项目，才有了二机厂起死回生的
机遇。”二机厂领导陈月中说，全体员
工艰苦奋斗闯出了一条路。

为了尽快适应市场，二机厂通过
体制变革、资产重组等方式实施大刀
阔斧地改革，并取得脱胎换骨的变
化。目前，他们已成为国内某军工产
品的主要生产厂家之一。

上图：当年工人们正在加工产品。

资料照片

国营河北第二机械厂——

艰苦奋斗闯新路
■马 闯 杨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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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工业制造领域，新飞机在拿
到型号合格证前，必须按照适航条例规
定，进行溅水试验，以验证飞机在积水
跑道上的滑行能力。

然而，溅水试验可不是“蹚蹚水”这
么简单。这是一项具有难度和风险的
综合性试验。

飞机在积水跑道高速滑跑时，轮胎
冲击积水产生的各种水花会汇聚成集
中水流，导致飞机蒙皮撕裂、裸露管路

损坏、空速指示系统工作异常等情况发
生。尤其是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在吸
入过量积水后，会发生喘振、失速等方
面故障，导致加速滑行的飞机起飞失败
或冲出跑道。

因此，试验准备工作极为重要。试验
人员会在专业跑道上围建一个蓄水池来
模拟跑道积水，并确认飞机通过水池时，重
心、发动机状态、滑跑速度等参数是否处于
正常，以保证试验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为了尽可能验证飞机在积水跑道
上的滑行能力，飞机会以不同的速度和
载重多次通过试验场地，以确认滑跑过
程中积水不会进入发动机和辅助动力
装置的进气道，并同步验证飞机布局、
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以及相关设备的防
水性能。

一型飞机想要拿到型号合格证，往
往要经过多轮溅水试验。每次溅水试验
后，设计师都会根据测试结果对飞机性

能进行改进，直至确保飞机设备和系统
性能达标。这意味着，只有接受过严格
“洗礼”，飞机才能拿到出厂“合格证”。

左上图：飞机进行溅水试验。

资料照片

溅水试验：新飞机的“成人礼”
■夏 平 郭 峰

被时代浪潮推着走，

“小作坊”发展壮大

严冬的一个夜晚，狂风嘶吼、雪花
飞舞，沙俄海军部的三位年轻人贝克利
密雪夫海军上尉、戈留诺夫海军上尉和
战舰制造高级助理巴布诺夫奉命来到
海军部总部报到。

令三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命运因
为这次会面陡然发生转变。

办公室里，沙俄海军部的将军眉头
紧蹙、表情严肃，仔细审视眼前的计划
方案。墙上挂钟的指针一圈圈划过，空
气仿佛凝固了一般。过了许久，将军开
口说：“经过研究，决定让你们参加战斗
潜艇的研制工作。”

这项国家使命任务，就这样落在了
这三位年轻人的肩头。当时，沙俄出于
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战斗潜艇的研制工
作必须尽快提上日程。

被时代浪潮推着走，他们是幸运
的。从那天开始，以这三位年轻人为主
体，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召集大量相关专
业人才，成立潜艇制造部，在波罗的海
海军造船厂开始了战斗潜艇的研制工
作。

当时，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
坊”，正是红宝石设计局的前身。

20世纪初，“战斗潜艇”这一概念还
属于新潮词汇，世界上尚无可借鉴的案
例。沙俄从全国汇聚而来的技术骨干
大多是半路出家，研制工作一度陷入僵
局。

从零开始，举步维艰。那段时间，
贝克利密雪夫等三人始终处于思想高
度紧绷的状态。在无数个漆黑夜晚，他
们苦苦求索，翻阅一本本资料，搜集相
关数据，只为能够获得一丝灵感，让战
斗潜艇的研制工作有所进展。

科研道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用
失败换来的。凭着不服输的韧劲，他们
的第一个设计方案于 1901年 5月 3日出
炉，并在同年 7月通过审批，由波罗的海
海军造船厂制造。工人们日夜奋战在
一线，全力以赴攻克技术设计、武器安
装等诸多难题。

一路奋斗，他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
光——首艘战斗潜艇试验成功，并交付
海军。这艘战斗潜艇的特点是使用水
平甲板，外形看起来与鱼雷快艇相似，
所以被命名为“113号鱼雷艇”。

从此，红宝石设计局打开了潜艇
制造的“万花筒”，发轫于沙俄时期，发
展壮大于苏联时期。一艘艘不同级别
的潜艇应运而生，D 系列、L 系列、Sch
系列等潜艇成为当时世界军贸市场的
热销产品，红宝石设计局一举奠定了
业界的领先地位。

红宝石设计局的历史，几乎是苏
联和俄罗斯潜艇发展史的缩影。据不
完全统计，从 1950年到本世纪初，由红
宝石设计局设计的潜艇，占这一时期
所有苏联、俄罗斯潜艇的 55%-62%，而
建造数量更占到了 70%以上。

一个优秀的对手，才

能成就成功的自己

20 世纪 50 年代，红宝石设计局设
计制造了第一代 H级核动力弹道导弹
潜艇。同一时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
国，开始着手建造弹道导弹核潜艇，并
于 1959年建成乔治·华盛顿级弹道导弹
核潜艇。

与美国乔治·华盛顿级相比，H级
优势并不明显。作为苏联第一代弹道
导弹核潜艇，因为设计周期短，该型潜
艇上装备的 SS-N-4 型弹道导弹普遍
存在系统反应时间长、燃料燃烧不稳定
等问题。这些问题，使该型潜艇在服役
期间发生多起事故。

而在太平洋另一岸，美国在核潜艇
制造领域捷报频传，一股无形压力萦绕
在红宝石设计局每个人的心头。

压力催生动力。红宝石设计局决
定在继续提高潜艇使用强度、续航力和
自持力等主要性能的前提下，设计一型
有着超前潜深攻击能力的核潜艇。

这一消息传开，苏联有关业界人士
惊呼：“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何他们会持质疑态度？从一组
数据，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当时，潜艇在水下机动作战的极限
深度是 500米。而新型潜艇提出要能在
水下 1000米深度执行作战任务，凭借当
时技术水平几乎很难实现。

红宝石设计局敢于挑战如此超前
的技术指标，得益于苏联科研部门在潜
艇材料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他们在
艇型结构和新材料试验研究、高强度钛
合金制造工艺等方面日趋成熟的技术，
支持红宝石设计局有能力设计出一款
性能卓越的新型潜艇。

国家需要，始终是红宝石设计局聚
力攻关的方向。接受任务后，设计局立
即让克利诺米亚托夫和米涅耶夫两位

“久经沙场”的设计师作为这项工程的
负责人，确定产品设计代号为“685”，又
称之为M级。

1972 年，红宝石设计局拿出了初
步设计方案，在得到军方认可后迅速
进入技术设计阶段。设计过程中，他
们采用了诸多成熟技术——采用苏联
惯用的双壳体结构水滴线型潜艇结
构；艇内装备新一代武器系统、核反应
堆、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件；为了减小排
水量并获得更高动力性能，设计人员
放弃了苏联擅长的小分舱设计理念，
而是采用大分舱制，将 M 级划分为 7
个耐压舱……这些有效举措，使得产
品研发时间大大缩短。

凭借该型潜艇，红宝石设计局打了
一场漂亮的“翻身仗”。1983年 10月 20
日，M级潜艇正式交付苏联海军。在随
后的试验航行过程中，M级潜艇下潜至
1000多米深度，创造了世界下潜纪录。
“一个优秀的对手，才能成就成功

的自己。”红宝石设计局经历过低谷，又
在磨难中实现浴火重生，他们善于将对
手当作“磨刀石”，在不断提升自己的同
时实现反超。

思路决定出路，做好

民品反哺军工产业

苏联解体，红宝石设计局面临一场
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

当时俄罗斯国内军工产业发展呈断
崖式滑坡，红宝石设计局拥有的大批科
研合同被迫取消，数个已经成形的设计
方案被“压箱底”，企业发展难以为继。

此时，红宝石设计局面临两难抉
择：是继续靠军品订单艰难度日，还是
另辟蹊径再谋出路？
“打破传统观念，转变思路才有出

路。”企业高层做出了转型发展的决定。
然而，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

认为，红宝石设计局自创建以来一直以

生产军用潜艇类产品为主，并在国内外
享有盛名，转型到从未涉足的民用领域
谈何容易？

还有不少同行认为这是“不务正
业”，红宝石设计局多年来打造的“金字
招牌”可能因此受损。

面对空前压力，红宝石设计局开始
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由政府附属机构
转为现在的红宝石集团，集团下属红宝
石机械设计局、红宝石股份公司等多个
子公司，涉及部分业务领域也由军用制
造转向民用领域。

凭借多年在军用潜艇设计领域积
累的经验，红宝石设计局主攻民用海洋
机械设计制造，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们独立设计的海洋石油勘探平
台在库页岛和北冰洋海区被广泛使用；
自主研发的高速铁路机车、地下核电站
等产品在国际市场备受青睐；联合多家
单位设计的海上卫星发射平台，至今已
经完成数十次海上发射任务。

在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同时，红宝石
设计局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
行”。他们把 877/636 型常规潜艇这一
“明星”产品成功推销到国际市场。凭
借超高性价比，该型潜艇受到众多买家
的青睐。

2004 年，欧洲海军展览会上，红宝
石设计局设计的第四代阿穆尔级常规
动力潜艇一经展出，便引起世人关注。
该级潜艇性能是俄海军 636 型潜艇的
3-4倍。凭借这款产品，红宝石设计局
收获了大量订单。

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竞争力。红
宝石设计局依靠积极有效的企业转型
方案，如今已成为俄罗斯国内经营状况
最好的潜艇设计研发部门。

乘着俄罗斯军事改革和海军装备
更新换代的“东风”，红宝石设计局迎来
了事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上图：俄罗斯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

艇。

资料照片

“红宝石”的逆袭之路
—解析红宝石设计局再度崛起背后的创新密码

■邢 哲

军工科普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海军前不久出动 2 艘北风之
神级战略核潜艇执行巡航任务，美国海军紧急出动多
艘舰艇和反潜巡逻机进行监视。

在广大兵器发烧友眼中，“北风之神”号称令人畏
惧的“末日潜艇”。这款俄海军目前最新型战略核潜
艇，出自俄罗斯红宝石设计局。

作为俄罗斯历史最悠久、设计潜艇种类和数量

最多的百年军工名企，红宝石设计局先后打造出台
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等经
典产品。

苏联解体，红宝石设计局发展一度陷入困境。面
对新形势，他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现自主转型发
展。在实施一系列大胆改革举措后，红宝石设计局再
度崛起，重归世界军工“巨头”之列。

工匠心语：“认真走过的

路，每一步都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