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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林 朱宁波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
工匠精神。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制造业，不论是工业经济还是数字经济，工
匠始终是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工匠精神始终是创新创业的重要精神源泉。

这是一首赞歌，唱给坚守一线、潜心攻关的工匠们，他们以一颗匠心、一份执
着助推行业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一场盛典，献给勤于思考、善于创新的广大职工，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智慧与汗水书写奇迹。

“左手掬一把汶河水，匠心源远流长；右手紧攥着淬火的传承，传承日月同
光。鲁班传人，齐鲁工匠。毕生追梦，无上荣光……”

1月16日下午，泰山脚下，伴随着激昂高亢的歌声，备受瞩目的2023年山东鲁
班首席工匠、齐鲁大工匠、手造大工匠颁奖典礼暨全员创新企业发布仪式在泰山国
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2名“鲁班首席工匠”、10名“齐鲁大工匠”、9名“山东手
造大工匠”相继走上舞台，分享他们“修炼”匠心的历程。

齐鲁大工匠之“大”，体现在何处？通过曹景芳、尹星、冯涛、李修启、李
敏、任杰、刘炳鹏、王浩名、张葆春、李子高等10人的岗位建功故事，可知一二。

“大”，是严峻环境下的专注与坚守

身处高温、满是粉尘的环境中，伴着机器运转的轰
鸣声，辨别出来自设备内部的每一处异常振动，是华电
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邹县发电厂生产技术部精密诊断
中心组长曹景芳的工作。

位于邹城市的华电国际邹县发电厂，是一家现代化
特大型发电企业，被称作中国火电博物馆，共有8台机
组，这些设备就是曹景芳的精密诊断对象。

曹景芳说，她的工作就是通过振动、红外、超声、
油液、电流频谱分析等精密诊断技术，对设备进行定期
监测和劣化趋势分析。近年来，曹景芳应用精密诊断技
术共发现转动设备隐患1000多台次，解决疑难振动500多
起，节约检修费用超过7300万元。

每到夜阑人静、城市浅眠时，青岛地铁运营有限公
司工程车运维检修工尹星即将开启一天的工作：确保在0
点到3点地铁停运时间段内，完成地铁客车的全套整备
作业。

作为省内第一条建成运营的地铁线路，青岛3号线连接
青岛站与青岛北站，日客流量超20万人次。它像一台庞大
的精密机器，在尹星和工友们的细心维护中，流畅地运行
着。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尹星所带团队创新开发的《运行
监控系统在青岛地铁工程车上的应用研究》，填补了国内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轨道车安全防护设备”空白。

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空间里，用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高度的责任担当，为电网系统筑牢了一道安全防护
墙，他就是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数字化部
信息运检班班长冯涛。

工作10年来，冯涛累计定位、封禁非法攻击4 . 6万余
个，修补系统风险200余处，完成多个网络安全保障任
务。丰富的经验和遇山开路的钻研精神，让冯涛的2项成
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成果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大”，是以创新开辟新的天地

2023年10月17日，一条绿色智能化水泥熟料生产线在
枣庄台儿庄点火投产。这条生产线历时10个月建成，各
项指标均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更是
远低于超低排放标准，让水泥由“灰”转“绿”。

说起环保的控制指标，山东泉兴水泥有限公司副总
工程师李修启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情。作为这个项目的
技术负责人，他对每一项数据情况了如指掌。项目实施
之初，由于当时国家标准刚出台不久，国内还没有成熟
经验可借鉴，项目难度不小。李修启如同一位拓荒者，
带领团队一点一滴地分析工艺流程，最终确定了从源头
降低氮氧化物的控制方案，实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远低
于国家标准的重大突破。

用无人机巡检电网，可行吗？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输电运维二班班长李敏给出了

肯定的答案。他带头组建山东省首个“丰翼”无人机团
队，探索无人机输变配协同巡检体系10年来，累计通过
无人机巡检特超高压输电线路1 . 2万公里，拍摄照片40余
万张，发现本体缺陷5000余条。

为了练就高超的无人机操作技能，李敏放弃节假日
和休息时间，从练习模拟器操作开始，逐步操控玩具飞
机，再到接触多旋翼无人机。经过不懈努力，他成为我
省取得无人机领域直升机机长资格证书第一人。

三元催化器，是安装在汽车排气系统中最重要的机
外净化装置。破解三元催化器开裂难题，是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时代领航卡车工厂助理高级经理王浩名
需要攻克的难关。

经过漫长的检测、论证，王浩名带领团队找到了问
题所在，通过加厚相应部位材料，实行分体化设计，成
功解决了难题。多年来，他扎根一线，重点开展整车检
验技术开发、检测线自动化检验技术开发等方面研究及
应用，累计完成创新改善项目72项，开发申报国家专利
技术4项，大幅提升了整车检验效率。

“大”，是遇到困难不放弃的执着

一条常庄线线损率居高不下，一个月损失27万度
电。这是怎么回事？为破解这一谜题，济南莱电新源投
资有限公司稽查班电工任杰主动请缨展开调查，但3个月
跑下来，却一无所获。于是，他决定变换工作思路，找
到了位于中间位置的62号杆，上了一套辅助计量设备。

方法很奏效！任杰惊讶地发现，线路前端的用电量
仅占全线电量的20%，但损耗电量却占到一半以上。继续
往前排查，任杰成功找到答案。经过改造，常庄线损耗
率从12%下降到4%以下，多年的谜题终于被破解。

丙烯酸生产装置是石化一体化产业链上的重要一
环，然而对万华集团来讲，多年以来该装置却是一块短
板。由于引入时间较晚，从2011年上线开始，就一直处于
维修状态，迟迟不能达产。

如果丙烯酸装置的问题解决不了，不仅会给企业带
来巨大经济损失，还将直接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布局。2018
年，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装置经理刘炳鹏临
危受命，成为改造丙烯酸装置的“主刀者”。历经400多
个日日夜夜，刘炳鹏团队实施了无数次改造，无数次跌
倒后又爬起，终于在2019年下半年，万华集团的丙烯酸装
置“起死回生”。2020年，刘炳鹏一举解决了困扰国内丙
烯酸行业多年的难题，创造了国内丙烯酸装置运行周期
的新纪录，达到国内同类装置最高水平。

“大”，是永葆走在行业前列的倔强

“从我们决定要酿制这个酒的那一瞬间，你就开始
酿造一个生命态，不是简单一个技术点，而是慢慢建立
技术体系。”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酿酒
师、技术中心副主任张葆春说，“在这个过程中，酿酒
师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去感知它，用工艺引导它。”

37年风雨兼程，张葆春带领团队完成创新研究百余
项，其研发的白兰地系列共获国际大奖75项，实现总销
售收入近200亿元。2019年，在世界标杆酒盲品赛上，张

葆春与她的白兰地在众多世界顶级品牌中脱颖而出，获
得冠军。

2020年2月，齐鲁黄河凤凰大桥建设在即，莱芜钢铁
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板带厂技能专家李子高所在单位
接到任务，赶制一批6毫米的钢板。

“这难度，就如同把饺子皮擀成A4纸这么薄。面皮
的火候在比例，轧钢的火候看温度。”李子高带领团队
展开攻关。经过一次次尝试，他终于摸到了路子，并把
可量化的参数详细记录，形成了一套规范化操作方案，
最终使6毫米钢板轧制实现了批量生产。

鲁班，百工之祖，能工巧匠的代表。如何传承锲而
不舍、精益求精、服务大众的精神？2023年度两位鲁班首
席工匠王一君、唐守忠给了我们答案。

以刀代笔，以瓷为纸，纵横间的细腻与辽阔，透过
毫厘之间的缝隙，刻画出大千世界，承载着匠人对传统
手艺的执著与专注。被深深吸引的山东国瓷陶艺书画院
首席专家王一君决定，通过继承、传承、传播、创新，
让传统的陶瓷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使其与时代同频
共振。

为了更好地让瓷器饱含细腻的色彩、优雅的形态和
千年华夏文明的韵味，痴迷于刻瓷的王一君不拘泥于传
统手段，在材质应用与工艺运用上不断推陈出新。“比
如说，有些窑变釉是浇上的，一个简单的纸杯装上釉，
你传递给它的力度，会让它产生不同的流量。这时候，
通过驾驭水、釉、度，赋予它自然流淌之美。”正是这
种创新思维使他的作品荣获“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
品奖“特等奖”，实现了山东工艺美术摘得全国最高奖
项的突破。

初心如磐，始终坚守工艺美术创作一线，王一君等
陶瓷匠人通过不懈努力，让“北方瓷都”这张名片的光
彩更加绚烂，让“山东淄博陶瓷 当代国窑”的品牌响
彻海内外。

在胜利油田，有15000多台游梁式抽油机在岗工作，
它们需要经常更换曲柄销子。过去，石油工人为了卸下
游梁式抽油机的曲柄销子，不得不使用大锤反复敲击，
这种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尽管各采油
厂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攻关，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2014年，胜利油田发起了技能创新成果集成优化的号
召。其中，“卸游梁式抽油机曲柄销子专用工具集成与
优化”项目，重重地压在了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孤
岛采油厂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技能大师唐守忠的肩头。为
了彻底解决这一困扰油田多年的问题，唐守忠像一台不
知疲倦的机器，反复琢磨、实践革新。历时半年，经过9
次大改进，一款内衬式套筒、插接式滑锤轴向撞击工
具——— “卸游梁式抽油机曲柄销子专用工具”破茧而
出。使用该工具撞击50余下，就能取出曲柄销子、进行
更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该工具先后在5个直属单位
120多台抽油机上试用获得成功，已在全油田推广应用。

唐守忠，扎根一线34年，获得国家专利72项，填补了
17项国内相关领域技术空白，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1 . 7亿元，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鲁班”。

传承文化之美，助力“山东手造”推进工程，激励
高技能人才传承技艺、潜心育人，自2023年10月起，省委
宣传部、省总工会等9部门联合开展“山东手造工匠”培
育工作。让我们一起走近这9名“山东手造大工匠”，他
们是邢葆东、王兴兰、程银贵、李江玉、祝贺、高文
平、李程、刘永强、胡宗强。

邢葆东，以心为火，燃烧自己、奉献于“叩之金”
黑陶振兴的“黑陶邢”。王兴兰，复原千年孔府菜的功
勋艺术家，古稀之年全力传承孔膳文化的巾帼庖厨。程
银贵，一门手艺，一份坚守，对桃木工艺一念执着的

“程木匠”。李江玉，用匠技倾注华夏之魂，助威海锡
器再创辉煌。祝贺，“琢磨”泰山玉雕刻，屡获大奖的
玉雕大师。高文平，用执着与热爱，传承鲁菜千年底
蕴。李程，髹以载道，漆韵生辉，薪火相传的漆器文物
修复专家。刘永强，独具匠韵，烧制盛世中国青瓷魂。
胡宗强，用刀勺演绎鲁菜风味，蕴匠心于行的中国烹饪
大师。

手造工匠们让我们在古老与现代的交融中感受无尽
魅力，他们传承不离古、创新不离宗，用精细的手艺和
宽广的胸怀诠释了匠之大者。

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干劲，彰显工匠精神的时代
气息，折射出广大职工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的时代
精神。

为引导山东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广泛搭建职工
创新平台，动员激励全省广大企业、职工全面参与创
新，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省总工会
等8部门联合培育了2023年山东省全员创新企业。

这些企业均成立了组织领导机构，广泛开展合理化
建议、职工创新创意大赛等活动，全员创新参与率平均
达到95%以上，形成了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牵头、
部门联动、职工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50家山东省全员
创新企业均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称号，创建市级及以上
创新平台196个，培育出市级及以上工匠、首席技师、技
术能手、创新能手等创新型人才923名，一线职工近两年
获得国家专利5853项，获得市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职工
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等1259项。

发布仪式现场，10家2023年山东省全员创新企业代表
走上舞台，共同摁下发布按钮。象征未来与创新的蓝色
电流交织在一起，迸发出闪亮的火花。

匠心聚，百业兴。近年来，山东省总工会联合省直
有关部门深入实施“齐鲁工匠”建设工程、大力培育全
员创新企业，共培育“鲁班首席工匠”4名、“齐鲁大工
匠”60名、“齐鲁工匠”362名、“山东手造大工匠”9
名、“山东手造工匠”30名、山东省全员创新企业200
家，带动各级组织大力开展工匠人才、全员创新企业培
育工作，为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提供高素质高技能
人才支撑。

“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专注，“干一行专一行”
的精益求精，“偏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千万锤
成一器”的追求卓越……我们相信，以工匠精神激励更
多劳动者争做高技能人才，用实干成就梦想，必将汇聚
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的坚实力量，在新征程上
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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