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砧上流金熔岁月，水中淬火注精神。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尊崇和弘
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如今，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
的关键时期，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敬业、专注、创新的工匠，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新时代的年轻工匠，承担着祖国、民族赋予的重要发展任务。面对

行业更加精细的分工和更加专业的要求，他们继承老一辈匠人默默耕
耘、辛苦奉献的卓越品质，扎根自己热爱的领域，坚守初心、笃实专注，传
承创新、精益求精，用奋斗者的姿态砥砺前行，用耕耘者的汗水不懈努
力，开出一朵朵梦想之花，结出一颗颗胜利果实，在平凡岗位上不断诠释
属于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独具匠心“耕耘者”

5 月 5 日中午，在江铃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中心的钳工训练

室里，一个头戴安全帽的男孩左腿

弓，右腿蹬，目光如炬，在工作台上反

复推拉着手中的锉刀。随着“唰、唰、

唰”的打磨声，刀刃下的铁片逐渐由

厚变薄，变得光滑锃亮……这个正在

练习锉削基本功的男孩，是 2021 年

江西省“能工巧匠”获得者之一，“95
后”钳工杨准正。

杨准正是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钳工 A 组

的小组长。2012 年，16 岁的杨准正

从家乡丰城来到南昌，进入江西职业

技术学院学习钳工技术，那是他第一

次独自背起行囊走出乡村。当时的

他意识到，学好一门手艺是留在城里

的唯一方法，却不曾想到，手里的这

把锉刀将陪着他走得更高、更远。

两年后，杨准正进入江铃车间钳

工组，成为组内年龄最小的钳工。钳

工训练枯燥而辛苦，一个站姿就要练

很多天。“那个夏天特别闷热。我在

钳工训练场，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对

着工件一遍遍锉削，后背全湿透了。”

杨准正的师父姜建国回忆，“钳工的

基本功就是练手感，当时我就认为这

个小伙子有悟性、肯吃苦。”经过不断

的钻研和实践，杨准正逐渐掌握了工

装夹具制造、装配、调试等技术，成长

为一名合格的钳工。

“在学校的时候，就听闻江铃有

一个袁政海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凭借着出

色的工作表现，杨准正如愿被纳入该

工作室进行重点培养。为了能参加

各种技能比赛，他开始刻苦训练，每

天练习锉削的次数数以万计，光锉刀

就练废了上百把。

终于，在 2018 年，22 岁的杨准正

获得全国第六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江

西省选拔赛第一名。2021年，在全国

第七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江西省选拔

赛上，当时有一项比赛是在6个小时内

纯手工完成一个旋转组合体，误差最

小的参赛选手获胜。经过艰苦奋战，

杨准正完成该组件的精度达到0.01毫

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六分之

一，这让他再次获得全省第一。年少

的杨准正，如同他打磨过的精致工

件，在时光的淬炼中愈发闪亮。

如今，自动化、无人化生产的快

速发展，对钳工有了更高的要求。“作

为新时代钳工，必须要与时俱进。”为

此，杨准正不断吸收新的理论，学习

智能化、科技化钳工操作，让自己成

为满足多样化生产的复合型人才。

锉刀配少年 磨砺铸匠心
侯艺松

在南昌，每天都有上百辆地铁列

车驰骋在 4 条线路的轨道上，将数十

万市民乘客安全运送至城市的各个

地方。在这背后，有一群年轻人，以

保障乘客的安全为己任，以提高地铁

运营的生产效率、降低能耗为目标，

日复一日做着检修工作，并刻苦钻

研、发明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

术难题。他们就是南昌地铁车辆检

修青年工匠工作室的成员。

“这个元件还要修复一下，大家

再想想怎么更好地完成。”5 月 6 日上

午，在南昌地铁 2 号线车辆综合维修

基地办公大楼一处 100 平方米的工

作室，徐星星和三个小伙伴正在研发

一 个 重 要 课 题 —— 千 次 门 开 关 项

目。这里便是南昌地铁车辆检修青

年工匠工作室。它于 2020 年 3 月正

式挂牌成立，目前共有 10 名成员，绝

大部分是“90 后”。工作室设立的初

衷，是为了进一步弘扬新时代工匠精

神，让一线员工和青年员工有更专业

的发挥平台，起到引领带头的作用。

走进工作室，记者看到，这里由

两间房间组成。外面的房间陈列着

10 名员工的基本信息和成绩，桌上

展示了工作室的主要研发成果。里

面的房间则更像一个实验室，分为检

测区、维修区、机械加工区等多个操

作区域，工作室的成员每天在这里不

分日夜地埋头苦干。

徐星星 2015 年来到南昌地铁，

去年成为工作室的负责人。在他眼

里，要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工匠人，首

先要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工作，扎根

一个领域，精益求精，不断实现进步。

根据安排，工作室每年都会向南

昌轨道交通集团上报四五个课题，每

个月还会接到两三个一线生产中遇

到的难题，同时完成零配件的常态化

维护。“大家每天都很忙，经常是出了

车间又进工作室。”徐星星说。

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付出，让工

作室的成果不断涌现。去年，工作室

申报的“一种车门的尺寸测量装置”

获得全国发明专利，大大鼓舞了人

心。“一辆列车有 48 扇门，尺寸不统

一，以往检修时需要三个人带着三种

工具去测量。这个发明实现了一个人

靠一种工具就能完成所有车门的测量

工作，而且工具上集成了蓝牙传输功

能，所有数据自动上传至电脑，省去了

手动记录的麻烦。”徐星星介绍。

业务进步的同时，工作室的成员

也陆续获得了各种荣誉。“洪城技师”

“南昌市技术能手”“南昌市杰出青年

岗位能手”“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劳

动竞赛维修能手”，以及南昌轨道交通

集团颁发的多个奖章，琳琅满目。

指着工作室上“创新、攻坚、传

承、互助”八个大字，徐星星说，这既

是集团的要求，也是工作室每位成员

的坚持。

工作室里出功夫 研发检修结硕果
本报记者 陈 璋

农民工砌墙“艺术”
登上全国竞技舞台

本报记者 徐黎明

连日来，上栗县赣湘合作电子信息产业园工地一

派忙碌，一排排高标准厂房拔地而起。切割、铺灰、铺

砖、刮浆……砌筑工胡美俊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经

他砌筑的墙面美观整洁。

进入建筑行业 12 年来，胡美俊从一名没有任何建

筑技能的普通农民工，锻炼成长为省级技能工匠、全

省砌筑工工种大赛冠军。胡美俊说：“行行出状元。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梦想就会实现。”

1991 年 出 生 的 胡 美 俊 是 南 丰 县 太 和 镇 司 前 村

人。初中毕业后，他在广州做过皮具加工，在江苏的

楼盘贴过瓷砖，2009 年和同乡到上海建筑工地务工，

从事工资最低的小工。

做小工，挣的是苦力钱；做泥工，干的是手艺活，

有手艺才能养活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细心的胡美俊

一边给师傅打下手，一边琢磨怎么砌墙，几个月时间

就学会本领当上了泥瓦工。

此后，胡美俊整天吃住在工地，白天晚上都在琢

磨砌墙技艺。“水平线要怎么拉”“砖块的水平缝该有

多厚”……这些基本数据他都了然于胸。省内不少重

点工程项目，都留下了胡美俊的足迹。

2021 年 7 月，正在南昌一工地上砌砖筑墙的胡美

俊，突然接到派遣单位的通知，让他参加 9 月举行的全

省砌筑工技能比赛。经过紧张的备赛，胡美俊不负众

望，拿到了全省“天工杯”砌筑技能竞赛第一名。

随后，胡美俊又接到了代表江西参加第七届全国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在集训阶段，他每天按照

国赛的标准来强化学习训练。

全国大赛在成都举行，短短 7 小时的竞技时间，胡

美俊需要根据任务图纸完成规定的墙体砌筑，砖块组

合成的花纹图案、墙体整体美观度、各个细节的角度、

原材料合理利用等都是考核的要点。经过激烈角逐，

他取得了全国砌筑竞赛第七名的好成绩，这是江西选

手参加历届此项全国大赛在砌筑项目中的最好成绩。

“将工匠精神融入平凡岗位，他砌的每堵墙都是

作品。”省建工集团工会认为，胡美俊精益求精，把不

起眼的砌筑工作做得颇具艺术感，非常难得。

苦练舌尖功夫
成就品酒大师

向 斌 本报记者 付 强

品酒是白酒生产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作为国家级

白酒评委、国家一级品酒师，蔡珊每天要与白酒打交道，

十年来，她用味蕾品评各种样酒，用工匠精神护航“舌

尖”品质，为江西白酒行业培养了一大批品酒专业人才。

蔡珊是一名“90 后”。大学毕业后，她进入樟树市

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工作。在一次公司内部举

行的选拔测试中，蔡珊的品酒天赋被发现。

“在闻香和尝味方面，小蔡确实有天赋，一般的品

酒员需要尝三四次，她只要尝一次，就能对酒样有准确

的判别。”蔡珊的同事陈瑜说。

在常人眼中，品酒师似乎是一份每天喝酒的工作。

其实，他们并非外界想象那样轻松惬意。以蔡珊为例，

为了尽快学会酿造工艺和白酒品评知识，她一头扎进

“酒堆”里，通过察色、嗅香、尝味，综合色香味三方面的

因素，评定酒的风格和品质，生成味蕾记忆，并在脑海里

形成酒的“数据库”。

“多的时候，一天要品 60 种以上酒样，品完后感觉

舌头不是自己的。”蔡珊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品酒师，

除了天赋，更多的是依靠后天坚持训练。

如今，已经品尝过成千上万种酒样的蔡珊只需用

鼻子闻一闻，舌头品一品，就知道这是什么酒，采用何

种工艺酿造。据介绍，原本爱吃辣的她坚决不再吃辛

辣、刺激、太甜、太咸的食物，鸡精、味精更不沾，十年如

一日坚持规律作息，只为在工作时保持最佳状态品评

白酒。

品酒师是酒体质量的把关者，更是评判者。十年

来，蔡珊每天穿梭于生产车间、办公室、品酒室、小样室

之间，对样品酒经过数十次品评和质量定级。“如果样

品达不到标准值，哪怕只是分毫之差，我们都不会允许

其出厂生产。”蔡珊和同事们将品酒工作做到极致，保

证每一批次产品质量合格。

在此基础上，蔡珊还编制了品酒作业指导书和特

香成品酒、基酒标准，主动参与白酒行业技术交流，不

断引进品酒新技术、研发新酒体。同时，她积极参与白

酒品酒培训，担任主讲老师，为公司和白酒行业培养专

业的品酒人才。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蔡珊通过白酒类最高水

平测试，成为国家级白酒评委；2020 年，她蝉联中国酒

业协会国家级白酒评委、省白酒专家，并被授予“全国

酿酒行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系江西唯一入榜者；

2021年，她又被评为第二届“宜春工匠”。

一双“铁脚板”守护万家“烟火气”
本报记者 洪怀峰

徐星星（中）与工
作室成员交流。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新工匠新工匠

杨准正学习操控智能化机器。 侯艺松摄

胡美俊在砌墙。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蔡珊正在专心致志品酒。 本报记者 付 强摄

赖冰华进门入户做燃气安检。 通讯员 彭 亮摄

“您好，我是燃气安检员，方便进

门检查一下您家的燃气设备吗？”5
月 5 日 8 时许，身着黄色工作服，背着

专业维修工具包的燃气安检员赖冰

华，敲响了萍乡市湘东区滨江国际小

区居民吴浦声的大门，经其同意后套

上自备鞋套进行燃气安检。

赖冰华是一名“90 后”，入职萍

乡新奥长丰燃气有限公司已有 4 年

时间。他负责的燃气安检区居民用

户近 2 万户，每天需要跑 25 户左右，

行程至少 80 公里。看似平凡的安检

工作，充满艰辛和挑战。无论是刮风

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都要 24 小时

待命，走街串巷，进门入户。

毕业 于 新 余 学 院 的 赖 冰 华 ，学

的是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一开始

对于燃气安检完全是“门外汉”，但

他肯吃苦，善学习。为了补齐燃气

安检专业短板，赖冰华虚心向公司

前辈请教，同时勤加练习。为了检

验一个丝口是否标准，他能反复套

上 几 十 遍 ；为 了 熟 练 掌 握 管 钳 技

术 ，他 一 遍 遍 练 习 ，只 为 固 化 肌 肉

记 忆 ，做 到 既 快 又 稳 。 另 外 ，他 还

通 过 看 书 、看 视 频 ，恶 补 燃 气 安 检

知识。

肯吃苦，让他练就了一双“铁脚

板”；爱学习，使他练就了一双“火眼

金睛”。赖冰华因此从一名普通的燃

气安检员成长为公司燃气安检团队

负责人。但他并未因此停下脚步。

“随着 5G 网络、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的发展与成熟，用于燃气生产与管

理的场景越来越丰富，燃气安检员一

定要与时俱进。”在赖冰华看来，不管

燃气安检的技术如何更新迭代，“干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工匠精神永

不过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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