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 年李斌从技校毕业，人生起点并
不高，好奇、好学是他的内在动力，忠
诚、实践是他的人生坐标。“岗位缺什么，
我就学什么；企业需要什么，我就补什
么，我们的企业一定要成为同行中最好
的，中国一定不能输给外国。”上海电气液
压气动有限公司液压泵厂数控工段工段长
李斌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学习钻研技术起步，李斌用一年多
时间就初步掌握了车、钳、磨等金属切削
加工技术，然后又掌握了机械、工装、维
修技术。

刚参加工作赴瑞士企业学习时，李斌
的行李中比别人多了 4 本厚厚的德汉词
典，公司只要求他们学习最简单的加工操
作，但他不满足于此，利用各种机会，把
每一个调试步骤、每一项程序都记在心
里。30 多年来，他不断学习进修：经常
下班后赶十几公里路程到学校，如饥似
渴地学习各类知识，先后考取大专、本
科文凭；坚持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掌握
了运用数控机床编程、调试、工装、维
修四大要素；以坚毅的精神学习英语，把
它作为掌握现代技术的工具；努力掌握最
新科学技术，为提高企业产品国际竞争力
献计献策。

“让我试一试！”这是李斌每逢遇到技

术难题时的口头禅。近年来，李斌技术中
心及李斌数控技术工作室共完成新产品开
发项目 85 项，专利授权 65 项，成为上海
市专利试点企业。工作室还完成了工艺攻
关 276项，产品加工工艺编程 1900余个。

为解决长期困惑企业的斜轴泵质量问
题，以李斌为首的斜轴泵质量攻关小组，
通过对缸体工艺的重大改进，使产品能级
上了新台阶，为企业产品扩大国内工程机
械市场份额、进入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基

础。
为提高液压技术，李斌主动提出并承

担了相关重点攻关项目。在他的带领下，
该项目的 11 个关键技术难点全部取得突
破，打通了产品技术上的瓶颈，使产品在
强度、精度、耐磨性、装配复原性等技术
指标上，完全达到了进口部件的技术性
能，并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关键技术的突
破，使相关系列产品主要技术性能达到国
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企业 20 多

年来的梦想与追求。
“自己本事再大，奉献的只是个人的

力量，唯有涌现更多的智慧工人，才能有
力地推动企业发展、社会发展。”平时很
少说话的李斌，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在他
带领下，工人们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已蔚
然成风。

来自安徽的陈根勇，进厂时什么也不
懂，李斌手把手地教他。现在陈根勇已成
为技术娴熟的数控机床操作工，还被评为

“李斌式工人”。
为 更 好 发 挥 李 斌 的 示 范 带 动 作 用 ，

2004 年上海电气集团成立“上海电气李斌
技师学院”，弘扬“敬业、钻研、奉献”的
李斌精神，共为国家培养 1.65 万余名高技
能人才。工作室成员陈勇获得上海市国资
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上海市劳动模
范；胡强传在 2012 年上海市职工技能竞赛
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并获得上海市技术能
手和上海电气 （集团） 总公司的李斌式职
工标兵称号；青工张杰获数控铣床 （三
级） 一等奖，张杰将代表上海电气参加上
海市青年职业技能竞赛 （数控）。

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李斌及他的团队
的技术创新、技术攻关活动给公司创造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辐射效应。
按近 3 年统计，项目平均每年销售收入超
过 6000 万元，累计新增销售收入合计达
到 18000 多万元，毛利率平均为 35.7%。

“通过国产化关键技术攻关，使我们真正拥
有国际先进的液压元件制造技术，改变我
国基础液压元件的技术落后局面，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实现了高端液压元件的全面
国产化。”

李斌自信地说：“知识使我们工人更有
力量，我们将尽力为企业做得更多、更
好，使我们的国家发展更快！”

没有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没有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有的只是一颗对党的事业忠诚的
心和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牵挂。他，就是吉林省
辽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杨如军。就在
不久前，辽源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喜获“全
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摘取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领域的桂冠。

如何使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
有救济，生育有保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成
为杨如军到任后经常思考的问题。他结合实
际，创造性提出“助保贷款”新思路，在全省
率先实行“政府担保、财政贴息、银行贷款”
的助保续保办法，降低困难群体申请贷款缴费
的资格准入条件，提高贷款额度，切实解决缴
费困难人员的养老后顾之忧。

“退休之前产生的利息由政府贴息，退休
之后贷款本金和利息从养老金中扣除，这样就
能减轻参保人员的负担。”杨如军说。

在杨如军的带动下，辽源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通过与财政、就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进一步拓宽了享受社保补贴的群体，并采取了

“财政放钱、就业放权、差缴直补”的工作措
施。每年初，财政局将当前的补贴资金一次性
拔入社保局账户，参保人员缴费时只需要缴纳
差额。这种创新做法得到了参保群众的充分
认可。

“我老伴患股骨头坏死卧床不起，儿子上
大学每年都需要不少钱，全家人就靠这点退休
金生活，多亏了这个贴息贷款好政策。”说起
辽源市参保续保缴费困难人员财政贴息贷款带
来的好处，家住辽源市西安区东山街的刘秀
石说。

随着“助保贷款”政策不断细化，适用
人群、贷款年限一再放宽，从参保人最初需
承担一半保费，到现在部分特困人群可以

“零首付”、“按揭”养老。经过几年的深入开
展，辽源市社会保险局已为 235 名困难人员
办 理 财 政 贴 息 贷 款 ， 累 计 发 放 贷 款 411 万
元，保证了参保续保缴费困难人员老有所
养、安度晚年。

在辽源市社会保险局业务大厅，一声热情
的“您好”，拉近了工作人员与群众的距离；

“一站式办公”、“限时办结”的服务承诺，催
生出群众满意的笑脸。而这也是杨如军打造

“温馨服务”理念的一个缩影。为让服务不打
折扣，社保局专门设立了“委屈奖”，奖励在
服务过程中“把委屈留给自己，把舒心交给群
众”的员工。

为方便群众就近办理业务，辽源市社会保
险管理局在市辖区成立 3 个社保分局，并采取
居家养老与物业联姻的运作模式，进一步拓展
服务范围，重点为孤寡、老龄、重病老人提供
免费或低偿的居家养老服务，开创了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全新模式。

“服务中心就像个大家庭，工作人员像家
人一样照顾我们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只要一个
电话，他们就会到家里看看。”说起工作人员
的贴心服务，年近古稀的于春华老人赞不
绝口。

一次次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换来的是社
会保障水平的持续提升。2014 年末，辽源市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总人数达到 178362
人，城乡居保工作稳步推进，共有 32799 名城
乡居民参保缴费，参保率达到 100%。

“要把离退休人员当成我们的衣食父母，
把参保群众视作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倡导务
实为民百分百，谁砸社保的牌子就是砸自己饭
碗。每名员工都是一个窗口，只有擦亮这个窗
口，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保险‘稳定器’、‘减压
阀’的作用。”杨如军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洪都钳焊液压附件
厂有位大名鼎鼎的“铣王”，因为他工作动力
超强，善于挑战难关，被同事们亲切称为“马
六”（马自达 6）。他的名字叫马跃辉。

1991 年由部队转业后，马跃辉被分配
至中航工业洪都钳焊液压附件厂，在普通
铣工岗位上，一干就是 20多年。

“航空报国，强军富民，敬业诚信，创
新超越”是马跃辉坚守的宗旨理念。他以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拼搏精
神，刻苦钻研，不断提升能力，增强素
质，从一名普通铣工成长为中航工业首席
技能专家。

一次，某型飞机的一个重要零部件因
尺寸较大、形状复杂，又对形状位置精度
加工要求较高，经常出现批次性零件安装
无法实现互换现象。马跃辉仔细研究，通
过自制定位工装，加大工件受力面积，减
小零件加工变形；采用粗加工、精加工相
结合等方法，克服了零件加工难点，提高
了钻孔定位精度，使零件交付后安装互换
性达 100%。

在马跃辉看来，现代社会知识更新速
度很快，要活到老，学到老，只要在平时
的工作中，善于学习，细心总结，努力创

新，当经验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很多工
作就可以得心应手了。

靠着自己的勤奋钻研，他自学了 《机
械加工工艺编程》、《CATIA 数控编程》、

《铣削加工工艺原理》 等课程，他还利用业
余时间钻研车工、钳工、磨工等专业工种
加工技巧，增强对新工艺新方法一体化加
工的认识。2004 年，马跃辉荣获“江西省

职工自学成才奖”。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能，

让马跃辉在零件加工领域游刃有余。由他
创造的许多零件加工方法得到应用推广，
大大提高了零件加工效率和质量。

比如，普通铣床加工小角度复合凹圆
弧面。该工序传统采用双手联动，层层铣
削的方法加工，需要钳工划线，零件加工

精度不高。马跃辉利用组合夹具和万能虎
钳装夹零件，使零件待加工表面与工作台
面成一复合角，并将铣床立铣头倾斜一个
角度，使可调式飞刀与零件成一夹角，零
件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减少了工序要求。

“ 一 枝 独 秀 不 是 春 ，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马跃辉不仅提高个人技能，而且主动
做好“传、帮、带”，将宝贵的实践经验传
授给青年职工。在他所带的 13 个徒弟中，
多名徒弟已经成长为技术骨干。

马跃辉还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带动技
能工人开展“技师上讲台”、“导师带徒”、

“工艺、生产联合攻关”等多项活动，积极
营造“学、比、赶、超”生产氛围。马跃
辉班组成员多人荣获公司级劳模荣誉，在
各类技能比武中创下佳绩。

在担任铣工班组长期间，马跃辉积极带
领班组成员钻研业务，积极参加岗位练兵活
动，不断总结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其班组人
均年工时高达 6000 余小时，提出合理化建
议 80 余条，创造经济价值 93 万元。而马跃
辉个人年均完成工时 8000 余小时，连续多
年实现安全、质量“零缺陷”。近两年来，他
提出的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有近 240 条，
创造直接经济价值可达 110余万元。

2013 年 8 月，以马跃辉名字命名的劳
模创新工作室成立。2014 年 5 月，马跃辉
劳模创新工作室被江西省总工会授予首批
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面对成绩和荣誉，马跃辉总是坦然一
笑，依然保持一贯的勤奋，朝着下一个目
标迈进。他爱工作也爱生活，总是在工作
与生活中找到平衡点，总是在苦干与巧干
中找到乐趣。他就像一根拧紧的发条，迈
着坚实的步伐铿锵向前。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液压泵厂数控工段工段长李斌：

善于创新的智慧工人
本报记者 郑 彬

吉林省辽源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局局长杨如军：

社保工作“领头雁”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江西省技术能手、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马跃辉：

勇于攻坚的“铣王”
本报记者 李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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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义聪是孤儿，十几岁便带着妹妹从
安徽老家来到路桥投奔亲戚。高中未毕业
的他首先在路桥南站学习修车。

两年的汽车维修经历给吕义聪奠定了
良好的汽车维修基础。2004 年，吕义聪来
到吉利汽车金刚公司参观，生产汽车的过
程让他震撼，“以前只是修，从来不知道汽
车是怎么造出来的。”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
制造汽车的人，于是他来到吉利汽车金刚
公司应聘，成为一名装配工人。

2005 年，第一代吉利金刚正式入驻总
装分厂。新车新技术，不断出现的技术问
题，让汽车下线后的调试工作变得异常繁
忙，吕义聪主动申请调往调试组。

虽然做过汽车维修，但面对一天上百
辆的汽车调试问题，吕义聪迎来了入厂后
最辛苦的日子。为了多学东西，他常常钻
进一辆辆成品车里研究汽车故障问题，一
呆就是几个小时。别人去吃饭了，他仍窝
在车里琢磨；别人下班了，他还傻傻地看
着故障车，嘴里念念有词，解决不了这个
问题，是不会下班的；为了查清故障原
因，他常常钻地沟，一钻就是半天；解决
了一个其他人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他会
赶紧把故障模式记下来，以便今后工作中
更好地摸索规律。慢慢地，吕义聪的技术
稳步提高了。

2007 年，公司承接了 284 辆出口车订
单，时间紧迫。车子正要交付时，调试人
员发现有近 40 辆车在行驶中异响，如果不
能及时排除、发货，不仅会影响企业声
誉，还会给公司造成损失。所有工作人员
都来到现场，所有的可能性都摸排了，该

更换的零部件都更换了，可还是没能排除
异响。“给我一辆车，我开出去试试看。”
吕义聪说。在场的技术员都回过头惊讶地
看着这位不起眼的调试工。

吕义聪把车开走了。半小时后，他回
到生产现场，胸有成竹地对专家们说，是

动力转向液壶和发动机怠速控制阀出现了
干涉。吕义聪自信地打开仓盖，果然如他
所说！大家纷纷向吕义聪投来钦佩的目
光。“这是个静止件，一般人都不会想到是
这里出现问题，可能是我检查得比较细
吧。”吕义聪说。

如今的吕义聪成了汽车专家，他拥
有 50 多项改善创新成果，其中 2 项获国
家专利，以他名字命名的“吕义聪技能
大师工作室”也正式挂牌。他还将从事
整车调试工作积累起来的排除故障经验
整理成册，供新员工学习。这个册子涉
及 100 多项功能件，可以让新员工掌握
到更多的排除故障方法。平时同事有问
题常会请教他。

2007 年 5 月，吕义聪被授予“浙江
省职工技能状元‘金锤奖’”，得到了 10
万元奖金。小吕的家庭生活条件并不富
裕、妹妹还没正式工作，吕义聪做出了
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拿出一部分钱
捐献给台州本地的孤儿院。“我从小就是
个孤儿，是吉利给了我温暖的家，我要
用一颗常怀感恩的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们。”吕义聪说。

吕 义 聪 说 ，“ 今 后 我 一 定 要 继 续 努
力，为实现民族汽车自主品牌的中国梦作
出贡献。”

吉利集团金刚汽车总装厂高级工吕义聪：

从修汽车到造汽车
本报记者 佘 颖

吉利集团金刚汽车总装厂高级工吕义聪：

从修汽车到造汽车
本报记者 佘 颖

图为吕义聪正在大师工作室工作。 （资料图片）图为吕义聪正在大师工作室工作。 （资料图片）

图为马跃辉

在工作

。

（资料图片

）

图为李斌在调试设备

。

（资料图片

）

图为杨如军的工作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