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2009 年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阅兵
仪式和 2015 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
仪式上，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
席技师耿家盛作为产业工人的代表，受
邀参加典礼。说起这个荣誉，他非常激
动，“我看到很多令人激动的工业产品，
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制造业工人的自豪与
责任”。

天干饿不死手艺人

耿家盛一家六口人，除了妹妹，其他
人都在昆明重工有限公司干过车工，父
亲耿鼎还担任过总工艺师。认识他父亲
的人都说，耿鼎是一位传奇的技术工人。

1984 年，耿家盛来到昆明重机厂工
作。昆重是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
的前身，这家企业对耿家盛全家意义非
同寻常。耿家盛说，当时到昆重当工人
是个好选择。他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算
二级工，每月工资 32.7 元，父亲是六级
工，每月收入三四百元。当时，人们会笑
话技术不好的工人，对技术好的则非常
尊重。“天干饿不死手艺人”，这是父亲经
常教育他们三兄弟的一句话。

早年，耿家盛跟着昆重第一位高级
车工技师黄廷富学习磨刀。黄师傅拿来
一把车刀，磨好了递到耿家盛手里，让耿
家盛照着磨。耿家盛就找来几把报废的
车刀，老老实实站在砂轮机前，一磨就是
一个星期。“成天反复磨刀，当时也觉得
乏味。每当这时，脑子里就有父亲和师
傅传授给我的话，他们说的是同一个道
理：车工就玩儿‘一把刀’，刀好，活就不
会差。”耿家盛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耿家盛
的技术提高很快，逐渐成长为车工大
师。曾任其直属领导的范子文评价说：

“耿家盛的法宝就是刀，他的很多刀是根
据工件特殊性自制的，这是一般人不如
他的原因。”耿家盛对车刀的打磨、使用

和发明，也就是他传承并总结的一个秘
诀——“因材施刀”。

2015 年，以耿家盛为主完成或独立
完成的“一种深孔锥度铰刀”“一种高硬
度、高韧性难切削材料机加工刀片”获得
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高
硬度合金堆焊机加工刀片”申报了国家
创新项目。

细节和过程重于结果

耿家盛说：“做完工件，我习惯回顾
一下做的过程，这样，产品加工中的得失
就能一览无余。在随后的工作中，把前
面产品的缺陷克服掉，内心就会十分愉
悦、满足。”

耿家盛十分注重加工产品前的准备
工作，“每次接到图纸，我就先弄明白零
件的复杂程度，再选择适合的刀具、工
装、量具。准备越充分，工作起来就越轻
松”。任务饱满时，他能够同时手工操作
3 台车床加工不同的零件，一天能干 100
多个工时，这都得益于他开机前的大量
准备工作。

耿家盛非常爱护他的机床，定期保
养，每天擦拭，确保了机床的精度，加工
起零件来速度快、质量高。“有的师傅不
爱惜自己的设备，设备故障就多，工作效
率自然就不高。”耿家盛说。

1985 年 ，厂 里 分 给 车 间 一 台 新 车

床，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耿家盛上夜班
没车床可开，便跑去找车间主任，主任干
脆地说：“你自己安装好了，车床就归
你。”耿家盛马上找来手锤和钢钎，凿出
地脚螺栓孔，和机修工人一起校好水平，
拧紧螺帽，把机器安装好了。从此，耿家
盛在这台床子上一干就是 10 几年。现
在，车、镗、铣、刨、磨，耿家盛都在行，是
名副其实的“全能”机床工。

1993 年，公司首次承接 132HC 塔机
生产任务，主要零件主弦杆长 2500mm，
要求四件一组长度一致。原加工工艺效
率低，费用高，耿家盛和工友研制了 4 件
双“V”形铁，将主弦杆摞起来用 T68镗床
加工。同时，改进刀具利用机床夹盘铣
刀，将刀片主后角减小，再加强工件钢性，
加大了吃刀深度和走刀量，使每组的加工
费用从 1250 元降到 300 元，工作效率提
高了3倍。

2007 年，耿家盛加工橡胶设备绉片
机的辊轴，由于加工难度太大，他改进机
床挂轮，改装可调速电机，降低工件转
速，自制高速铣头，将其固定在刀架上，
利用小拖板的移动，消除工件正转与反
转带来的综合间隙。改造后的设备加工
效率得到很大提高。

耿家盛说，“对机械加工而言，细节
和过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对细节的追
求和对加工过程的严格把控，结果往往
不尽如人意。我们现在看到的管理更多

注重结果，只要结果是企业在生存压力
下得出的简单逻辑，与工匠精神相去甚
远”。

2015 年 5 月，昆重公司一楼大厅
内，迁址新建的“耿家盛工作室”正式挂
牌。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工作室先后接
待各方调研及观摩学习活动 500 余人
次。

如今，“师带徒”仍然是昆重主要的
人才培养模式，也是以耿家盛为主导的
工匠工作室的重点任务。近年来，工作
室先后与 50 余名青年职工签订了师带
徒协议，耿家盛本人平均每年带徒 7 人
以上。

马自辉是耿家盛的得意门生，已成
长为企业的生产骨干。在他看来，耿家
盛身上的很多优点令人佩服：“他能吃
苦，经常带我们干到深夜；做事不拖拉，
日清日毕；为人和气，一专多能，我们公
司 90%的设备他都能运用自如。”

守住做工人的本分

自认为出身平凡、岗位平凡的耿家
盛，尽管已站在“国家技能大师”这一人
生巅峰，却始终未曾忘记“忧国忧企”。

昆重已走过 57 个年头，辉煌与落寞
交织，现在正处于发展的低谷，职工人数
和收入都降低不少。

面对这种情况，耿家盛有最现实的
担忧——技术工人青黄不接。“在我们厂
周围，每天都有拿着锄头的农民工等着
干零活，多的一天能挣 200 多元。我是
高级技师，但到手的收入有时还没有农
民工高。”耿家盛说，“前年我们分公司分
来 17 名大中专学生，现在没剩几个了。
有的青工家长到车间一看，就对孩子说，

‘走了，别干了’。现在，技术工人不吃香
了”。

耿家盛也面临着诱惑：好几个学校
来挖他。如果去学校教书，他的收入会
比现在高得多。但他说：“我不能、不会、
也不可以这样做，我们这代人很传统，有
感恩心和组织观念。”

“在企业效益好的时候，我也曾经拿
过五六千元，甚至一万元的工资。企业
经营有起有落很正常，任何产品都有自
己的生命周期。最近，我们公司和上海
一家企业合作，研发了一种新型环保厕
所，市场前景应该不错。今年 1 月，公司
聘任我为首席技师，每月给予技术津贴
2000 元。在企业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这
是对我的极大认可。”耿家盛说。

采访结束，记者提出想到耿家盛工
作的车间看看，他很高兴，因为习惯在车
间里干活的他，不太喜欢坐在办公室
里。在车间，指着一台台操作过无数次
的设备，耿家盛如数家珍。看着那些不
太新的设备，记者随口问了一句：“哪一
台是时间最早的？”他说，“是这台车床，
上世纪 50 年代生产的。虽然已经没有
精度了，但前两年还用来加工过对精度
要求不高的橡胶机”。耿家盛还是那样
坦荡、直爽。

临 别 时 ，记 者 感 谢 耿 家 盛 接 受 采
访。他说：“我积极配合采访，是想让大
家知道，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曾经有一群
工人是崇尚技术的，为了心中的那份尊
严和荣耀，他们一直在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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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年 磨 一 刀
——记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席技师耿家盛

本报记者 周 斌

正逢周末，李杰 6 岁的小女儿在屋
外的田地里采着野花，蹦蹦跳跳的，这
让正在开会的他感到很安心。作为河南
省荥阳市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他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

李杰来自郑州荥阳市高村乡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在食品行业工
作 12 年。这份工作经历让李杰对农业
有了更深的理解：“粮食安全是食品安
全的前提，没有农业，何谈发展？”虽
过惯了城市生活，但他骨子里还是惦念
家乡的土地。

随着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的加
大，李杰看到了农业转型的巨大机会，
决心回乡创业。“农村有广袤的天地，可
以大有作为。”李杰说。凭借在企业多年
的工作经验，他知道农村的农业生产要
素过于分散，要减小市场波动给粮食生
产、农民收入带来的冲击，必须用工业
化的理念搞粮食生产，探索出一套适合
大田种植的优质商品粮高产创建模式。

2011 年，李杰联合 6 家农户、18 个

种粮能人成立了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
社，并在荥阳市的 50 个村建立了“农业
生产要素车间”，为农民提供农资、农
技、农机、收储等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
服务。同时，与 30 多家面粉厂、20 多
家饲料厂、河南宛西制药厂等合作，保
证粮食的按时收购，让农民吃上“定心
丸”。2015 年，新田地合作社小麦亩产
1260 斤，比荥阳平均亩产高出 200 斤左
右；回收价格每斤 1.3 元，比市场价高
出 0.15元。

什 么 是 新 型 农 民 ？ 李 杰 的 理 解
是 ，“ ‘ 新 农 人 ’ 就 是 从 农 村 走 出 来
的，有一定品牌意识、专业文化素质
的人，他们希望用现代化方式实现农
业规模化、机械化，以改变传统的作
业方式”。

“现在供种、播种、耕种、收割、回
收全由机器完成，原来要干 3 天的活，
现在半天就干完了。”李杰说，为让农业
生产标准化，新田地合作社和其他 3 个
合作社形成纵向联合，拥有 200 多台农

业 机 械 ， 统 一 安 排 耕 、 种 、 收 、 割 。
2013 年，合作社建设 2000 吨周转仓库
一 处 ， 用 于 成 员 的 粮 食 晾 晒 及 周 转 ；
2014 年租赁 1500 吨直筒仓 10 个，用于
生产要素车间小麦的收储。

品牌之路难走，但不能不走。为扭
转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农民收入保障低
的局面，从粮食生产源头的选种施肥、
中间的代耕代种，到最后环节的粮食收
储，李杰一步步地抓，力保产品品质。

以前，河南的优质强筋、弱筋小
麦 80%需要从国外进口，为改变这种
状况，新田地合作社 2012 年导入新麦
26 （面包粉专用小麦）、2015 年导入
宇玉 30 优质角质化玉米种植，目前已
完成泰国东方正大集团收储单品玉米
的订单。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路子走
对了，“互联网+”的潮流也要跟上。李
杰带领的新田地合作社建立了县级互联
网服务平台、村级农业生产要素车间服
务站，直接对接农资企业，降低农资成

本 30%；通过互联网请专家对土壤肥力
数据进行远程分析，制定配方，实现精
准监控指导。“‘批多多’是我们自己开
发的‘B2B’平台，现在正在调试中，
马上就可以上线了。”李杰说，集生产资
料采购、粮食高产栽培、粮食收储、农
业技术和农业机械服务、农村电子商务
平台为一体的新田地合作社，承载了越
来越多的希冀。

荥阳市高村乡后侯村的村民郝双河
家里种了 7 亩地，加入合作社后，平均
亩产由不到 500 斤提高到现在的 1200 斤
以 上 ， 一 年 增 收 近 5000 元 。 说 起 李
杰，他很激动：“他可没少帮咱们的忙！
有了合作社，俺心里踏实多了！”目前，
新田地合作社成员有 203 户，辐射带动
了周边 7 个乡镇的 1.2 万户农民，统一种
植新麦 26 强筋小麦和宇玉 30 机收玉米 5
万亩，年产粮食 1亿斤以上。

李杰说，今年，新田地合作社计划
新建一家农机服务公司，为农业生产要
素车间提供农业机械服务。

“ 新 农 人 ”的 样 板
——记郑州荥阳市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走进新疆和田师范专科学
校大门，一块印有“琢玉成
器”4 个大字的石刻映入记者
眼帘。这所少数民族师生占多
数的学校，把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作为学校发展的抓手，深入
开 展 “ 共 居·共 学·共 事·共
乐”实践活动。建校以来，为
新疆培养了 2 万多名“下得
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
好”的各类人才，其中大部分
留在南疆，成为推进民族团结
的实践者。

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和田师专地处偏远的少
数民族聚居区，很少有内地学
生报考，造成了学校师生民族
构成单一。”和田师专校长阿巴
拜克里·阿不来提说，2005 年，
汉族师生仅占学校总人数的
5.5%。

为吸引内地生源，2005 年
起，和田师专组织精干力量，远
赴宁夏、青海、河南等15个省份
招生。到 2015 年底,学校汉族
师生占总人数的比例提高到
25% ，目 前 在 校 汉 族 学 生 有
1246 名。同时，和田师专不断
强化师资力量，增加内地高校毕
业生来校工作的名额。目前，共
新招录来自内地的教师47人。

4 月 18 日 ，在 4-211 宿
舍,来自甘肃省积石山县维吾
尔语专业的学生程彬和来自新疆泽普县汉语专业的学生
图尔贡·热孜扎克，正在用汉语和维吾尔语交流学习。

程彬告诉记者，2014 年 10 月，学校出台了混合住宿
规定，他提交了申请，和 4名维吾尔语专业、3名汉语专业
的同学分到一起住。“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学，还能了解民
俗风情，培养友谊。”程彬说。

前不久，图尔贡邀请程彬到家中做客。图尔贡母亲
特意为他做了一碗面：“招待客人应该是抓饭，怕你吃不
惯，就做了面条。你和图尔贡都是我的孩子。”

“像图尔贡和程彬通过混合住宿结成团结对子的例
子，在师专还有很多。”阿巴拜克里介绍说，2014 年起，学
校出台了《各民族学生合住宿舍公约》《各族学生结交对子
交朋友活动实施办法》等制度，全校混合住宿宿舍达到
394个，2527名学生结成“民族团结对子”。

“各族学生学习、生活、活动、成长在一起，增强了民
族团结的体验与感悟，使民族团结之花在各族师生心中
生根、发芽、开花，为进一步推进新疆民族团结事业发展
奠定了基础。”阿巴拜克里说。

培养留得下的双语人才

4 月 19 日，在数学与信息化学院 3202 机房，胡尔西
代姆·伊米提正在用双语进行授课。他说：“这是个混合
编班教学的班级，对我们老师的双语水平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

为提高双语教学质量，学校建立起校领导听课、系部
领导督导、学生评教、教师互评为一体的双语教学质量评
价体系。阿巴拜克里介绍说，学校有 241 名专任教师，
230名能够熟练使用双语授课。

“混合编班教学效果很好，多民族同学有更多的交流
学习机会，进步明显。”学生胡艳艳告诉记者。

和田地区长期人才短缺，“引不来、下不去、留不
住”。和田师专独特的琢玉成器之路，为南疆培养了大批

“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人才。
据统计，2010 年至 2014 年，学校内地生源毕业生

583人，到南疆基层就业的有 526人。2010 年，来自陕西
的张文英从和田师专毕业后，留在和田县吉亚乡第一中
学任教。“很多同学能留在和田从事双语教学或者当公务
员，和学校大力推行双语教育密不可分，掌握了双语，就
像打开了一扇窗，对南疆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
情。”张文英说。

新疆和田师范专科学校积极培养双语人才

—
—

培育各族学子

共建美丽南疆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混合住宿让多民族同学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开栏的话

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进

步 ，构 筑 起 通 向 梦 想 的 坚 实 阶

梯。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

多年坚守梦想、攻坚克难，在平凡

的岗位上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

惑，严谨专注、追求极致，用他们

的辛勤和智慧开创了美好生活。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造就中

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

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在五一国

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们将笔触

对准一线劳动者，为您讲述他们

的感人故事，奏响劳动者之歌。

▲ 耿家盛在

认真工作。

（资料图片）

▲ 耿 家 盛 在 传 授 技

术。 （资料图片）

▶ 耿家盛在跟同事交

流。

本报记者 周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