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了不得，不断打赢人，但在
高铁制造领域，由于一个人的存在，机
器人暂时没有得手。这个人就是李万君
——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八大代表、
中国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

出神入化的焊枪手

采访李万君几次了，印象里他很腼
腆、内秀，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这次采访李万君，却发现工作中的
他可不谦虚了，什么都是他的最好。在
工作室，他向 《经济日报》 记者展示着
自己的代表作：有产品，还有不同时期
用 焊 枪 焊 出 的 字 。 展 示 时 ， 他 相 当 自
豪、自信。

说高铁领域机器人打不赢人，其实是
说李万君能做机械手不能做的焊接。像一
些产品的边、角，机器手伸不进去，就要
由他手工来焊。人把手伸进边、角焊接，
难度可想而知：空间小，转不开手，焊缝
还要平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焊得好，才
叫真水平。“现代焊接不再是传统的融焊
条、接焊缝的模式了，是把焊丝直接焊在
连接处。怎么做好焊接呢？需要把握好电
流电压，还有焊接手法。”李万君向记者
介绍说，“焊接的接口越多，完成的难度
就越大。比如环形焊，因为有曲线部分，
用机械手难以完成。如果人工焊接能够一
气呵成完成，质量上就不输机械手。为这

个，我们在夏天也不敢喝碳酸饮料，就怕
焊接时打嗝影响质量”。

李 万 君 把 手 中 的 焊 枪 使 得 出 神 入
化 ， 两 根 直 径 仅 有 3.2mm 的 不 锈 钢 焊
条，可以被他分毫不差地对焊在一起，
而且不留一丝痕迹；听到 20 米外的焊接
声，他就能判断出电流、电压的大小、
焊缝的宽窄、是平焊还是立焊以及焊接
的质量如何。

记者跟随李万君来到转向架制造中心
焊接一车间。在这里，他和同事忙着研究
美国纽约地铁的焊接规范，并做出了数十
个工件，等着美国专家前来作工艺评定，
然后决定是否有能力参加美方的转向架焊
接项目。记者看到样品中有平焊、立焊等
焊法，不禁问道：“去年 12 月来采访时，
你们在研究美国波士顿地铁的焊接规范，
进行了焊丝模拟试验，怎么现在还要研究
纽约地铁的规范？”“美国各州有各州的标
准，需要分别投标。”李万君回答说。

为中国高铁争光

李万君在变。刚进厂时，他想的只是
干好手中的活，当上劳模。可干着干着，
他意识到作为大国工匠的责任，“我工作
干得好坏不只代表我自己，还代表着公司
的水平，有时候还能决定公司能否签下国
际大单。每个人是微小的，却又是每个伟
大的组成部分”。

高速动车组的关键部件是转向架，而

转向架的核心技术之一是构架焊接，李万
君正是凭借他世界一流的构架焊接手艺，
被誉为“高铁焊接大师”。

去年，李万君 3 次见到习近平总书
记，其中一次是作为劳模代表向习近平总
书记等中央领导作汇报。“这是因为我们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世界上干出
了名堂，成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亮点，
为国家制造业争了光，我们技术工人也得
到了肯定。”李万君说，中国中车生产的
高铁列车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抢
手货。作为中国中车的主力企业，长春客
车股份公司生产的高铁和动车组，先后出
口到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 19 个国家
和地区，累计出口 5000 多辆，出口数量
稳居同行业之首。

长客能够角逐国际高铁市场，靠的不
是价格优势，而是以技术创新解决用户的
难题，满足用户的需求。简而言之：长客
的产品质量上乘，运行可靠。

2006 年，长客股份正紧锣密鼓地制
造我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的主力车型——
时速 250 公里动车组，但由于转向架环口
要承载重达 50 吨的车体重量，焊接要求
极高。试制初期，因焊接段数多，焊接接
头极易出现不熔合现象，现场的外国专家
很头疼。关键时刻，李万君摸索出“环口
焊接七步操作法”，可将 600 毫米周长的
环口焊接一气呵成，且不留瑕疵。这一操
作方法在长客高速动车组生产中被广泛推
广，并纳入公司的生产工艺文件，也让外

国焊接专家开了眼。
迄今为止，李万君已创造出“拽枪式

右 焊 法 ” 等 20 余 项 转 向 架 焊 接 操 作
法，均得到推广应用，解决了高铁生产
的 诸 多 问 题 ， 累 计 为 企 业 创 造 价 值
1000 多万元。

人才培训“总教头”

2008 年，长客开始研制时速 350 公
里动车组，成立新产品车间，还从相关技
校招来了 400多名新员工。李万君挑起了
培训新人的重担。

新产品采用德国工艺标准，每名上岗
工人必须取得欧洲焊接证书，还要获得
AP 式样资质。技校毕业的新员工理论知
识相对较差，有的连数学换算都不会，培
训难度超出想象。为加快培训速度，李万
君加大实际操作量，还将复杂的工艺操作
过程分解成一个个的具体步骤，并对每一
个步骤作出详细描述，让学员容易掌握。
通过因材施教，李万君创造出一个“奇
迹”：培训的 400 余名新员工全部提前半
年考取了国际焊工证，并通过了 AP 式样
考试，成为高速动车组制造的主力军。

2010 年，李万君首席操作师工作站
成立。几年来，他带领团队完成技术创新
成果 150 余项，申报国家专利 20 余项，
攻克了大量生产难题，还培养了多名技术
人才。2012 年，工作站被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命名为“李万君国家技能大师工
作室”；2014 年，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命
名为“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李
万君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成为名副其实的
焊工高技能人才培训的“总教头”。2015
年，李万君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代表
全国劳模宣读倡议书，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为他颁奖。

凭借着世界一流的精湛技艺，“高铁
焊接大师”李万君早已声名在外。曾有日
本、新加坡等地的多家企业，纷纷向他伸
出橄榄枝，均被他一一回绝。他说：“没
有企业的培养，没赶上中国高铁事业的大
发展，就没有今天的李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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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独具的“焊接大师”
——记中国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君

本报记者 李己平

3 个月前，王立滨告别
了 40 年的火车司机生涯，
正式退休。那一刻，这位坚
强的东北汉子落泪了⋯⋯

今 年 60 岁 的 王 立 滨 ，
是兰州铁路局兰西机务段兰
州客运车间的司机，40 年
来，他先后驾驶蒸汽、电力
机车追风赶月，在陇海铁路
兰州—天水—西安线路上安
全驰骋 254 万公里，相当于
绕地球 63.5 圈。他先后获
得全国铁路劳动模范、火车
头奖章等殊荣，被工友们称
为“大车”（火车司机） 老
工匠。

1976 年，王立滨来到
兰州铁路局，先后在原陇西
机务段、兰州西机务段担任
司炉、副司机、司机等职
务。1982 年 6 月，他成为
一名电力机车司机，从此与
机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勤奋踏实、讲原则、讲
标准、讲规矩、讲正气的王
立滨，在司机队伍中有较高
的声望，是大家公认的“老
大哥”。1988 年 3 月，他认
真执行标准化作业，曾防止
一起特快列车正面冲突重大
事故，受到了兰州铁路局的
嘉奖，荣立三等功。同事们
都高兴地为他庆祝，他却
说：“开火车得把火车当成
自己的‘座驾’，闸把虽小
力却抵千钧，不能有半点粗心大意。既然干上了开
火车的行当，就不要闯红灯、越雷区，因为旅客的
生命安危在司机手上。”

2015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 时 40 分，《经济日
报》 记者曾登上从兰州开往泰州的 K420 次列车，
体验过王立滨平稳操纵列车的高超技艺。

王立滨驾驭的列车要经过许家台、甘草店等
地，这里地势复杂，遍布小曲线半径、长大下坡
道，各个区段的操纵方法均不相同。记者看到，
操纵台上放着一沓区段操纵法示意图，上面标明
了各个区段的长度、运行时长、信号机数、分相
位置、进出站坐标、最大坡度，并清楚地写明了
操纵方法及注意事项。当天 9 时 46 分，王立滨轻
轻地拉下手柄，列车缓缓开动，感觉不出任何
晃动。

电气化铁路每隔一段就有一个电分相，过电分
相时，机车要先断电再给电，特别是过上下坡道分
相，这就给操纵带来极大挑战，快了容易造成冲
动，慢了列车就会晚点。只见王立滨注视着电流表
上的电流量变化情况，在起、退手柄之间，娴熟地
推拉着手柄，加载、减载从容淡定，列车始终保持
着平稳运行，做到了“启车客不知，停车客不晓”。

“上坡时，是机车牵引列车走，下坡时，是车
厢推着机车走，连接车厢的车钩不断变化，需要司
机通过人为控制，弯道退闸才能保持列车的平稳运
行。上坡、下坡、鱼背坡道、锅底坡道的操纵方法
各不相同，全靠自己的悟性和工作经验。”王立滨
说，他希望将自己的工作经验传给年轻一代，现在
退休了，车间正好有“劳模工作室”，他可以上劳
模讲坛传授开车技艺，让这种“工匠精神”落地生
根，融入“大车”的血脉中。在王立滨看来，“工
匠精神”的核心是一种理念、一种情怀，培育“工
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而是要传递给“大车们”
一种思维方式，让他们在传承中不断思考、不断创
新、不断突破。

2016 年 1 月 25 日，是王立滨退休前最后一次
出乘。他担当的深圳至兰州 K131 次列车 22 时 45
分从西安出发，疾驰在陇海铁路线上。这是师傅的
最后一次出乘，徒弟牛长海格外仔细地观察师傅的
作业过程，小曲线如何推拉手柄、锅底型、驼峰型
等特殊地形交替出现时如何平稳操作，看得连竖大
拇指。王立滨总结的“动能闯坡、惰力运行、多次
减压、准确控速”的“行车秘笈”，实现了列车运
行坡道牵引无冲动，也成就了他当之无愧的“平
操王”。

40 年来，王立滨行车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
一直保持着“安全正点第一、平稳操纵第一、节约
电能第一”的全局纪录。作为劳模工作室兼职技术
教师，他还为段上培养了 30 多名技术骨干。面对

“新技术、新交路、新规章、新机型、新人员、新
变化”常态，王立滨义务担当“劳模工作室”客座
教授，为兰州西机务段 2000 多名“大车们”传经
送宝，退休后继续为铁路作贡献。

兰州铁路局兰西机务段退休司机王立滨

：

四十年行车无事故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强

科

李万君是全国劳动模
范、党的十八大代表、中国中
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
先后创造出“拽枪式右焊法”
等 20余项转向架焊接操作
法，及时解决了高铁生产的
诸多问题，累计为企业创造
价值1000多万元。带领团
队完成技术创新成果150余
项，申报国家专利20余项。
凭借世界一流的构架焊接技
艺，被誉为“高铁焊接大师”。

人物小传

李万君在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王立滨驾驶列车执行呼唤应答作业。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他仅有初中学历，却成长为大型企业的
项目技术总工；他曾经是一名农民工，在新
中国成立以来建筑业最大规模的一次技术
比武中，一举夺得“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
状元”，成为“4000 万建设者的新偶像”；他
扎根工地，凭借超群的木工手艺，赢得了同
事们的尊重，周围人都称他为“鲁班传人”。

他是翟筛红，今年 47 岁，全国劳动模
范，是中建五局资深技师、中建五局装饰公
司项目总工程师。

苦心钻研成“状元”

翟筛红 16 岁开始学做木工。他勤奋
好学，刚进中建五局装饰公司时，得知同事
有一本经典著作《营造法原》，就借来看。
这本书是竖式排版，文言文写作，很多大学
生都读不下去，只有初中学历的翟筛红居
然把它“啃”了下来。

“干一行爱一行”，翟筛红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这句话。他说，人生难得干一件自
己想干又能够干好的事情，找到这么一件
事情是人生的幸福。空闲时，翟筛红除了
研究工作，就是到处转悠。哪里有古建筑、
庙宇楼台、独特的装饰工程，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他甚至可以告诉你，在江苏无锡太
湖鼋头渚的古庙里，哪个雕龙有多少枚

鳞片。
翟筛红因为工作出色成了领班，许多

技术难题和急重任务，项目部的同志总爱
叫上他、派给他，他也总能漂亮地完成。

2006 年，翟筛红参加了全国建筑技能
大赛，战胜了来自全国的 116 名精细木工
选手，夺得全国精细木工比赛第一名。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翟筛红成
了名副其实的“木工状元”。他说：“通过这
么多年的经历，我总结出一句话‘慢工出细
活’，只要你耐得烦、霸得蛮、吃得苦，你就
能把这个活儿做好。”

扎根工地创佳绩

因比赛取得好成绩，翟筛红被破格提
拔为中建五局装饰公司无锡分公司副总经
理，从忙乱的施工现场坐进机关办公室。

然而，在办公室待了大半年，翟筛红待
不下去了，他找到公司领导，把自己的想法
和盘托出，“我还想到工地上去，到工地干

活心里才踏实”。
很多人说他傻，放着清闲的办公室不

坐，还回去受累。可重新回到工地、回到施
工现场的翟筛红如鱼得水，心情十分愉
悦。工友们说，翟筛红对工地有感情，待不
够，满眼都是活。翟筛红说，木工这种手艺
活放不下，一放下就生疏了。天天摸、天天
练、天天学，才能保证自己不退步。

有一天，翟筛红看到做门头的工人一
天做不了几平方米，就对他说：“你这样做
太慢。”工人师傅不服气，以为他外行领导
内行，就回了一句：“你嫌慢，那你来做做
看！”

“做就做。”翟筛红操起工具，1 小时不
到就做出了一个门头。工人师傅服气了，
就按照翟筛红的方法来，不仅质量好，工期
也节约了一半。

和翟筛红接触多了，工友们发现他挺
有能耐：能一眼看出 3 毫米的误差，面积多
大、形状多复杂的料都能下⋯⋯

10 余年来，翟筛红扎根工地，常州天

隽峰、马鞍山大剧院、三一重工综合楼、中
联重工办公楼、西安华南城、郑州地铁、郑
州华南城、洛阳牡丹城等工程的工地上都
留下了他的身影。

不管在哪个项目，他总是第一个到
岗，最后一个离开，与他的工具为伍，与
图纸为伴。他参建的工程中，有 3 项获全
国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两项工程
获全国装饰工程质量最高奖“全国建筑工
程装饰奖”。工友们都说，翟筛红是工程
质 量 和 品 质 的 保 证 ， 有 他 在 ， 心 里 就
有底。

带出徒弟俱成才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作为
“木工状元”，翟筛红却丝毫没有这种想
法，而是总结多年经验，定期组织项目技
术工人进行培训，千方百计将自己掌握的
知识技术传授给身边人，带领工人们尤其
是年轻人进步。“教徒弟就得手把手地
教，他们上手了，我心里才踏实。希望更
多人学到我的技术，为企业服务、为社会
服务。”翟筛红说。

这些年来，翟筛红带出了一个明星劳
务班组——“翟筛红班组”。这个班组目前
有几百人，其中不少人成为技术能手和企
业的中坚力量，甚至当上了项目经理、项目
技术总工等。在“翟筛红班组”的带动下，
中建五局装饰公司的工人班组掀起了狠学
技能的热潮。

翟筛红传授给徒弟们的，不仅是精湛
的木工手艺，还有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
有时候，他听到轨道工程车过往，就担心会
因为产生震动，对全站仪三脚架造成影响，
出现数据偏移，就不厌其烦地带领徒弟一
遍遍复查，确保数据准确。

十几年来，翟筛红一步一个脚印，用
自己的辛勤汗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实现
了人生价值，谱写了一曲精彩的劳动者
之歌。

脚踏实地的“木工状元”
——记中建五局装饰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翟筛红

本报记者 亢 舒翟筛红今年47岁，是中

建五局资深技师、中建五局

装饰公司项目总工程师。他

曾经是一名农民工，靠着勤

奋、爱钻研的精神，练就精湛

的技艺，夺得全国技能大赛

精细木工状元。他还精心总

结多年的工作经验，把技术

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徒弟，带

出一个明星劳务班组——翟

筛红班组。

人物小传

翟筛红在一丝不苟地工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