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笑起来还有点羞涩的张文良，最近又
有一个重磅荣誉加身——入选 2016 年“全
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可他说，表面上破土
而出的我其实一直保持向下向深生长的韧
性。

就像一种奇特的毛竹，5 年不长个，却
突然开始以每天两米的速度疯狂拔节，人
们称之为“魔竹”。事实上它并没有什么魔
法，那 5 年中它一直在向下向深扎根生长，
直到根系极为庞大，吸收养分极为充足，

“魔竹”便开始向上爆发。
在同龄人眼中，张文良的“爆发”显得

有点早，与他文弱温良的样子反差很大。
20 岁被评为沈阳市技术标兵；21 岁获得

“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竞赛冠军；22
岁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
号；23岁获得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

这棵“魔竹”原先藏在哪儿？
藏在辽宁省岫岩县的山沟里。那里盛

产美玉，最好的玉是那种石皮包裹的河磨
玉，内里温润，外表粗粝。尽管母亲始终把
自己的娃当成河磨玉，可邻里乡亲不这么
看。偏科严重、成绩不好，张文良连初中都
没毕业就开始自谋生路。可谁家招工能要
一个“啥也没有啥也不会”的生梆子？“你去
闯吧，咋也要学一门养活自己的本事。”倔
强的母亲把张文良推出小山村，一滴眼泪

也没掉。
17 岁的张文良背起行囊到沈阳职业

技术学院求学。下火车吃的第一顿饭就让
他心疼，两屉小笼包花了 16 元！想到母亲
干农活挣钱不易，张文良一阵难过，“除了
刻苦学习这一条路，我想不出更好的”。

尽管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枯燥的钳工
训练还是超出了张文良的想象。一个站姿
就要练好多天。前腿弓后腿绷，反复锉反
复削，日复一日啥时是头？师傅曲骊看出
了张文良的心思，打开自己的“宝贝”柜
子。“呀！全是奖杯和证书。”张文良眼前一
亮，原来老师是第一届“振兴杯”钳工组冠
军、“全国技术能手”，啥时候咱也能得一
个？柜门“啪”地关上，曲骊一句棒喝：“行
行出状元，不想吃苦就啥也别想！”从此，张
文良暗自憋了一股劲。

时间公平，给谁都是一天 24 小时，
区别是咋分配。张文良这样安排他的时
间：除了吃饭、睡觉不能省，其他都让出
路来给学习和训练。别人周末打球、打游
戏，他看书、找资料；别人看电视、看电
影，他“猫”在车间里单练，锉刀将手掌
心磨出的血泡一再戳破以致结成厚茧。连
看大门的大爷都知道“这孩子走火入魔
了”。深夜空荡荡的车间里，只有张文良
在操练、操练，工厂大门早关了，他每每

深更半夜才翻墙回家。大爷说，这么着
吧，钥匙给你配一把，别翻了。

张文良渐渐开窍了，大工匠能把产品
雕琢成有灵魂的艺术品，源于精益求精的
态度、锲而不舍的追求。多练一会儿就能
多靠近成功一点儿。

机遇来了。“第三届全国技工院校学生
技能大赛你能参加不？”曲骊问。

机遇来得不巧，张文良正犯腰脱，站着
都费劲。集训时，张文良天天疼得满头是
汗。奇怪的是比赛时不疼了，“可能是病痛
看我太专注比赛了，痛感转移啦”。

这次大赛，19 岁的张文良初出茅庐便
以最好成绩摘得“雏鹰奖”。尔后一发不可
收。

工友打趣张文良为“比赛狂”，张文良
倒不否认，“我确实是兴奋型选手，比赛既
能让我提升能力、提高自信，又能找到差
距”。他最心仪的全国“振兴杯”比赛有
CAD 电脑制图及钳工工艺分析等内容，这
使张文良看到了自己的知识短板，要做一
名好工匠仅凭手上功夫还不够，得动脑
子。张文良给自己下了硬任务——每周攻
下一本专业书。有些书市面上根本买不
到，就上网淘，哪怕是二手书也宝贝似地淘
回来。以这样的韧劲，中专水平的张文良
自学取得了沈阳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这期间，张文良先后摘得第八届、第九届
“振兴杯”的冠军和季军奖牌。前一个奖项
不容易，他是历届“振兴杯”年龄最小的钳
工冠军；后一个奖项更不容易，因为跨工种
而被誉为“双料英雄”。

“在机械设备安装比赛方面，我是一个
零基础的‘菜鸟’。”张文良知道自己参赛让
很多人不理解，“别人说啥不重要，获奖与
否也不重要，我只想挑战一下自己，复合型
技工这条路我必须蹚出来”。张文良再一次
用优异的成绩证明了一个“90 后”的勇气
和实力，获得了工具钳工、装配钳工两个高
级资格证书，还熟练掌握了车工、铣工、电
工等 6 个工种，成为企业里小有名气的“全
能王”。如今，他带的徒弟也拿了沈阳市技
工大赛的冠军。徒弟说，别人看到你的树冠
有多大，我们却知道你的根系有多深。

2015 年 《超 级 技 工》 电 视 直 播 大
赛，可谓张文良心目中的“华山论剑”。
为啥呢？这场技能真人秀规模空前，超过
2000 人报名，12 场比赛历时 10 个多月，
还有创造“文墨精度”、揽冠军无数的顶
尖高手方文墨同台竞技。每一轮淘汰赛，
有一星半点儿的失误都可能提前出局。最
后一轮的终极对决赛——电子配钥匙关
卡，要求选手通过观察原配钥匙，复制一
把 钥 匙 开 锁 ， 率 先 开 锁 者 胜 出 。 终 极
PK，只剩下选手方文墨和张文良。张文
良想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可一旁观
战的曲骊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只允许
通过眼睛观察，不让上手摸，对选手的眼
力、记忆力和加工技艺要求，都达到了极
高水准”。看到方文墨率先走上去开锁，
张文良流露出些许不安，虽然他们场下是
经常交流的好哥们。比赛会这么快结束
吗？张文良并没有停下手中的锉刀，计时
器还在，机会就在。很快，张文良也拿着
钥匙去尝试开锁了，但同样连续三次没有
成功。张文良给自己打气，不能浪费往返
时间了，一定要沉住气，再精细一点。第
四次尝试，当钥匙在锁中转动的那一刻，
张文良的心简直要蹦出来！连汗水都来不
及擦就情不自禁地振臂欢呼。没错，冠军
是张文良。

“咱村的张文良出息啦！”辽宁省的电
视新闻很快轰动了岫岩县那个小山村。张
文良知道母亲欣慰得很，“妈，你儿子行
不”？谁知母亲嘴一撇，“搁我年轻那会儿，
小菜一碟”！

你瞧瞧这娘俩。

向下向深扎根的冠军
——记沈阳造币公司钳工张文良

本报记者 孙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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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良在沈阳造币公司提出几十项技术创新，把个人的“看家本事”变成企业的“技术

资源”。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面目清秀、神态儒雅的中航工业导弹
院“鲁宏勋班”班长鲁宏勋，看上去怎么也
不像一名技术工人。

“现代技术工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工人，不再靠不怕脏、不怕累、加班加
点、抢时间、拼体力去创造价值了。”鲁
宏勋说，高科技的设备需要高素质的操
作者，高精尖的产品需要高技能的人员
去创造。

工作 30 多年来，鲁宏勋凭着扎实严谨
的工作作风、不断创新的钻研精神，从一个
普普通通的操作工人，成长为一名能够解决
各种数控加工技术难题的行家里手。

人生不甘于平淡

岗位可以平凡，但人生不能平淡。
1983年，20岁的鲁宏勋从中航工业导

弹院技校毕业，来到十一分厂当钳工。两
年的钳工生涯里，他刻苦钻研、潜心学习，
为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 年，导弹院引进了大量先进设
备，这些先进的设备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工
人来操作。为此，十一分厂成立了数控
班。鲁宏勋主动请缨，要求调到数控班工
作。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最好的数控操
作工。

面对数控机床操作界面和设备资料中
密密麻麻的英文，他自学英语和计算机技
术，一有空就站在数控机床前，反复地
看，反复地琢磨，不懂就问，回到家就刻
苦学习英文。不到两个月，他就系统地掌
握了计算机辅助编程，在数控机床上编出
了导弹院的第一个加工程序，生产出第一
个数控加工零件，成为导弹院第一个较全

面掌握数控机床操作、编程的技术工人。
工作成绩的提升需要脚踏实地的勤

奋，更需要独辟蹊径的创新。鲁宏勋大胆
进行技术革新，出点子、找方法，改进供应
商提供的工装，并充分发挥数控机床多轴
联动的工作特点，编写类似三轴联动加工
程序，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和质量，还节约
了生产成本。

由于表现出色，鲁宏勋荣立原航空航
天工业部一等功。作为唯一一名工人，他
与总工程师、总工艺师等高级专家一起站
在领奖台上，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这一年，鲁宏勋仅 26岁。

型号成功我成才

中航工业提出“型号成功我成才”。鲁
宏勋说，型号给了他成长的舞台和广阔的
空间，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

分厂领导介绍说，型号工作很辛苦，鲁
宏勋工作起来十分拼命，碰上急活，他能两
天两夜不睡觉通宵干；工厂休高温假期间，
他经常一个人跑去加班，天气太热，他就光

着膀子干。
不仅工作上执着认真，在技术上，

鲁宏勋也从不满足现状。他主动向车间
领导提出成立编程组，将全组所有的加
工件实行统一编程，加工人员只要会操
作就行了。

鲁宏勋负责全组的编程，不具体操作
机床，拿全组的平均奖，奖金比过去下降了
不少。有人问他这是何必呢？鲁宏勋说，

“我们不能目光短浅，这符合现代化的管理
需求，对任务有利，对车间有利，对研究院
有利，对大家个人收入也有利，为什么不这
样做呢”？

就这样，实行统一编程后，第一个季度
全组的工时就达到前三个季度的总和。他
的这一创新做法，使车间数控机床的使用
水平得到整体提高。

近年来，导弹院从过去的生产单一品
种，发展成现在的多品种交替生产，机加
件的品种、批量都大大增加了；零件的结
构复杂了、精度也越来越高，新工艺新方
法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而且各种产品批
量生产、科研试制生产任务大量下到生产

现场，批次与批量成倍增加，产品零件的
精度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鲁宏勋发挥特长，不断使用新技术新工艺
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加工质量，解决了
大量加工难题。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鲁宏勋 1993 年
被破格提拔为技师，1999 年晋升为高级
技师，2000 年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
称号。2006 年 4 月，被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等 7 部委授予“中国高技能人才楷
模”称号。

面对诸多荣誉，鲁宏勋说，这让他深深
地感到党和国家对技能人员的高度重视。
在型号的发展进程中，他感到有奔头、有位
置，自身价值也在提升。

百花争艳春满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鲁宏勋以娴熟的技术、积极饱满的心态、永
不满足的热情，带活了一个班、一个行业
⋯⋯许许多多的普通技工以他为榜样，也
成长为数控加工方面的技术能手。

“鲁宏勋班”是导弹院唯一一个以个人
名字命名的班组，被中航工业党组书记、董
事长林左鸣誉为“航空鲁班、技能英才”。
近年来，“鲁宏勋班”承担了多个项目复杂
件、重要件、关键件的精密加工任务，平均
每人每月要承担近 10 种以上不同零件的
加工任务。每一种零件的生产，尤其是新
产品加工成为锻炼和提高职工技能的最好
机会。

2004 年以来，在鲁宏勋的带领下，
导弹院选手参加了各类数控专业技能竞
赛，获得省 （部） 级技术能手称号的超过
50人次。

在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
大赛赛场，鲁宏勋连续三届被聘为世界技
能大赛数控铣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
练，全程负责国内选手的选拔和集训。在
2015 年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由导弹
院承担集训工作，鲁宏勋大师工作室主要
成员鲁宏勋、赵晓明、刘昌军、王勇等担任
技术指导的制造团队项目勇夺金牌，为国
家争得了荣誉。

做最好的数控操作工
——记中航工业导弹院“鲁宏勋班”班长鲁宏勋

本报记者 刘 瑾

鲁宏勋是中航工业导弹院十

一分厂“鲁宏勋班”班长、数控程

序编程员、高级技师,中航工业首

席技能专家。他先后设计和制造

出数百台套工装夹具，积累了10

多万字的数控加工技术资料，编

制了3000余个数控加工程序，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技能

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人物小传

“在第二腰椎脊突的下方凹陷处旁边，运用拇指
量法，可以摸到肾俞穴，力度不宜太重。小杨，你用
手感受一下，这里是穴位。”4 月 7 日，江西省南昌市
青云谱区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的教室内，身穿按摩
服、戴着手套的胡汉昌正在进行穴位按摩教学，还不
时叮嘱着旁边站着的 6个盲人学生。

从 1998 年产生帮助盲人学习按摩的念头后，胡
汉昌便一发不可收拾，17 年的时间里，免费培训千
余名盲人按摩师，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两岁时因小儿麻痹症双眼几乎失明的胡汉昌，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得到治疗，保住了左眼微弱的
视力。中年时，他患上白血病，大哥为他捐赠了
骨髓。尽管遇到这样的困难，胡汉昌却没有放弃
热爱生活，决定用自己的手艺来帮助更多像他一样
的盲人。

1998 年，胡汉昌和妻子成立了第一家盲人按摩
机构，让他的盲人学生在自己店里学习按摩技术，帮
助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孩子们。“我自己就是在
黑暗中一步步摸索过来的，只想做点事帮帮他们。
一旦决定后，就停不下来了。”胡汉昌说。

“就跟着了魔一样，店里一定要有孩子们学习的
空间。一开始我想着帮忙是好的，但帮到这样的程
度还真不太理解。”妻子黄霞笑着说。

胡汉昌对于按摩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在学习
中，推、换、摩、擦、挫是常用方法。由于学生大多弱
视，即使上了理论课，对穴位也难有明确的认知。手
把手带，才能让孩子们学会穴位把控”。

按摩授课是个体力活，胡汉昌为此还坚持锻炼
身体。他认为既然要教，那就要用心教。家人心疼
他，他就耐心地解释，“这些孩子都在经历我当初经
历过的痛苦，我既然是老师，就要言传身教”。

如今，“汉昌盲人按摩”越开越多，他所创办的盲
人按摩机构也成为江西省残联、南昌市残联指定的
免费按摩培训机构。采访结束时，胡汉昌笑着说：

“我可没觉得自己缺了啥，就算是生活给我关上一
扇窗，我自己也还能再推开一扇门哟。我做得还不
够，帮助的人还不够多，还要再努力。”

身 残 志 坚

技 授 徒 弟
本报记者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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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报 乡 亲
本报记者 许 凌

张文良是名90后，是辽宁省

沈阳造币有限公司钳工。工作

中，他主动钻研、孜孜以求，在第

八届、第九届“振兴杯”全国青年

职业技能竞赛中，凭借扎实过硬

的操作技能，先后获得工具钳工

第一名、机械设备安装第三名的

好成绩。他还曾荣获全国技术能

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3

岁时获得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

人物小传

鲁宏勋在悉心钻研业务。 陈 松摄

“你看，林间这些就是我们散养的生态鸡，网民
可以通过监控看到我们喂养的全过程！”宁夏遥想当
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波一边在巨型电子屏
幕上演示，一边介绍说。

生态鸡去年火，今年还火吗？“火！日均来单
200 只。”田波笑呵呵地说。他出生于宁夏贺兰县的
普通农家，从小看母亲养鸡，辛苦一年也赚不到多少
钱。前几年他去浙江闯荡，看到当地农民把土特产
都拿到网上卖。“我家养的鸡能否也拿到网上卖？”他
决定试一试，毅然返乡创业。

当时，贺兰县的电子商务创业环境良好。2015
年 5 月，田波成立遥想当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仅
一个多月，公司养殖的生态鸡就在网上火了。“截至
去年 6月底，公司营业额达到 210万元，纯利润达 40
多万元。”田波说。

通过互联网全程监控的模式，田波的生态鸡以
其生产过程的安全、绿色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田
波接下来卖生态鸽、宁夏枸杞、民族服装。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他们还将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到国
外。去年底，公司将宁夏沙湖辣椒酱卖到东南亚、
中东等地。

田波致富不忘乡亲，积极回报社会。仅靠 养
鸡、养鸽，公司一年来便带动 100多个贫困农户实现
脱贫。目前，公司已在宁夏的 9 个贫困县推广这一
项目，预计 3 年带动 1 万户以上贫困户实现脱贫。
贺兰县习岗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王恩清介绍说，田
波返乡不到 3 年，就做了很多好事，比如资助贫困家
庭的高中生，经常探望空巢老人、退伍军人和环卫
工人。

“按照目前的运营规模，公司今年营业额将达到
1000 多万元，明年有望达到 3000 万元。”谈到公司
的发展前景，田波充满自信。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记
者对这位靠互联网创业走红的小伙子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