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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在田间指导农业生产。 （资料图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姜正涛——

把 简 单 的 事 做 到 极 致
本报记者 刘 成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阵阵，姜正涛步

履匆匆，在数十台设备间来回穿梭，时而

抬头查看纱线有无断裂，时而低头观察布

匹有无瑕疵⋯⋯他在青岛即发集团颐和

公司纬编工岗位上已经干了 20 多年，每天

的工作都围绕着织布机展开。经过刻苦

钻研和反复磨练，他练就了卓越的纬编本

领，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山东省首席

技师、全国纺织工业劳模、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

苦练内功精益求精

农村出身的“80 后”姜正涛，20 岁进入

青岛即发集团上班。这是一家生产针织和

梭织面料的企业。20 多年来，姜正涛常常

用一句话激励自己：“把枯燥的工作坚持下

去，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

“ 纬 编 工 的 工 作 ，更 像 是 给 机 器‘ 找

茬’，找到问题后，要准确而迅速地解决处

理。”姜正涛介绍，熟练纬编工通常需要同

时负责 4 台至 5 台织机，每台织机上方有 90

根至 102 根细如发丝的纱线围绕四周，一旦

有 1 根断裂，整台织机就会停转。此时纬编

工的任务就是迅速找出问题纱线，以最快

速度将其接好。

“刚开始，我虽然很快掌握了操作步

骤，但速度一直提不上去。”生产中遇到的

各种复杂情况，给初入行的姜正涛来了个

“ 下 马 威 ”，也 让 他 从 那 时 起 坚 持 苦 练 基

本功。

别人休息时，他仍在琢磨设备操作技

巧；下班后，他回到家继续拿缝纫线练习接

线头；遇到难题时，他及时向师傅请教，并

把自己每次练习的心得、总结的经验认认

真真写在本子上，不断消化吸收。通过坚

持不懈的练习，手指不知磨出了多少泡，他

的操作速度逐渐加快，负责的织机也越来

越多。

“接线头要保证速度和质量，线头接得

快，布就织得多；线头系得小，布面瑕疵就

小。”姜正涛说，断线加更换尾纱，一天算下

来他能接四五百个线头，线头长度基本控

制在 0.2 厘米，比标准缩短了 0.3 厘米。在

一次全国性比赛中，要求接上 5 条断纱，大

部分参赛选手需要 30 秒才能完成，而姜正

涛只用了 20 秒就全部接完。

除了速度，心细也是一个纬编工不可

或缺的素质。姜正涛说，织机将纱线织成

布匹的过程看似简单，但真正要加工出一

段完美的布匹并非易事。布匹在加工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长残”“飞花”“破洞”等 20 余

种瑕疵，存在瑕疵就会被划归为废品。因

此，在查看纱线是否断裂之余，他还要时刻

仔细观察布匹表面是否存在瑕疵。一旦发

现，就需要纬编工的另一项绝活儿——“找

坏针”。

以 2 米宽的布面为例，机器需要 2640

根针同时工作，这些针排列有序，每一根都

有指定的位置和编号，由于长期摩擦，针很

容易出问题，这就需要纬编工及时发现布

面瑕疵，找出对应的坏针，并加以维修或更

换。若处理不及时，1 分钟就多织出 1 米多

的残品布。姜正涛从发现布面瑕疵，到找

针、停机、换针仅需 30 秒，大大降低了织布

废品率。

爱钻研更爱创新

近年来，随着纺织行业技术装备的不

断进步，纬编工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且充满新的挑战。纺织行业开展的纬编技

能大赛，让一批批优秀的纬编工从幕后走

向台前，姜正涛就是其中之一。

在比赛的换错针项目中，选手需在 120

秒内完成从一台 3200 多根缝针的织布机中

找 出 一 根

不 相 匹 配 的 针 ，

这是考验选手的眼力、经验和现场发挥。

在 2014 年举行的全国纬编操作比赛中，姜

正涛凭借飞快的速度和低失误率一举夺得

头筹，其稳健的操作和精巧的技艺引得现

场观众阵阵喝彩。

参加比赛期间，他还不忘观察同行们

的手艺，遇到某一方面比自己强的选手，他

便积极请教，仔细琢磨其中的“窍门”。“他

就是有一股爱钻研的劲儿，遇到问题不弄

明 白 就 坐 立 难 安 。”同 是 纬 编 工 的 杨 敬

刚说。

有一次，当看到有的选手缠绕喂纱器

的技法耗时很短，他便反复研究，最终把这

门手艺带回公司并进行全面推广，使得工

人的织布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姜正涛还

热衷于技术创新。他曾针对生产中的高弹

坯布停车痕问题展开技术攻关，通过走线、

调整机器咬合紧密、调整变频器等措施，解

决了车间的技术难题。截至目前，姜正涛

在企业参与的技术研发项

目达 2000 余项。他所在的

质量攻关小组被评为“全国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他参与的“大圆

机及其单面三角”发明获得了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如今，姜正涛通过不断学习钻研，还掌

握了维修纺纱机等技能，承担起车间“保全

工”的重担。这是一份对整个车间织机进

行技术保障的高技术职位，只有那些可熟

练驾驭、维修机器的纬编工才能胜任。同

时，他还不忘将所学技艺传授他人，向他拜

师学艺的徒弟也越来越多。每当徒弟遇

到难题，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如今，他培训过的员工已有 200 余人，而

且都已成为公司骨干。

“国家对我们一线工人的重视程

度越来越高，不仅工资待遇提高了，

外 出 比 赛 学 习 的 机 会 也 明 显 增

多。我们还有许多技能知识需要

学习，更需要不断创新、突破自

我。”姜正涛表示，他将一如既

往地刻苦钻研，脚踏实地把

工作做到极致。

眼下，“考证热”在职场人群

中逐渐兴起。人力资源师证、注

册建筑师证、心理咨询师证⋯⋯

许多人本着“技多不压身”的想

法，利用业余时间考证，希望提升

职 场 竞 争 力 。 数 据 显 示 ，2022

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

试约 89 万人报考，中级会计师报

考人数已增加到 209 万。

考证热的背后，是目前在年

轻人中普遍存在的本领恐慌、职

业焦虑。在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

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

层出不穷的当下，必须保持终身

学习的动力和能力。只有储备更

多知识、掌握更多技能，用知识武

装自己，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终身学习，始于兴趣。“知之

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

师。始终保持对新知识、新技能

的好奇和渴望十分重要，这正是

激发我们踏出“舒适圈”的动力。

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能将“要

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将“学一

阵”转变为“学一生”。应该把学

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做到

好学乐学，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

止、不求甚解。

终身学习，重在实践。本领

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对职

场人士来说，在干中学、学中干，

是成长的必由之路。通过学习增

强工作预见性、科学性和创造性，

注重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化解复杂

问题的能力。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对

于职场人士来说，终身学习，贵在坚持。应保持“挤”和“钻”

的精神，哪怕一天只能挤出半小时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

去，下真功夫、下硬功夫，持之以恒地学、循序渐进地学，也

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

代前进的脚步。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

界和视野，持续优化专业素养，职场人士不仅可以“证”明自

己，更可以在社会的发展中贡献一份力量。

不止

﹃
学一阵

﹄
更要

﹃
学一生

﹄

吉亚矫

“7 月 12 日 8 时至 13 日 6 时，全省共有

1439 个站点出现降水⋯⋯”一则气象信息

让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工作

人员迅速行动起来。经调度核实，嫩江市、

五大连池市、加格达奇区三地发生不同程

度的洪涝灾情，种植业管理处立即派出指

导组和农技推广站技术人员，全力指导农

户抗灾自救，以减少灾害损失。

农情调度是农业部门对农业生产实

施动态监测和过程管理的重要手段。春

季时，调度备耕、春耕进展；秋收时，调度

秋收进度。种植业管理处通过对农业生

产过程持续的调度监测，形成农业生产动

态信息。

对于种植业管理处工作人员来说，为

了大地的丰收，加班是工作常态，出差也是

说走就走。他们敢打硬仗、能打胜仗、作风

过硬。处室成员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副处

长郭家勇业务精湛、工作认真负责，为确保

农情数据的真实可靠，总是在细节上打破

砂锅问到底；年轻干部李爽巾帼不让须眉，

经常加班加点，埋头苦干；年轻干部高立

斌 ，基 本“ 长 ”在 单 位 ，承 担 着 处 里 很 多

工作。

“在粮食稳产增产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努力为‘中国饭碗’盛满更多优质‘龙江

粮’”是种植业管理处的工作宗旨。多年

来，在种植业管理处的指导和服务下，黑龙

江 省 粮 食 产 量 和 质 量 都 得 到 全 面 提 高 。

2021 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 1573.54

亿斤，创历史新高。全省绿色、有机食品认

证面积达 8816.8 万亩，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数量达 168 个。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植业管理处负

责的全省农情信息工作连续 5 年被农业农

村部通报表扬，2020 年种植业管理处牵头

推进的“坚持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全力稳

住粮食生产基本盘的经验做法”被国务院

办公厅通报表扬。

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记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本报记者 马维维

日前，天津 10 名优秀技术技能人才荣获第

三届“海河工匠”称号，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

电力分厂装配班组组长李强榜上有名。

“海河工匠”是从天津市高端装备制造、智

能科技、航空航天等领域企业中优选出的一线

技术技能人才，需在本行业、本职业拥有发明创

造或重大技术革新成果。“我们要脚踏实地提升

职业技能，争做新时代优秀工匠。”李强说，“只

有技能工人的队伍真正强大了，‘航空梦’‘中国

梦’才能早日实现。”

李强的同事都亲切地称他为“强哥”，因为

他“装配业务技能真的很强”。“在一次紧急设备

装配过程中，我们要把线路板插入固定壳体内，

但由于用力不均卡在了里面，工作陷入了停

滞。强哥了解情况后，凭借多年经验快速研判，

用自己发明的夹具，将线路板小心地夹了出来，

保证了产品按时出厂。”技师葛艳雪说，“有强哥

在，问题都能很快得到解决。”

世界上没有一朝一夕练就的功夫，只有日

复一日的钻研，才能成就一身绝活。参加工作

以来，李强立足于生产一线技能岗位，以勤学

长知识、以苦练精技术、以创新求突破，逐渐从

一 名 初 级 工 成 长 为 公 司 机 电 系 统 特 级 技 能

专家。

“办法总比困难多”，是李强的口头禅。每

次遇到技术瓶颈，他都会给大家加油鼓劲，“咱

们共同努力一定能突破难关”。他带领团队开

展了许多技术攻关，在参与某新型断路器研制

工作中，实现技术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创

造经济效益约 1000 万元；参与公司精益化生产

线建设，促进 5 项产品生产效率提升 3 倍以上，

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近 1500 万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在持续开展创新的过程

中，李强开始思考，如何把技术传授给更多的年

轻人，促进他们追求和传承工匠精神。2014

年，以李强名字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成

立。李强主动与年轻人分享工作经验、研发心

得，带领工作室成员一同钻研技术，引领他们朝

着高素质、高技能的方向成长。截至 2021 年

底，李强共培养徒弟 45 人。其中，技师 4 人、高

级工 16 人、中级工 25 人。

“李强就像一面旗帜，不仅起到很好的示范

带头作用，也发挥了重要的‘传帮带’作用，影响

着团队中的每一个人。”葛艳雪说。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李强第

一时间响应天津市和公司党委号召，放弃休假，

迅速组织生产一线骨干，支援一家防疫物资生

产企业的电子测温仪核心部件生产。经过数日

奋战，李强与团队共同完成 2 万余件线路板的

生产任务，有效缓解了防疫一线电子测温仪物

资紧缺。“我们认真落实天津港保税区党委及公

司党委各项部署，积极践行‘党建引领、共同缔

造’理念，时刻提醒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担当。”李

强说。

作为一名航空人，李强以“航空报国、航空

强国”为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工匠

精神。

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电力分厂装配班组组长李强——

“海河工匠”心系蓝天
本报记者 周 琳

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电力分

厂装配班组组长李强正在进行产品

研发。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姜正涛（右）

与工友交流织机

操作技术。

孙静秋摄

（中经视觉）

姜正涛对织机进行检修。

范宝琛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