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1月 12日 星期六2022年 11月 12日 星期六1212 人 物人 物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德兴铜矿采矿场

铲装工段综合组电焊工黄发明的工作比较

特殊：专门负责为矿场设备“望闻问切”。30

多年来，他潜心钻研、积极创新，无数次破解

大型设备“疑难杂症”，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

为业内知名的“焊王”。

笃定初心

1989 年，17 岁的黄发明被选送到江苏镇

江船舶学院焊接专业学习。毕业后，黄发明

被分配到采矿场铲装工段工作。工作第一

天，就闹了大笑话：上午师傅让开电焊机，开

错了方向，将把手拨断了；下午割铁板，又不

会用割枪⋯⋯

“学院里学到的是理论知识，到了实际操

作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学习。”黄发明说。对

标 矿 场 的 老 师 傅 ，黄 发 明 努 力 学 习 电 焊 技

术。每天中午，他利用午休时间独自琢磨；下

班后，他仍蹲在车间练个不停；一出任务，他

就抓住一切时机多看、多学、多问、多练，几年

下来，笔记记了十几本。

圆的、扁的、方的、多边形的⋯⋯散落在检

修现场的各种不同材质、奇形怪状的边角料，

塞满了他的工具箱，成了他的“宝贝”，一有机

会，黄发明就拿它们练手。“看到两块角料严丝

合缝地‘咬’在一起，很有成就感。”他说。

为了把仰焊的动作练规范，整整 1 个月，

他规定自己每天保持焊姿、苦练 1 小时，累得

吃饭时手都拿不稳筷子。

基础焊接工作枯燥无味，但黄发明却没

有因此懈怠，反而在枯燥的工作中发现了乐

趣。他经常琢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补

足焊接漏洞？能不能采用其他焊接方式？解

决难题，成为推动黄发明前进的动力。

“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要将它做到极

致。”带着这份初心，经过长期磨练，黄发明不

仅掌握了特殊焊缝的技术要领，还掌握了手

弧焊、CO2 焊、TIG 焊等多种焊接方法，平焊、

立焊、横焊、仰焊等各式焊姿样样精通。

1999 年，维修班竞选班组长，组员们一致

推选资历尚浅但勤学善思的黄发明担任组

长。“论实力，我真担不起。”要给矿山一流的

设备做“手术”，没有一流的技术怎么行！从

此，黄发明就把自己“焊”在了矿山现场，正式

开启了他的“追光路”。

冬天的露天采区，没有遮拦，风吹在脸上

像针扎，手冻得连焊枪都握不住；夏天，矿坑

像个大锅，热气散不出，还得穿上厚厚的防护

服，面朝电弧背朝太阳双面烤。

刺眼的电弧、呛人的烟味，汗水像彩墨一样

晕染开来⋯⋯同事开玩笑说：“远看像逃难的，

近看像要饭的，定睛一看，原来是搞电焊的。”

多年下来，当初学电焊的 21 位同学，陆续

转岗了一大半。黄发明却不为所动，稳稳地

拿着电焊枪，一遍遍将焊缝焊到最平整、焊到

最结实。

敢为人先

欲成匠，先做工。

2007 年 1 月份的采矿场，寒风刺骨。11

号电铲作业面上人头攒动，工人们正为电铲

回转大齿圈崩掉五齿的罕见故障大伤脑筋。

这个大齿圈价值 400 万元，如果要更换，

光拆卸、安装就得耗时 1 个月，更让

大家头疼的是没有可供更换的部

件。11 号铲可是主力电铲，怎么耽

误得起？

黄 发 明 也 在 现 场 。 紧 要 关

头，他梳理思路，想出了一种理论

上 可 行 的 焊 接 方 法 ，决 定 一 试 。

于是，他带领组员夜以继日奋战，

仅用 6 天，就完成了修复。

2006 年 至 2014 年 ，他 先 后 解

决了多个电铲部件开裂等特大复杂焊接问

题。主管设备的领导这样评价他：“采矿场

‘三大件’修复，没有他焊不了的。”

2010年 4月 28日深夜，黄发明被手机铃声

惊醒。大山选矿厂运行近 20 年的 7 号球磨机

突发故障：直径 5 米多的筒体出料端焊缝处出

现了一道长 1.6米的裂纹。

修复裂纹，最快的办法是电焊。可这么

长的裂纹，没人见过，更没人敢去焊。黄发明

心里多少有点犯嘀咕。

修，焊接高温产生应力，筒体不可能不变

形，必须想出万全之策；不修，这是一台价值

3000 万元的设备，每天 7500 吨的处理量，损

失实在太大。

黄发明最后决定试试。整整 8 天，黄发

明 泡 在 球 磨 机 里 ，他 提 出 了 一 套 可 行 性 方

案：改变原有耗时、耗力、耗材的拆装大齿圈

惯例，不分解球磨筒体，只拆除磨机衬板，现

场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同时在背面

加紫铜垫板补焊，将筒体变形减到最小，最

终成功修复筒体裂纹，减少停产损失 4000 多

万元。

同年 10 月份，德兴铜矿泗洲选矿厂，原磨

一工段 2 号球磨机的进料端盖处出现裂纹，他

立即制定焊补方案，仅用 7 天完成了修复。

两次修复，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开创了

现场成功修复大型球磨机大范围裂纹的先

例。黄发明也因敢做事、会做事、能成事，获

得了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

精细入微

致广大而尽精微。矿山的设备虽然庞

大，修复质量却完全靠细节。

电铲的勺杆重达数吨，全部采用焊接结

构，跨装在电铲悬臂上，为铲斗传递动力。因

为受力情况复杂，产生断裂或裂纹过长，常常

使“勺杆失效”。

原有的《维修手册》内容大多已经不符

合 实 际 操 作 ，黄 发 明 带 领 的 攻 关 小 组 承 担

了 重 新 制 定 合 理 、灵 活 焊 接 工 艺 手 册 的

任务。

他们把预热温度调到 200 摄氏度以下，防

止出现冷裂与脆化；选择抗裂性能好的低氢

焊条预防裂纹⋯⋯

经过精细入微的调整，1年后，电铲勺杆的

年故障台班数降低了 40 个，经济效益超 180 万

元，他也因此得到一个称号——“黄勺杆”。

常年对电焊技术精益求精，让黄发明练

就了“望、闻、问、切”断诊之术。

望，通过观察设备外观色差和变形情况，

辨别设备的健康状态，及早预防；闻，听音辨

位，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故障点，早发现、早

治疗；问，通过详细查询交接班记录和询问操

作工当班情况，有的放矢，缩短排除故障的时

间；切，对设备故障发生频率和使用规律研

究，切准故障原因，制定详尽的维护保养措

施，实施设备健康管理。

“除了精细的技术手法，一个好焊工，还

要学会举一反三。”黄发明说。

每一次重大项目结束，他都会沉下心来，

撰写心得体会，记录工作步骤。在学好焊接

技艺时，他积极学习力学、材料学等相关领域

知识，提升焊接工艺。

匠心传承

从业 30 余载，黄发明常说自己很幸运：

遇到了好前辈、好工友、好企业、好时代。否

则 ，一 个 人 就 算 浑 身 是 铁 ，又 能 够 打 上 几

根钉？

为更好地发挥带头人作用，2017 年，黄发

明牵头成立“黄发明创新工作室”。

有项目，他就会带着工段骨干现场攻关，

制定方案、排兵布阵，为的是培养一批技术

工人。

有 课 题 ，他 就 会 带 着 创 新 工 作 室 的 组

员，从课题制订、课题研究到课题总结，手把

手地教，为的是培养更多专家型产业工匠。

“开门”授课，他就会召集矿山训练中心

的电焊工，将自己多年总结的经验和心得，制

作成幻灯片资料，倾囊相授，为的是技艺代代

相传。

在黄发明和业务骨干的努力下，工作室

交出了一份硕果累累的成绩单：8 项实用型

专利获国家授权，22 项技术攻关获奖，其中

国家级 1 项、省部级 4 项。黄发明曾先后获

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劳动模

范、江西省高技能人才等荣誉，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我的目标是把自己所学技能传授给身

边更多的人，把产品焊接得更加完美。”黄发

明说，他感谢这个时代，感受到作为一名产业

工人的光荣和自豪，他要用双手和技术，为时

代的进步和发展贡献力量。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工人黄发明——

破 解 矿 场 设 备“ 疑 难 杂 症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 典（2022 年 版）》近 日 正 式 发

布。与 2015 年版大典相比，新版

大典净增 158 个新职业，职业数

达 1639 个。比如，工业机器人操

作员和运维人员、农业数字化技

术员和农业经理人等上百个新职

业被纳入新版大典。

职业“上新”，不仅丰富了就

业平台，为人们提供更多就业种

类，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加速发展，

给社会注入更多活力。

相比新职业，一些传统职业

逐渐消失在日常生活中。近些

年，受预制菜流行等因素影响，厨

师行业内有人对前景表示担忧。

但也要看到，具备烹饪学、营养

学、健康管理、酒店管理等综合本

领且擅长新菜研发的复合型厨

师，备受欢迎且能拿到更高的薪

水。这说明，职业因时而变，传统

职业也不是博物馆中的旧物，数

字技术的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让不少老行当焕发出新活力，只

要从业者勤学善思，不仅不会被

“拍在沙滩上”，还可能闯出一番

新天地。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面对当前职业领域的新变化，人

们需要正确面对、积极适应。无

论就业形态如何变化，每一份事

业都有宽广舞台。无论从事什

么职业，都应该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都应该怀抱梦想又脚踏

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炒

勺、焊枪、扳手等工具不只是谋

生的凭借，更是不断提升职业能力的依托，每一位从业

者都需要有苦练内功、提高竞争优势的职业追求。在

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

件，生产优质的产品；在田间地头，就要精心耕作，努力

赢 得 丰 收 ；在 商 场 店 铺 ，就 要 童 叟 无 欺 ，提 供 诚 信 服

务。只要努力、用心，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每个人都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

随着技术进步带来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各

行业的劳动者都在与时俱进，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趋

势。百职如是，各举其业。只要踏踏实实努力，不断创

新、勤于学习、善于实践，提升自身能力，每个人定能在各

自职业的舞台上放飞梦想，为社会进步注入新动力，为国

家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

职业

﹃
上新

﹄
焕发活力

杨开新

不久前，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称“荣程集团”）新一批次 20 辆新款

氢能重卡交付并投入使用。在交付当日，荣

程集团董事长张君婷仍像往常一样，早早来

到位于天津市津南区的荣程集团“5G+”三智

园会议室，与行业内专家及公司业务骨干一

起，就加快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项目深

入研讨。

荣程集团由张君婷的父母创立，30 多年

来，企业连续多年跻身中国企业五百强。张君

婷说：“荣程集团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

而兴。父辈们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

也是受益者；我们这一代更要肩负起科技创新

和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张君婷是一名“80 后”，2017 年加入荣程

集团，担任副总裁。2019 年 4 月，张君婷接任

荣程集团董事长。作为公司的带头人，如何

带领钢铁企业转型发展？

“管理企业既要有沉稳的心态，又要有创

新的魄力和抢抓先机的眼界。关键时刻就要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张君婷虽然年轻，但对

管理企业有自己独到的想法。

“对钢铁行业而言，智能制造的基础是

生产过程数字化，只有当生产制造变得透明

化、可视化和数字化，生产运营、管理和决策

才可能达到智能化。”张君婷说，我们要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等领域加快

培 育 新 的 增 长 点 ，全 面 提 升 企 业 核 心 竞

争力。

张君婷带领企业在加快推进设备超低排

放改造的同时，全力推进“5G+”数字化工厂

建设。“2019 年，公司按下建设数字工厂的

‘加速键’。那时，国内钢铁行业数字工厂建

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尚无成熟的经验可借

鉴。数字工厂的规划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

系统工程，对我和团队来说是巨大考验。”张

君婷说，那些日子，她带着团队拜访相关专

家，学习前沿技术，同时还积极参加一些论

坛，汲取国内外行业企业先进经验。

努力的过程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在

张君婷的带领下，经过近三年时间，数字化、

智能化逐步贯通公司的全流程、全场景、全业

务。在她的推动下，公司加快了绿色转型步

伐。比如，成立“钢化联产—氢冶金”试验基

地、建成投产采用渔光互补发电绿色新能源

项目、注册成立碳资产管理公司等。

年轻人特有的冲劲儿和不畏困难的闯劲

儿使张君婷赢得更多机会。“凭借着卓越的产

品质量，我们生产的钢铁产品已应用于京雄

高铁、西安跨灞河大桥、‘一带一路’示范工程

埃及苏赫纳第二集装箱码头等国内外重大项

目工程。今后，荣程集团还要加强与天津港

保税区临港区域的天津市氢能示范产业园合

作，践行保税区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说起公司取得的成绩，

张君婷很自豪。

在带领企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张君婷以

各种方式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企业家必

须具备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个人利益、

企业经营融入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才能得

到社会各方的信任与尊敬，才能实现更大的

发展。”张君婷说。

多年来，张君婷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她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助学助教、服务社会等事业，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我们在青海、甘肃捐资建成投用

了 8 所村级医疗卫生室，并设立了留守儿童

之 家 、综 合 服 务 站 等 社 区 示 范 点 。”张 君

婷说。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张君

婷带领团队 24 小时坚守在物资采购最前线，

驰援武汉疫情防控。与此同时，在得知武汉

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设急需建筑钢材

后，她安排企业优先排产，争分夺秒，为医院

建设供应钢材。

张君婷坚持诚信办企业，努力回报社会，

带领荣程集团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她先后

荣获 2021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2021 年天津

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0 年天津青年五四

奖章等称号。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张君婷

直言：“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

华。我深感自身背负的职责使命，我将带领

公司继续聚焦数智化转型，推动绿色发展，力

争做出更好的成绩。”

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君婷——

在 实 干 中 圆 梦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版编辑 王 琳 向 萌 美 编 王墨晗

荣程集团董事长张君婷（左）在车间检查生产情况。

曹天德摄（中经视觉）

黄发明在焊接矿场设备。张伟峰摄（中经视觉）

黄发明在创新工作室授课。

丁国玉摄（中经视觉）

张君婷在参加公益活动。 曹天德摄（中经视觉）

黄发明（右五）创新工作室团队。 丁国玉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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