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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高 铁 安 装 国 产“ 膝 盖 ”
——记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中心高级技师管益辉

本报记者 刘 成

数字人才未来可期

刘

蓉

宋 爽 洁 在 检 查 电 池

测试情况。

（资料图片）

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宋爽洁——

高 原 上 筑 梦 前 行
本报记者 石 晶

管益辉在“复兴

号”高速动车组轴箱

体柔性加工生产线上

进行编程操作。

姜 超摄

（中经视觉）

雅万高速铁路联调联试现场，一列黄

色涂装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一路飞驰，运

行时速达到 350 公里，标志着中国高铁全系

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成功

达到设计速度标准，为雅万高铁顺利开通

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

高级技师管益辉难掩内心的激动。作为一

名“高铁工匠”，他参与了雅万高铁列车的

加工制造。

入职 32 年来，他始终坚守一线，勤恳认

真，努力钻研，以精湛的技艺和高度的使命

感传承工匠精神，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以及全国最美职工、中国中车优秀共

产党员、齐鲁首席技师、高铁工匠等称号。

苦练专业技能

1991 年，管益辉从济南铁路机械学校

毕业，进入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我刚进厂

就 被 分 配 到 机 械 加 工 车 间 ，成 为 一 名 车

工。”管益辉说，在学校学习内燃机专业的

他，开过火车、学过检修，但对于加工操作

却是个“门外汉”。

“慢钳工、紧车工”，在那个还需要操作

工人手磨刀具的年代，车工的工作节奏紧、

要求高，“慢一点都不行、差一点也不行，打

磨刀具产生的铁屑经常把人烫得‘少皮没

毛 ’。”管 益 辉 回 忆 起 最 初 做 车 工 的 日 子

说。不过，对于工作分配，管益辉从没有一

句怨言，“家里老人嘱咐过，不管安排咱去

哪个岗位，咱都得把工作干好”。

管益辉苦练磨刀技术，研究刀具切割

角度，从控制排屑方向、降低切削温度等方

面不断提高刀具耐用度，最终磨出的刀具

使用时间长、切削声音小、温度低、加工表

面精度高，完全掌握了磨刃“绝活”。

“上世纪 90 年代，公司进口了一台数控

设备，会操作的师傅很少。我当时觉得这

个机器太神奇了，给它几个指令，它就能精

准地把你想要的工件制造出来。”管益辉

说，学会操作数控设备成了他的新目标。

管益辉主动提出申请，希望在工作之

余也能“摸摸”机器，学习操作数控设备。

得到批准后，管益辉便开始了数控设备的

学习。没有书籍，他就根据师傅留下的程

序，一点点摸索、一步步尝试，终于熟练掌

握了设备操作规范。

锚定钻研目标

2005 年底，已经成为数控班班长的管

益辉见到了“一个黑色的大块头”——轴箱

体，自此开启了他的创新研发之路。

“轴箱体”是什么？它是动车组转向架

的关键零部件，承载车体重量，传递车辆运

行动力。如果把转向架比作高速动车组的

“腿”，那么轴箱体就是它的“膝盖”。“这是

高铁技术发展的堵点之一，咱得尽快研究

透它，生产出我们自己的轴箱体产品。”管

益辉暗下决心。

管益辉和团队成员白天工作学习，晚

上做笔记、查资料，对比工艺文件，一点点

摸索、一点点干，他们吃住在厂里，经常工

作到深夜，不断进行技术攻关与试验。“你

问我这期间什么最难，我不知道，因为每一

步都走得很难，都不容易。”最终管益辉和

他的团队仅用 4 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生产出

产品质量稳定的轴箱体。

成功自制时速 200 公里高铁轴箱体工

件后，他又被公司选为启动轴箱体柔性加

工生产线建设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生产

线的安装调试、加工操作、数控编程、优化

创新等工作。

轴箱体最初是以单机生产工艺的方式

进行加工制造的。“需要流转 9 台设备，历经

12 小时，15 人参与才能完成一件轴箱体加

工，周期长，效率低。”管益辉说。

当时，轴箱体柔性加工生产线是全新

的智能化生产制造领域。如何使生产变得

“柔性”，这是管益辉和团队成员面临的挑

战。管益辉与同事经过上千次试验，一点

一点“吃”透了柔性加工生产线的操作技

术，使生产线提前投产应用，管益辉团队也

成为行业内最先掌握轴箱体柔性制造技术

的团队。

经过持续优化创新，轴箱体柔性化批

量生产实现重要突破，单件产品加工时间

由 12 小时减少到 1.5 小时，生产效率提升

8 倍以上，产品也由最初的 2 种增加到 40

多种。

自主创新攻关

“爱琢磨”的管益辉好像不知道停歇。

轴箱体柔性加工生产线成功运行，他又开

始研究起新课题——铸钢分体式轴箱体。

“轴箱体最初是整体式的，在拆卸检修

过程中，会遇到极其复杂的问题，从加工效

率、自主生产率、检修成本等方面考虑，都

需要升级换代。”管益辉说。

分体式是一个全新结构，在轴承孔处

分为上、下箱体，在检修更换轮对时，可大

大降低检修成本，但加工难度极大。

为什么说难度大？“比如，我国地域辽

阔，动车组如果从最南方跑到最北方，最大

温差达 85 摄氏度，在这么复杂的气温条件

下，必须万无一失地保证分体式轴箱体的

加工精度。”管益辉说，分体式的难点，还在

于如何保证分离后合体尺寸以及弧度能够

与之前完全一致，而这些重要的尺寸与弧

度，经过高温加热后极易发生变形。

既要满足严苛的使用要求，还要考虑

采用的加工工艺能够绝对保证产品制造的

质量。

“死磕！没有别的办法。团队自己画

图纸、用废旧零件进行验证，经常工作到半

夜，我好几次都梦到验证合格了，醒了还高

兴 了 很 久 。”管 益 辉 对 当 时 的 情 况 记 忆

犹新。

经过重重验证后，他提出了新的加工

工艺建议。为验证这一工艺能否保证设计

精度，管益辉带领团队用两年半时间完成

了各类试验，收集到准确的应用参数，并联

合技术研发部门进一步优化提炼。最终，

这一精度极高的加工和微变形控制工艺，

成功通过专业验证，轴箱体全部指标均符

合设计要求，量产合格率达到 99%以上。

如今，铸钢分体式轴箱体已经在“复兴

号”高速动车组上得到全面应用，累计为企

业创效 4.6 亿元以上。

近年来，管益辉带领团队以轴箱体加

工为核心，围绕设备、工装、吊具、工艺方

法、工艺控制、道具以及检测方法等方面，

先后创新“轴箱体装夹先进操作法”“轴箱

体同轴度检测法”等 55 项新技术，完成 127

项攻关课题，获得 37 项授权专利。

打造实力团队

“要有过硬的技能，才能为国家作贡

献。”作为中车火车头金蓝领创新工作室的

带头人，管益辉长期关注企业数控人才梯

队建设和青年员工的成长，他将自己掌握

的先进操作方法、绝招绝技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新员工。

“我会多少东西，我愿意都教给他们。”

管益辉带了 40 多名徒弟，发现他们的性格

和特长都不同，他就因材施教，想办法激发

每一个人的潜能。

“师傅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股不服输

的劲，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研究明白。”

管益辉的徒弟李启士说，在师傅的引导下，

他的钻劲愈加强烈。2013 年，李启士参加

中美国际数控机床技能大赛，荣获团体金

牌 ，被 授 予“ 中 央 企 业 技 术 能 手 ”称 号 。

2017 年，他参加中国技能大赛，获得数控车

工一等奖，被评为“全国技术能手”。

管益辉多年来培养出技能人才 40 多

名，其中技师、高级技师 20 余名，中车技能

专家 9 名，央企技术能手 2 名，全国技术能

手 1 名。

多年来，管益辉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

道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他也从学徒工成

长为中车首席技能专家，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用技能报效国

家、用匠心雕琢精品，一辈子能干好这一件

事，值了！”管益辉说。

近日，天津荣程钢铁集团公司的员

工赵大宇被授予全国第一张智能制造工

程技术人员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包括赵

大宇在内的 27 人获得全国首批智能制

造专业技术等级证书，这是数字人才职

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也彰显了我国数

字人才的广阔发展前景。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达 50.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提升至 41.5%。随着各行业对数字人才

的需求与日俱增，人才短缺、数字技能需

要提升等问题凸显。

针对数字人才发展面临的问题，多

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完善数字人才基本

制度和规划，构建多层次数字人才培养

体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首次标注了 97 个数字职业，占职

业总数的 6%；教育部加大数字经济领域

相关专业设置，新设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这

些有益尝试正在加速弥合数字人才需求

和紧缺之间的沟壑，为数字人才提供了

方向和机遇。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发展，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不断加强

数字人才队伍自身能力建设、全方位提

升数字技能和素养，需要久久为功。一

方面，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

穷，数字人才不仅要加强专业知识学习，

还要广泛涉猎多学科、跨行业、宽领域的

信息，构建多元知识体系。同时，要积极

参加数字技能职业培训，注重所学知识

和实用技能双向提升，培育数字化思维、

增强数字化意识，提高自身对数字化发

展的驾驭能力。

另一方面，数字人才要在生产实际中立足产业需求，不断提

升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充分用好数字化资

源、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化平台，主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努力推

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断

取得成效，为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第四代技术

获得突破！”近一段时间以来，青海泰丰

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宋爽

洁的脸上每天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是锂离子电池

的理想正极材料，具有密度高、容量高、

电性能好、成本低等特点。近年来，磷酸

铁锂电池由于安全性较高、成本较低，在

新能源汽车、储能、重型卡车、电动船舶

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2016

年，宋爽洁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第一代

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之后，他们陆续

实现该材料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技术

突破。

成绩的取得源于宋爽洁十几年扎根

生产一线，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的坚持和

努力。2012 年，宋爽洁研究生毕业后，入

职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当

时，公司磷酸铁锂生产线还处于调试阶

段，宋爽洁每天跟着老师傅了解设备、学

习工艺。“在一线深入学习的过程中，如

何提高产品生产稳定性、保证产品质量，

是我当时最关注的问题。”宋爽洁说，从

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开始，她对产品和技

术研发就一发不可收拾。

经过查阅大量相关资料、请教行业

专家，宋爽洁认识到，混料工序是磷酸铁

锂生产的核心工序，涉及原材料投料、混

料研磨等多个方面，工艺复杂。该工序

制备的浆料能否合成，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产品的质量是否合格。

针对混料工序容易出现的问题，宋

爽洁白天在生产一线研究设备参数，晚

上查阅文献补充知识。“当时策划了多个

实验方案，一次次进行实验验证、数据分

析，一心想要攻破这个难题。”通过近 3 个

月反复实验研究，她最终成功识别出关

键控制点，制定出关键工艺参数的控制

范围，为公司产品成功下线提供了可靠

的实验数据。

一个技术问题解决了，宋爽洁并没

有沉浸在喜悦之中，而是继续在生产线

各个环节里发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近年来，她先后攻克了“产品极化”“纳米

研磨效率低”“产品调浆困难”等问题，为

公司创造了巨大效益。

面对繁忙的工作、技术研发遇到的

瓶颈，宋爽洁有时候也会感到焦虑，但

她从来没有退缩。“攻克技术难题需要

付出巨大努力。压力虽然大，但是每一

次技术取得突破、产品质量得到提高，

都让我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宋爽洁说。

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工作之

余，宋爽洁坚持学习专业知识、阅读相关

书籍、关注技术进展。随着业务能力不

断增强，她从一名一线技术人员很快成

长为技术骨干。

对于宋爽洁来说，技术研发从来都

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紧盯市场需求。

“我们在市场调研中发现，摆脱里程焦

虑是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心声。为此，我

们决心进一步优化产品，努力提高锂电

池的续航里程。”宋爽洁说。

设定目标，宋爽洁带领研发团队立

刻行动起来。他们对磷酸铁锂开展持续

技术攻关，增加高压能量实密度，以提高

锂电池原材料性能，达到续航里程增加

的目标。经过多次实验，攻克一个个难

题后，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研发成功，并

很快实现规模化生产和销售，获得了市

场青睐。

“可喜的是，在推进高压实密度磷

酸铁锂从第一代到第四代技术迭代的过

程中，团队研发能力得到大幅提高。”

宋爽洁说。公司研发部几乎都是“90

后”技术人员，宋爽洁搭建起交流和展

示平台，带动大家一起学习知识、交流

心得、共同进步。研发团队共发表包括

《一种高压实高容量磷酸铁锂正级材料

的制备方法》 等在内的 10 篇专利，攻克

的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技术创造数十亿

元利润，推动公司迈向高能密度锂电池

材料智能制造企业。

今年，宋爽洁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我们

研发团队的肯定和鼓励。”宋爽洁说，“瞄

准新能源新材料发展趋势，我们将继续

开展技术创新和工艺改革，加快研发创

新步伐，敢于挑战技术难题，将产品性能

和品质做到极致，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