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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孙景南——

焊 花 绽 处“ 览 众 山 ”
本报记者 蒋 波

培养更多高素质科普达人

郭静原

上图上图 浦镇公司车体分厂电焊工孙景南在检查车体部件焊缝质量浦镇公司车体分厂电焊工孙景南在检查车体部件焊缝质量。。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右上图右上图 孙景南在焊接城轨车辆车体孙景南在焊接城轨车辆车体。。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东方密语团队设计东方密语团队设计的的

文创产品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梅梅摄摄

在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中车”）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浦镇公司”）车体分厂，一列 20

多米长的银色铝合金车体中，孙景南身穿十

多斤重的防护服，半蹲在厢体旁，单手举着

焊枪，专注地盯着车厢缝隙处。伴随着“刺

刺”响声，一道道蓝光闪烁、一朵朵焊花四

溅，一条细密齐整的鱼鳞纹焊缝成型，两块

铝合金车体材料被精准焊接在一起。

30 多年来，浦镇公司车体分厂电焊工

孙景南以焊枪为笔、焊丝为墨，在焊花中淬

炼匠心，以强烈的进取心、精湛的焊接技能、

科学严谨的态度，从一名普通焊工成长为中

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曾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30

多项荣誉称号。

她出色完成了普速铁路客车、复兴号动

车组等 30 多种车辆的车体焊接工作；带领

团队完成 6 项科研项目，以及技术攻关 245

项、成果转化 51 项，为企业创效超 4000 万

元；参与编写的《焊接结构生产》，成为人社

部职业能力培训指定教材⋯⋯

选定终生事业

“列车高速行驶过程中，车体强度是保

护旅客的关键，而缝隙焊接好坏与否，则是

关键中的关键。”孙景南说，列车对焊接的精

度要求非常高，焊接工人必须在电光石火间

做到“快准稳”。

“在机缘巧合下，我接触到焊接工作，

第一次看到像烟火一样绚烂的焊花，既震

撼又喜欢。那时，我就决定把焊接作为自

己的终生事业。”1990 年，孙景南主动选择

进入全厂最苦最累的钢结构车间，从事焊

接工作。

浦镇公司车体分厂工区长望伟对孙景

南的勤奋劲儿记忆深刻。“孙景南练习焊接

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上班跟着师傅

学，下班后便拿起边角料继续练。为了练稳

定、练臂力，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头晕目眩、

腿脚发麻都是她的‘家常便饭’。”望伟说，入

职两年，孙景南就在公司举行的青工技术比

武中赢得第一名，随后多次在各类大小比赛

中摘冠夺魁。

因为热爱，所以拼搏。这些年，孙景南

参与焊接的车体从时速 80 公里的绿皮普

通列车，到和谐号、复兴号高铁动车。高温

焊花在孙景南的防护服上、手臂上留下了

大大小小的印记，成为她事业不断进步的

见证。

伴随着中国轨道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

高铁、地铁列车也在不断更新迭代。“为了适

应新车型、新材料、新工艺，我带领团队在国

内外四处学习取经，读不懂的外文资料就抄

下来，对照字典逐字翻译，硬是把新技术一

点点地‘啃’了下来。”孙景南说。经过长

时 间 勤 学 苦 练 ，孙 景 南 取 得

MAG 焊（富氩混

合气体保护焊）、MIG 焊（熔化极惰性气体

保护焊）、TIG 焊（钨极气体保护焊）等各种

欧标焊接资质证书 18 个，并获得国际焊接

技师证书，成为焊接方面的工匠型专家。

“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就是在工作领域

对自己严格要求一点。只有追求完美，才能

有所突破。”孙景南说。

不断攻克难关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孙景南说，把列

车“缝制”好，不仅需要毅力，更要不断推进

技术创新。

为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浦镇公司

成 立 了 以 孙 景 南 命 名 的“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孙景南以此为平台，通过理论培训、技

术攻关、实际操作等形式，让企业技术开发

人员和一线焊工互相切磋技能。

孙景南劳模创新工作室成员、浦镇公司

车体分厂焊工郭有东告诉记者，在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组车体的焊制过程中，需

要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牵枕缓的组焊，

由于企业缺乏技术基础，生产一度受到影

响。“铝合金焊接最多只允许返工两次，如果

还不达标，产品部件就可能面临报废。”郭有

东说，面对困难，孙景南挺身而出，主动承担

了该项技术的攻关工作。

“对于新型高铁列车，我们毫无技术基

础。就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在大量

试验数据的基础上不断总结。通过不断调

整 焊 接 坡 口 几 何 形

状及尺寸参数，我们团队从荷叶和水滴的

相互作用关系中找到灵感，最终摸索出了

‘解题思路’。”孙景南说，几个月的艰苦奋

战，大家都累并快乐着。在组织创新团队

成功突破技术难题的过程中，她深切体会

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收获了攻关难题

的成就感。

这些年，孙景南带领团队潜心攻关，深

入钻研焊接工艺。在动车组和地铁车辆自

主化、谱系化、智能化进程中，她和团队开展

了铝合金单边 HV 对接、角接、K 形等多接

头、多位置、多板厚技术创新，打破碳钢焊接

固化模式，创新了铝合金 MIG 焊接手法，实

现了无垫板单面焊双面成型的工艺突破，先

后完成 89 项焊接工艺创新，搭建了全焊接

铝合金车体制造技术平台，促进了轨道车辆

车体的制造升级。

经孙景南和团队焊接出来的城轨车辆

遍布“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公司董事长

李定南说，孙景南是公司当之无愧的创新型

人才，她的精湛技能和创新工艺得到了市场

的充分认可。

培养人才队伍

“一把焊枪的工作效率再高，也不能完

成全部工作。一个人再努力工作，也比不上

大家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在孙景南看

来，只有让更多的年轻技术人员胜任高速动

车车体焊接工作，推动更多人创新创造、竞

相奔腾，才能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

跨越。

“ 从 进 厂 到 现 在 ，我 一 直 跟 着 师 傅 学

习。她把自己掌握的技能技巧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我，让我快速成长。”提起孙景南，郭

有东满眼都是敬佩与感激。在孙景南的教

导下，郭有东顺利通过培训考试并在动车组

生产线上进行焊接作业，22 岁被认证为“国

际焊接师”，24 岁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师 傅 不 仅 自 己 钻 研 业 务 ，还 将 自 己

的创新技术总结编写，形成了《打磨规范》

《铝合金焊接手法》《城际动车组焊接培训

教材》等培训教材。”郭有东说，孙景南传

承的是奉献、敬业精神。在她的影响和努

力下，浦镇公司内部已经建立了一支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铝合金焊接队伍。

李定南介绍，公司以孙景南命名的“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孙景南劳模创新

工作室”不仅是焊工攻克难关、创新技术的

孵化器，更是企业一线焊接员工技能提升、

知识拓展的基地和课堂。在孙景南的带动

和帮助下，一批批工匠正在“拔节成长”。

孙景南亲自带徒的 24 人中，已有 12 人取得

技师职业资格，4 人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

格 ，3 人 在 国 际 焊 接 技 能 大 赛 中 获 得 第

一名。

“我要努力创新技术，推动企业在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中进一步提高创新驱动力，

提升原创技术制造能力，为产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孙

景南说。

天外飞仙、黑白牦牛、红陶人面像⋯⋯

走进甘肃省博物馆文创商店，除了去年爆火

的以镇馆之宝“铜奔马”为原型的毛绒玩偶

“马踏飞燕”之外，各种新款毛绒文创玩偶也

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购买。

这些备受关注的文创产品都出自一个

以“90 后”为主力成员的年轻团队——东方

密语。

学习油画专业的王伟和学习文物与博

物馆专业的吴翔宇 2015 年加入这个团队，

成为文创设计师，开始参与各类文创产品

设计。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依托文物资源，

开发出更多文创产品，让更多人把文化带

回家。

“我们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馆藏文物，并

将纹样、造型、历史背景等多重文化元素综

合考量，再将人文美学的设计理念注入文化

内核，创造出兼具深厚文化内涵和实用创意

的生活好物。”吴翔宇说，做博物馆文创不能

天马行空，必须对博物馆里的文物十分熟

悉。因此，经常去博物馆看文物是必做的功

课，他们会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参观，看文

物、找灵感。

“ 做 文 创 产 品 就 像 烧 制 陶 器 ，要 画 出

平面草图、做出胚子、尽心烧制，出炉后并

不一定会成功，失败了就得重新做。”王伟

说，做文创要考虑市场的接受度，不能自

己随心想做啥就做啥，而是要经得起市场

检验。

“我们的创作要基于对文物的了解和对

市场的分析。”吴翔宇说，设计团队会通过研

讨形成设计思路。她作为策划者，要整理好

所有文物的历史资料，交给设计师；设计师

则根据创意作出平面图，再经研讨修改后定

稿打样，打样后若无需再进行修改，就可以

面世了。

“设计师赋予它生命，策划文案赋予它

灵魂。”吴翔宇说，一件文创产品在面世之

前，还要给它取名字，让它“活”起来。

“绘画功底是基本功，创意和想法要占

90%。”王伟说，文创设计师不同于平面设计

师，制胜点在创意上。

吴翔宇介绍，拿“马踏飞燕”毛绒玩偶来

说，铜奔马作为中国旅游标志，让人熟知的

是马三足腾空的侧面。但从正面看过去，是

马张着嘴、歪着头奔跑的形象，感觉很萌很

好玩。经团队成员商议后，决定将其做成毛

绒玩偶。

“当时团队有 10 名设计师都在画，画了

很多草图，正面侧面都有，但都被推翻了，最

终定了画正面。”王伟说，“马踏飞燕”的出炉

经历了画稿反复推敲、打磨，即使打样后还

进行了几次调整。

“最后定款，团队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就

想着大家应该也都会喜欢，但没想到会这么

火爆。”王伟说。

王伟知道，做文创设计不是件易事，要

深入了解历史、文化等多层面的知识，再通

过创意化表达，呈现出产品解决方案。“这是

一条探索之路，有期待也有挑战，正是我向

往的。”

自 2015 年至今，东方密语团队集思广

益，打造出了“至美敦煌”“花舞大唐”“游园

惊梦”等 8 个文创 IP，开发原创产品 2000 余

件，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并连续 3 年在中

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中斩获佳绩，实现文

化传承与经济效益双赢。

在文创设计师眼里，这个行业和其他行

业一样，苦乐兼有。“虽然设计出了一些爆款

产品，但我们压力还是很大。”王伟说。

“ 有 时 一 连 画 出 十 稿 ，却 一 稿 都 选 不

上，也找不到灵感，感觉有点失落。”王伟

说，“以前的设计师大都是学绘画或者平面

设 计 等 专 业 ，入 行 后 才 开 始 学 画 文 创 产

品。有人因为与所学专业不一致，出不了

产品就放弃了。如今高校开设了文化创意

与策划专业，对这个行业来说也是有推动

作用的。”

文是根本，创是生命。好的文创不是

简单的元素堆砌、新奇点缀，而是审美、功

能和内涵的和谐统一，并将传统感和时代

感有机结合，以独具匠心的思想表达带给

人们情感共鸣。那些火出圈的文创产品，

让博物馆离大众越来越近。

“现在有很多孩子被家长带来参观博物

馆，但是有的并没有看懂，也会有看完就

忘了的情况。我希望以文创产品这种

形式让更多人记住中华传统文化，把

文化带回家。”吴翔宇说，文创设计师

就是一个新的文化传播者，传承文化

的使命很光荣，任务也很艰巨。

“让文物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走进

千家万户，对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一种

挑战。”王伟说，他们一直在探索各种

呈现方式，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路

上，不会停下努力的脚步。

“科学与中国”20 周年大会暨“千名

院士·千场科普”行动启动仪式近日举

行。会上宣读的《“千名院士·千场科普”

倡议书》号召两院院士主动承担科普社

会责任，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

想、科学精神传播到广袤的祖国大地上。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都是创新发展

的应有之义。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

提高，就难以筑牢科技创新参天大楼的

坚实地基，难以搭建起科技成果转化的

快速通道。长期以来，一大批科技工作

者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的同时，也积极

参与科普工作，为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

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作出重要贡献。

也要看到，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还存

在短板，与公众需求以及国家科技创新

紧迫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家科

普能力建设。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越

来越重视科普工作，大力鼓励科技工作

者参与科普。面对公众与日俱增的科普

需求，科技工作者应在支持和参与科普

事 业 、提 高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上 发 挥 更 大

作用。

及时解读重大项目，让公众了解最

新科技发展动态。科技工作者处在学术

最前沿，能够最大程度保证科普内容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他们在悉心科研的同

时，应该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教

学资源，使公众了解最新的科技发展动

态，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

索未知的兴趣。

贯彻科学理念，用知识击碎谣言。

当前，一些伪科学谣言层出不穷，往往集

中在医疗健康、食品安全等与人们日常

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如果不及时澄清，

很可能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和损失。科技工作者可以灵活运用专业

知识强有力地回击谣言，既能为公众答

疑解惑，也有利于传播科学价值观。

创新普及方式，助力科普破圈。科学理论知识或许晦涩

难懂，但科技工作者要积极顺应互联网时代公众需求，创新

科普表现形式，利用多样化的融媒体手段，创作出适合传播

的、具有趣味性的科普内容产品，让科普变得更加喜闻乐见。

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科普人才。期待

更多科技工作者发挥自身优势和专长，充分参与和支持科普

事业，希望越来越多科普达人进入公众视野，为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添砖加瓦。

文创设计师：把博物馆“带回家”

□ 本报记者 赵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