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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工匠？就是要有‘择一事终一生’

的执着专注、‘干一行钻一行’的精益求精、

‘偏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千万锤成一

器 ’的 卓 越 追 求 ⋯⋯ 如 何 在 工 作 中 不 断 创

新？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思路、最实用的方法

和最低的成本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河

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高级工程师宋

涛在一次宣讲会上的发言。

十几年来，宋涛以实际行动践行工匠精

神，带领团队获得知识产权 62 项，其中国际

发明专利 1 项、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实用新型

专利 36 项、软件著作权 12 项，提高了港口综

合生产能力，增创经济效益 1.5 亿元以上。

爱找问题

在曹妃甸港矿石码头，万吨巨轮依次排

开，卸船机正挥舞着“钢爪”，将船舱中的铁矿

石抓出，再顺着轨道运送至传送带。“一个抓

卸循环最快只需要 60 秒，接卸一艘载重 40 万

吨的铁矿石船舶，我们最快只需 30 个小时。”

看着眼前码头繁忙的景象，曹妃甸港矿石码

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说：“这里创造

了每小时接卸铁矿石 1.31 万吨的世界纪录并

保持至今，而这个纪录的创造离不开宋涛。”

脸上洋溢着微笑，眼中透着自信，说话不

急不躁，这就是宋涛。宋涛 1983 年出生在河

北沧州的一个小渔村，从小就与大海结下了

不解之缘。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专业毕业

后，他满怀热忱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曹妃甸港

矿石码头，成为一名机械技术员。

在这个专业化矿石码头上，宋涛一直保

持着“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工作作风，很快熟

悉并精通自己的本职工作，成为业内行家和

技术尖子。在码头建设期，他先后负责堆取

料机和皮带机的设计、安装和调试。2012 年

公司投入运营后，他主要负责各类机械设备

的维护保养工作。同事们都说，宋涛对码头

上各类机械的每一处运行情况都了如指掌，

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

怎么让机械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怎么

让它们干活儿又快又好？在工作中，宋涛脑

子里时刻装着这些问题，琢磨着通过技术改

造提质增效。2014 年，公司成立了以宋涛为

带头人的创新工作室。他坚持“技术就是效

率，创新就是效益”的理念，带领团队在机械

电气、操作工艺、安全环保等领域不断创新。

一台皮带机有上万个托辊，而托辊是易

损部件，一年要更换两三千个。每次更换都

需要两三名工人先将皮带撑起，耗时 20 多分

钟才能更换完成。能不能想个办法提高效

率、节约人力？经过反复琢磨，宋涛带领团队

研发出托辊更换工具，将更换耗时降至 10 分

钟，将生产效率提高 1 倍以上。

2015 年 7 月，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获批可

接卸 40 万吨级散货船舶，宋涛意识到这对码

头的接卸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带领团队

努力钻研卸船机的作业特点，通过应用自主

研发技术“新型桥式卸船机作业方法”，使 40

万吨级船舶接卸效率提高 16%，进一步释放

了曹妃甸港的深水大港潜能。

善于研发

宋涛喜欢在夜晚仰望星空。他说，仰望

星空是为了找准前进方向，脚踏实地是为了

走好前进的路。

2020 年，公司谋划建设堆取料机自动化

系统，宋涛摩拳擦掌。经广泛调研，他发现在

国内煤炭码头虽然已经应用了堆取料机自动

化技术，但矿石码头由于物料特性差、作业工

况复杂等因素，还没有成熟的应用案例。梳

理近 10 年生产维修经验，宋涛认为：“我们必

须做到对自己的设备心中有数，通过研发创

新，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宋涛提出

自主研发申请，并得到公司领导层的支持。

自主研发的历程漫长、枯燥又煎熬。港

口生产繁忙，宋涛只能带领创新团队利用业

余时间搞研发，每天加班到凌晨，周末也不休

息。为了测试系统的性能，他们要在堆取料

机的作业间隙见缝插针地安装和调试，有时

要在设备上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终于，堆

取料机达到了预期效果，宋涛和他的团队成

员却瘦了一大圈。

在宋涛创新工作室内，陈列着来自澳大

利亚、巴西等国的铁矿石标本。“这种粉比

较黏，容易沾皮带；这种粉比较轻，容易扬

尘⋯⋯”宋涛对各国铁矿石的特性都了如指

掌。而对于各类机械的生产参数，宋涛也都

记在本子上、印在大脑里。凭借这种“痴迷”，

2021 年 9 月，宋涛团队先后攻克了自动定位

技术、防撞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成功研发出

矿石码头堆取料机自动化系统。矿石码头

6 台堆取料机自动化改造花费成本 2400 万

元，比周边完成此类项目的码头一次性节约

成本 1200 万元。改造前，每台堆取料机需要

一名司机和一名监护；改造后，6 台堆取料机

仅用 2 个人就能实现远程自动监控作业，仅

人工成本每年便可节省 300 余万元。

2023 年，曹妃甸港矿石码头又将目光瞄

准卸船机自动化技术这一港口行业的前沿课

题。激光扫描成像技术、抓斗轨迹控制技术

和抓斗防摇算法一直是行业公认的三大技术

难题。有了 10 余年的技术积累，有了自主创

新的丰富经验，宋涛团队对困难毫不畏惧。

他带领团队吃住在单位，一天至少工作 16 个

小时，完成上千次数据采集、万余页演算手

稿以及数不清次数的修正与验证，终于实现

了卸船机的全过程自动控制，为公司加快智

慧港口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

团队作战

“持续创新需要发扬工匠精神，更需要打

造工匠团队。只有培养一支有战斗力的工匠

团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位成员的技术优势，

才能完成创新，实现突破。”宋涛说。

在宋涛创新工作室内，有一面“群英荟

萃”展墙，展示着该工作室多位创新达人的业

绩：36 岁的吝涛，拥有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

型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37 岁的郭东

方，获河北省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展演金奖、河

北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33 岁的

韩立涛，被公司评为“卸船机上的大工匠”，获

“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等称号⋯⋯在宋涛的带

领下，年轻职工们迸发出更多潜能。

吝涛从入职起就跟着宋涛干，一直坚守

在堆取料机维修一线。“你肯定行，咱们一起

想办法，没有破不了的题！”每当听到宋涛的

这些鼓励，吝涛总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在堆取料机自动化系统改造中，他成为自主

研发团队的骨干。

“我刚到港口上班时，只觉得有个活儿干

就行，没有什么远大追求。在遇到宋师傅后，

他一直鼓励我要有梦想，更要想办法实现梦

想，我才有了今天的这些成绩。”郭东方说，宋

涛多年来任职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

头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主任，无论多

忙，只要有人请教，他都会耐心解答。

10 年来，宋涛创新工作室已累计培养省

级以上劳模 20 余人。宋涛创新工作室先后

获评“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全国交通工匠工作室”等称号，夺得了中

国职工技术协会创新成果特等奖等奖项。

“哪里存在问题，哪里就是攻关创新的方

向。”宋涛告诉记者，随着港口吞吐量的逐年

攀升，码头生产全流程自动化势在必行。今

年，团队又开始向“装车楼自动化”发起挑

战。“预计到今年年底前怎么也能干出点眉

目！”宋涛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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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万 锤 成 一 器
——记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高级工程师宋涛

本报记者 宋美倩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了《关于加

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从

制度层面对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作

出全面规划，为打造一支政治坚定、

素质优良、敬业奉献、结构合理、群

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勾画出路

线图和施工图，对助力社区工作者

更好服务居民群众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工作者是指在社区从事党

建、治理、服务工作的专职工作人

员，承担着维护社区和谐稳定、促进

社区发展进步的重要职责。我国历

来高度重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2017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

见》专门要求将社区工作者队伍建

设纳入国家和地方人才发展规划；

“十 四 五 ”规 划 明 确 提 出 ，构 建 专

职化、专业化的城乡社区工作者队

伍 ⋯⋯越来越多政策的出台增强

了社区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和荣誉

感，激发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关

乎社会治理。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

不少新问题、新挑战，社会流动加

快、社区社会化、家庭小型化等社会

变化加大了社区治理难度。

基层社会治理成效如何，基层

干部是决定性因素。把社区工作者

队伍建设好了，社区才能真正成为

幸福家园。期待越来越多有志之士

加入社区工作者队伍，通过卓有成

效的工作，让基层社会治理更有温

度，让社区成为居民放心、安心的

港湾。

社区工作者身处党联系群众的

第一线，面对千头万绪的基层治理

工作，要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坚持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倾听群众声音，聚焦群众关切，多想想如何让

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

道更畅通一些；围绕群众需求清单，当好“施工队长”，为

民 服 务 解 难 题 ，增 强 社 区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

当前，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正深入

推进，对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社区工

作者要积极适应新形势，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专

业素质和服务能力，勇于探索创新，把治理与服务、治理

与建设结合起来，探索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模式、新

方法，善于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

化服务，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使千家万户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志在社区

治在基层
蒋

波

打 锡 声 声 余 韵 长

□ 本报记者 赖永峰

一个周末的清晨，薄雾轻拂。“叮

当、叮当⋯⋯”走在江西省莲花县的街

头巷尾，时不时能听到打锡的声音。

在莲花打锡制作工坊里，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锡雕（莲花打锡）代表性传

承人刘建强手中的锤子起起落落，将

锡片敲打得平平整整。

莲花打锡是一种以锡为原料，手

工制作各种生活器皿的技艺。莲花打

锡历史悠久，受地域文化影响形成独

特风格，是中国地方锡工艺的重要分

支。据当地族谱和地方史志等相关资

料 推 算 ，莲 花 打 锡 至 少 有 600 余 年

历史。

“我初中毕业后，便跟着父亲学打

锡。”刘建强仍清晰地记得儿时随父亲

打锡谋生的往事。父子俩挑一副行担

出门做活，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吆喝着

“打锡么”。行担一头是打锡的工具，

另一头是铺盖卷。揽到活后，就寄宿

在村民家里。等他们将小火炉支起，

村里人就会前来定制锡器，或是把用

久的锡器拿来重塑。

锡制品具有“盛水水清甜，盛酒酒

香醇，储茶味不变，插花花长久”的特

性。打锡工具简单，工艺讲究。“造型

各异的锡器，仅靠剪子、锉子、锤子、量

尺等工具，经熔、画、剪、打、锉、焊等工

序，就可呈现出来。”刘建强说。

数 件 锡 器 作 品 陈 列 在 刘 建 强 家

中 ，在 室 内 灯 光 照 射 下 ，色 如 银 、亮

如镜。

锡制品看起来很漂亮，但制作过

程却很复杂。刘建强说：“一件锡器大

致要经过选料、溶锡、制模、浇铸、出料

（脱模）、画墨、开剪、规圆、锉脚、涡肚、

出料嘴、焊接、吊底、上车（抛光）、上

嘴、试水、质检等十几道工序。每一道

工序都有严格的操作要求，相辅相成、

不可或缺。”

“我们做得最多的是酒壶、酒盅。”

刘建强告诉记者，一把锡壶由数块锡

片焊接而成。先将锡烧熔，浇铸好锡

片，然后再把锡片放在砧墩上锤打。

要经过上千次锤打，锡壶才最终慢慢

成型。

打 锡 ，关 键 在 锤 打 ，全 是 手 上 功

夫。刘建强不善言谈。在打锡工坊，

听得更多的是他的打锡声。随着一锤

一锤的敲打，他手里的酒壶渐渐变得

亮起来、圆润起来。“锤打最能见功底，

要的是硬功夫，要一圈圈、一点点地

打。再繁琐的工序，也要静下心来，不

急不躁。”偶尔将手中的锡器拿起来在

太阳光下看看，刘建强不慌不忙，“锤

打出壶体的秀美轮廓，才能体现工匠

手艺的高超”。

锡器样式虽不同，但制锡的每道

工序、锤打的力道都刻在刘建强心里，

剪裁锡片时他可以不用尺子，看一眼

就知道要剪几寸。

锤打出轮廓的锡片，剪去多余边

角，就可以拼接起壶的轮廓，再用锡焊

将相接处的缝隙焊接成型。之后，一

遍遍的打磨就开始了，大锉、小锉、粗

砂、细砂轮番上阵，直至壶面平如镜、

滑如冰。

“打锡需要具备十足的耐心。制

作一个锡器，少则几天，多则十来天，

其间，最难的是敲斑纹、雕花刻字，一

坐就是几个小时，一点也不能分心。”

刘建强说。

一把锤子一块锡。刘建强一直沉

浸在自己的锡器世界里，将时间、精力

倾注于精进技艺上。“打了一辈子，也

爱了一辈子。趁现在还打得动，我会

尽力多做一些大家喜欢的锡器，但我

更希望能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刘建

强笑道，“以前打锡都是家传，但现在

只要有人想学，我就肯教，希望能有年

轻人加入，为这门老手艺添上不一样

的光彩。”

让刘建强感到欣慰的是，几年前，

在外地打工的小儿子刘少忠回到家，

“接棒”锡艺传承。这些年，刘建强还

陆续招收了一些学徒，毫无保留地将

技艺传授给他们。

刘建强坦言，手艺人更像是“守艺

人”，技艺之道，需要静得下心、耐得住

性子。“学习打锡的过程很艰辛，需要

在师傅身边扎实学习，从熔锡、剪裁、

敲打等基本功练起。没有坚韧的意志

和十足的耐心，往往难以坚持下去。”

他说。

如今，有了年轻人的加入，莲花打

锡在创新中焕发生机：在锡器的图案、

造型上更注重融入各地风土人情，原

材料也更讲究。与文化公司合作、开

设网店、入驻视频平台，让更多人了解

莲花打锡，了解传统文化。“我们还参

加各类展会和文化交流活动，在进一

步开阔眼界的同时，与同行探讨制作

工艺，并通过借鉴和吸收，让作品更加

精彩。”刘建强说。

这些年，刘建强还在学校授课，通

过讲说与手作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

们更深入地了解莲花打锡技艺。

“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

遗技艺，是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的重

要责任。”刘建强说，他们要在保护中

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再发

展，让莲花打锡技艺更好传承下去。

数艘货轮靠泊在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作业。

季春天摄（中经视觉）

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矿石码头高级工程师宋

涛利用自制的卸船机模型研究卸船机传动机构。

杨 杨摄（中经视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锡雕（莲花打锡）代表性传承人刘建强在制

作锡器。 李桂东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