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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蒋旭华是个学院派，他说自己更是个实战派。

作为杭州福斯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焊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蒋旭

华手持焊接职业资格一级证书，是焊接工艺团队的领军人物。

他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987年从技工学校焊接专业毕业后，蒋旭就由于专业能力突出被多家

学校邀请担任技能老师，后一边教学生，一边自我学习，做工艺评定，因此他

拥有十分扎实的理论基础及专业能力。

但蒋旭华并不希望自己停滞不前，便在1991年主动提出要去焊接一线

工作，继续锻炼自己的才能，向经验更丰富的老师学习。

在蒋旭华的焊接生涯中，大大小小的比赛也给他带来了不同荣誉或

经验，最令人难忘的一场比赛，莫过于 1990 年举办的首届全国轻工技术

大赛。

参加比赛时，蒋旭华发现别人都有响当当的头衔，只有自己写着“参加

工作多年，得到领导好评”之类看似毫无说服力的话。虽知自己理论水平过

硬，手上功夫也不差。公布名次之前，《四川工人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告诉

蒋旭华他获得了第八名，但蒋旭华一直不敢相信。直到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表彰时他才惊喜地接受这个现实。那年西南三省、九大工种的参赛选手中，

只有他拿到了名次，全国焊接第八名。

作为产品生产操作中的核心工序，公司对焊接技术的研究以及专业人

才的培养历来十分重视。“成立工作室，有利于为企业培养更多更好的高技

能人才，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

现在，蒋旭华焊工技能大师工作室运行正常，在它看来，企业越来越

重视转型升级，作为传统的制造业，高科技的引入和高水平的工艺是一条

必须走的路子，这都需要高技能人才，“在焊接技艺的道路，我还有很长路

要走⋯⋯”

蒋旭华：
在人民大会堂领奖的焊接大师

2017 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摒弃浮躁、宁静致远；精致精细，

执着专一。

这无疑是“工匠精神”的精髓。

也正是这种“工匠精神”，正在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为全力打造国际化、现代化

产业新城提供重要支持。

18岁那年，张随福第一次走进了东华链条。

第一个岗位，是转道工。

转道工是做啥的？“每天的工作就是推车，把生产好的链条零件送去给

检验员检验，然后把不合格的次品再拉走返工。”

看起来蛮枯燥，可张随福愣是在每天跑来跑去的路上，看出了门道——

“什么样算合格，什么样是不合格的，日子久了，心里大致也有了数。”于

是，张随福干脆每天在送零件的路上自己先检查一遍，看到不合格的，先挑

出来堆放到一边，送给检验员的时候跟他们打个招呼：这些零件不太好，大

家看的时候留个心⋯⋯

从转道工到过硬的质检员，如今他也曾独立管理团队、主持项目，这背

后23年的时光，是张随福大写的坚守与创新。

2001年，张随福完成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次转型：通过竞聘，他从一线的

检验员，转到了管理者的角色。

论技术，张随福是自信的；但真正坐上管理的位置，他罕见地迷茫了。

于是，他又一次开始了一个礼拜一本书的日子，这一次钻研的除了专业

书，就是各种管理类书籍。“每天多花几个小时学习各种管理学知识，再多跟

人沟通交流，几个月过去，我发现之前的问题，不知不觉就解决了。”

他目前正在做的工作之一，是牵头组建传动链事业部 OEM 产品验货

小组。

这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设计一个自动化卷盘，

来替代目前人工手动卷装链条的方式。

“它是由我提出设想，请外来厂家设计制作的。可以说，目前在链条行

业是独一份。一旦上线，也是全国链条行业首个。”

“目前东华的产品正在进入日本、欧洲等高端市场，我们一方面希望能

达到产品零缺陷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以此响应政府‘机器换人’的号

召，减少用工量，缓解企业用工难的问题。”

张随福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自动化卷盘将在今年上半年上线。

张随福：
东华链条最过硬的质检员

一块模子上有 350 个小坑，把气门嘴里螺丝大小的金属管一一插进小

坑，黎定渊只用了七秒钟。

今年 53 岁的他，老家在四川平昌。小乡村里四面环山，公路没有修起

来的时候，从家里到镇上要走整整一天。

1997 年，黎定渊“走”到了千里之外的临平，顺利入职杭州万通气门嘴

有限公司。

在那个汽车仍属于奢侈品的年代里，开发区还是一片郊野。

气门嘴是什么？简单来说，只要有轮胎的地方，就一定有气门嘴。气门

嘴的功能是给轮胎充、放气，并维持轮胎充气后的密封状态的。一个气门嘴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金属管，另一部分是橡胶管。把这两个部分合二为

一的工序，叫“硫化”。在气门嘴领域，“硫化”被形象地称为“架桥”——黎定

渊，就是这个“架桥”的人。

夏天，顶着车间内的高温，黎定渊一张接着一张地给橡胶片拉边。“就是

徒手把橡胶片撕成两个更薄的橡胶片。”他用手比划着，眼神专注，仿佛又端

坐在操作台上。

不比现在的工艺，那时的橡胶片很难撕，一天下来，撕了几十张橡胶片

的黎定渊指腹开裂。企业以个人产量考核奖金额度，黎定渊很清楚，只有

“拼”，才能赚更多的钱养家。那一次，给手指包上创可贴后，黎定渊在操作

台前坚持了下来，这一份坚持，换来了 200 多个机件、200 多元奖金。那是

九十年代末，黎定渊的工资是一个月600元。

黎定渊是气门嘴行业的见证者，单从他手头操作的那台硫化机来说，光

每次的产出量就从原来的36个气门嘴，提升到了350个。

作为行业内的“单打冠军”，万通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到了2005年

后，汽车大量普及，企业里生产的气门嘴类型，也从自行车慢慢转向汽车。

2012年，那是黎定渊进企业的第15年，因为他吃苦耐劳的性格与高质量的

产出，他成了硫化岗主管的不二人选。

今年，是黎定渊来到临平的第21个年头，他却总说自己是“大山里的孩

子”。大山赋予他坚韧的品格，也给了他质朴、肯干、勤劳、勤思这些关键词。

黎定渊：
为小小气门嘴“架桥”的人

1993年，电梯还是个相当新潮的行业。

那一年，冯国林刚大学刚毕业，就接触到这一行了。

从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到如今的技能专家，25年光阴荏苒，他破茧而

生——如今的冯国林，已经是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的一名高级技师，更是

冯国林电梯维修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

学技术是一件苦差事，对这份工作，冯国林也有着自己解读。

“没接触之前觉得很难，那么复杂的线路图，蜘蛛网一样，上百个微小零

部件⋯⋯最开始只能拼命学，跟着师傅边学边干，尤其要看很多图纸，记住

每个部件起到什么作用。”冯国林说。

有时在电梯维修过程中碰到“疑难杂症”，他会废寝忘食地待在电梯机

房，直到把问题解决。现在，普通维修工遇到处理不了的故障时也会打电话

求教冯国林，而他总是会耐心细致地为他们解答。

2017 年，冯国林和 6 位电梯维修领域的技师一起，创办了以自己名字

命名的电梯维修工技能大师工作室，他的工作重心也就放在了培训学员和

引领团队。

培训的学员中，除了西奥电梯所有分公司的维修保养人员，还有学校的

学生、社会物业单位人员等。目前，工作室已经开办 28 期，共培训了 1500

余位学员。

依托工作室，冯国林和他的成员们率先在业内推行了“48 小时快速安

装工艺”，改进了传统的“电梯钢丝绳更换调整方法”，研究制订了“高速电梯

曳引钢丝绳维护保养工艺”等，获得和协助公司研发部门获取国家发明专利

17项。

前不久，冯国林还被授予了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双

创人才榜样”。

“荣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还是保持平常心吧。”他说更希望把自己多

年从事的技术技能与经验，通过“传、帮 、带”的方式，挖掘和培养更多的电

梯维修保养人才。

冯国林：
48小时装出一台电梯

匠心筑梦涵养时代气质
——“工匠精神”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入创新发展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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