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十六届
“振兴杯”大数据

T20—T21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职业技能竞赛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了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

台，对壮大技术工人队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希望广大参赛选手奋勇拼搏、争创佳绩，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的风采。

——2020年12月，习近平致首届全国技能大赛的贺信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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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在方寸，咫尺在匠心。
这是青年工人的“竞技场”——规模大、水平高，数百名选手在

比赛项目中切磋技艺、亮出绝技，力争上游。
这是新时代技能人才的“圆梦地”——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脚

下有路、志在四方，无数青年劳动者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也点亮了大国制造的未来。

这就是在辽宁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
大赛。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苦练本领，干一行、
爱一行、精一行，在大赛中点亮人生，凭技能成就梦想。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创新是源头活水，“振兴杯”使其汇聚成江河。

“振兴杯”可不只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比赛而已，它为广大青年
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开辟了绿色通道。只要有梦、能创新、肯实
干，“振兴杯”就是点亮人生的舞台。

发端于2005年的“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每年在辽
宁举办，是“青工技能振兴计划”的重要内容。它最初基于辽宁深
厚的工业背景和文化底蕴而兴起，历经 17年的发展，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竞赛热潮，营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技能”的社会氛围，培养造就了一批批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
能的青年高技能人才。

“振兴杯”是一项广泛覆盖、强中选优的赛事。大赛分为初赛
和决赛两个阶段，获省级初赛各工种前 3名的选手才能获得全国
决赛的“入场券”。

在辽宁，为了确保每一名参与到全国“振兴杯”大赛的选手都
是省内同领域中最优秀的，共青团辽宁省委形成了省、市、企三级
联动的竞赛体系——在企业中“海选”，在市级竞赛中“强中选优”，
在省级竞赛中“优中选精”。据了解，每年的“振兴杯”大赛在辽宁
企业中直接参与覆盖青年技能人才达5万余名。

创新有舞台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在全国大赛中，青年工人要想拔得头筹，背后是巧到极致的技

艺，是毫厘之间的精密磨削，是日积月累的苦练和不计其数的汗
水；各地要想获得集体优胜，背后是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是不断
创新的技术团队，是科学有序的工作机制和不遗余力的技能培训。

每次“振兴杯”大赛画上圆满句号，新一轮的技能人才培养之
路已然起步。

辽宁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是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
全的省份之一，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拥有大量的产业技术
工人，青年技工达到50%以上。为了保证高技能人才成长进入“快
车道”，辽宁把强化技能培训作为发展“引擎”。

在辽宁，沈飞技校、金杯技师学院、鞍山市职教城等近30个全
国青年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是优秀人才的“超级孵化器”。依托这
些实训基地，开展数控、工具钳工、普通车工、维修电工等近百个工
种的实操普训，加之理论知识普训，一大批青年技能人才脱颖而
出，成为各级赛事的佼佼者。近年来，这些人才实训基地共普训青
工十余万人次。

据统计，在历届“振兴杯”全国大赛中，辽宁选手共获得 31块
金牌，占金牌总数的一半。

成才有支撑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
曲骊、王刚、方文墨、洪家光、张文良、李想……一连串耳熟能

详的名字，都是从“振兴杯”走出来的顶尖高手。他们用实际行动
告诉我们：行行出状元！成才道路不止一条。

按照“振兴杯”的奖励机制，前 5名可以晋升为技师或高级技
师，6-20名在原有技术等级基础上晋升一级职称。这一绿色通道
无疑让这些“金牌蓝领”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定。

截至目前，辽宁通过系统培训、大赛锤炼成功晋升为高级工的
有7000余人，晋升为技师的有1500余人，晋升为高级技师的有270
人，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技能人才，有效改善了全
省青年技能人才的发展结构。

在鲜花与掌声之外，青年技术人才参加“振兴杯”更意味着成
长。沈飞公司的方文墨是 2010年“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
赛钳工组冠军，但他早在 2005年就参加了“振兴杯”的选拔赛，那
时埋下“求胜”种子，终于在5年后开出了理想的花。2017年的“振
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黎明公司的李想心里憋着一股
劲儿，就想拿个冠军，一雪五年前“振兴杯”全国第四之“耻”，经过
4天的激烈角逐，他凭借精湛的技艺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一举拿下
模具工组第一名。

奋斗有回报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17年来，“振兴杯”带来的激励和挑战，引领一代又一代的青

年技术工人在不同岗位苦练技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次又一次
的技术练兵、技能比武的热潮，众多知识技能型、技术技能型、复合
技能型的“高级蓝领”不断脱颖而出。他们起步于“振兴杯”，一路
向前，成长为大国工匠，引领行业，点亮时代。

大国工匠，后浪磅礴。2019 年，“振兴杯”第一次设立学生组
比赛，旨在为职业院校学生成长成才搭建技能提升、对接实践的平
台，为建设制造业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后备技能人才队
伍支撑。从此，“振兴杯”为更多的年轻人插上梦想的翅膀。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在辽宁，越来越多的
青年技术人才踊跃参加“振兴杯”，在不断的提升与突破中，为全面
推进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

如今，“振兴杯”大赛成为共青团凝聚青年、服务大局的知名品
牌。由此派生或者直接、间接联系了一批共青团品牌活动，包括国
际青年技能嘉年华、“人才自由港”沙龙、“工匠精神”讲座、世赛冠
军选手面对面、“五小”活动、寻找“最美青工”、青创先锋创新创效
行动等，让更多的人才得到选拔、技能提升、成长交流的机会，进一
步引导和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时代唤才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今年
52岁的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副总经
理王亮十分庆幸，他的青春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进。

王亮小时候有个“电工梦”。他对电气知识有着浓厚的兴
趣，立志要上大学学电气专业，做一名电气工程师。高考失利

后，他选择读职高。“没考上大学，并不等于学不到大学里的知
识，就是靠自学，也要修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全部课程。”王亮
暗下决心：“将来即使成不了电气工程师，也要成为一名拿得起
放得下的有出息的电工。”

王亮职高毕业后成为了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机电
安装工程公司的一名安装工人，一边实践、一边学。“冬天，在采
暖条件差的驻地工棚里我就裹着被子读书；夏天，为躲避蚊虫的
叮咬我就钻进蚊帐里读书。”王亮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长期的挑灯夜读为王亮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他很快成长为厂里的技

术骨干，圆了“电工梦”。
1993 年初，23 岁的王亮突

然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公司
在开发研制技术先进的全国第一

套 C 型翻车机过程中，担任项目主
调的一位主任临时跳槽了。关键时

刻，领导决定让王亮顶替空缺，赶赴石
家庄工地。

这是王亮第一次担当重任。为了尽
快解决工作中遇到的一个个难题，在寒气逼

人的季节，王亮索性将行李搬进了配电室，在
钢板上打地铺，方便面顿顿煮，一干就是三个

半月。终于，王亮以身上掉了8斤肉的代价，在
预定时间内完成了全线调试。

在生产实践中，王亮还根据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和运行
的实际需要，不断找出设计缺陷，大胆地实施技术革新和技术

改造，使其更加完善。他编制了一套完整的软件控制程序，
至今还在该设备中运行。“现在的工地上，C型翻车机仍是

主力。”王亮介绍说。
“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优

势。”王亮参与设计和调试的 C 型翻车机填补
了国内空白，先后获得国家机械工业科技
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干出了名堂，一些国外的企业
向王亮伸出了橄榄枝，面对高
薪，王亮还是选择留在了
大连，他说：“我的家在
这里，培养我的工
厂也在这里，这
些都是丢不
了的啊。”

“装配大师”王亮

今年38岁的方文墨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沈飞公司）的一名钳工。

他拥有“传奇”履历：19岁，中级工；21岁，高级工；23岁，
技师；24岁，高级技师；28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最年轻
的首席技能专家；34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方文墨的进步要从“振兴杯”职业技能大赛说起。
2004 年，沈飞公司举办职工技能大赛，刚入职一年的方

文墨，主动找到当时的工会主席马春英要求参赛。
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只有19岁的方文墨在公司人才济

济的技能大赛中，一路过关斩将，获得钳工工种第一名，一战
成名。第二年，方文墨代表公司参加沈阳市青年职业大赛。
出发前，他满怀信心，认为：“以自己的水平，肯定能够名列前
茅。”直到看到当天的冠军曲骊操作时，他才恍然发现“山外有
山，人外有人”。

与高手的差距，深深刺激了方文墨。打那之后，方文墨拜
了有30年工作经验的付红安为师，刻苦钻研钳工技术。为提
高自己的实际操作技能，他把加工工件的公差等级都自觉提高
一个级别。付红安被他这种肯吃苦、肯钻研、爱动脑的精神深
深打动了，把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方文墨。

经过一番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方文墨终于在2010年第
六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机修钳工组冠军。

“参加职业大赛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促使我在工作中
不断挑战极限。”方文墨回归工作，以竞赛时的劲头投入到生
产一线工作当中，很快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这是数控机床难以企及的两个精度——2012年，加工精
度0.003毫米；2018年，加工精度0.00068毫米。它们由方文墨
创造，被称为“文墨精度”。

因为“文墨精度”，方文墨名声大噪，他却潜心“练功”。为
了练就精湛技艺，方文墨把家里的阳台改造成了练功房，下班
一回家就钻进阳台苦练技术。就这样，方文墨一锉一磨打造
着自己的梦想。

在操作台前，方文墨对着火柴盒大小的零件反复锉修，每
个表面起码得锉修 30下才能达到尺寸精度要求。这样单一
枯燥的锉修动作，方文墨每天要进行 8000多次，他却全神贯
注，把每一次锉修当成提高技艺的台阶。他说：“我天生就是
当钳工的料。”

坚持源于热爱。出生于航空世家的方文墨，从小就有航
空报国的情怀。他总说：“空中没有停车场，试飞没有后悔
药。飞机哪怕是少装一个铆钉、出现一根头发丝粗细的误差，
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 实 现
梦 想 的 进 程
中，方文墨不
仅 做 到 自 强 不
息、不断追求，他
还把实现梦想的方
法教给了伙伴们，让他
们与自己一起飞翔。“我目
前的目标就是把技术更多地教给
新员工们。”

2013 年，沈飞公司专门成立了“方文墨班”，后来发展成
为有28个人的方文墨劳模创新工作室，他们平均年龄30岁。

“跟什么样的师傅，学什么样的人。”方文墨的徒弟也在全
国性的职业技能大赛中屡屡斩获佳绩。徒弟华成祥从初级工
到夺得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仅花了两年半时间，还凭借
竞赛成绩逐步晋升为高级技师，工资连连上涨，享受公司技能
专家津贴。

徒弟们有出息，方文墨十分欣慰。他的愿望是：“长江后
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文墨精度”方文墨

敢与洋专家“叫板”，
创下“徐强精度”，拒绝高薪

聘请……谈起青春岁月，步入知
命之年的徐强眼神中绽放光芒，已

经走上领导岗位的他寄语青年：“奋斗
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1989 年的徐强遭遇了人生路上的第一
次挫折——高考失利。短暂的消沉过后，要强

的他决定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一年后，徐强考入沈阳鼓风机集团技校的数控大专

班，开始了自己的技工生涯。
从技校毕业后，徐强顺利进入沈鼓集团，成为一名技术

工人。“从进厂的那一天起，我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复合型
技术工人。”

徐强从学徒做起，细心解读齿轮加工工艺文件，研究加工
工艺流程，总结如何进行工艺流程的优化方法；如饥似渴地补
习英语，以便熟读有关齿轮知识方面的书籍，增加齿轮知识的
积累……不到半年的时间，徐强就出徒了。

成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快开始独立实操的徐强
工作就出了差错，他在加工一件外协小齿轮时，将进给倍率旋钮
多拧了一圈，结果进给速度竟成倍地增加，活干废了。这件事深
深刺痛了徐强，他发誓要“制造精品、决不再犯错误”。

静下心来学习、沉下心来做事，徐强的实际操作水平稳步提
升。此后不久，他就在公司“工人岗位技能大赛”实际操作中获得
第二名。

有了金刚钻，才能揽下瓷器活。2001年，公司委派徐强随验
收组到德国某公司验收一台高精度磨齿机。这台设备价值1280

万元，徐强深知责任重大，如果到时自己操作不了，将给企业造成
巨大损失，他抓紧时间学习，因为“一切都得靠自己”。

验收设备时，徐强发现齿形误差特别大，他提出了质疑。德
国专家却不耐烦地说：“我们从来都这么输入。”徐强的较真劲儿
上来了。在他的坚持下，专家只好亲自检测一遍，果然测出了问
题。专家道歉说：“徐，你是对的，感谢你给我指出了这一失误，不
然，后面的麻烦可能还要大。”

在国外，培训一名磨齿机操作者至少需要 3 个月到 6 个
月。而徐强仅经过十几天的培训就掌握了机床的关键性能和操
作方法。

徐强好琢磨，技术革新是他的强项。
2004 年，一个加工大型齿轮的项目让徐强创造出了奇迹。

齿轮的加工精度共分为 12个级别，当时客户要求生产一个大型
齿轮，设计精度是5级，难度相当大。

在加工过程中，徐强一边操作，一边告诫自己，一定要细心细
心再细心。他的责任心得到了回报，产品检验证明，他加工的齿
轮不仅满足了客户的精度要求，而且居然达到了4级！徐强创造
了全国大型齿轮加工的精度之最，国内外同行将他这一纪录称为

“徐强精度”。
徐强出名了，国外一些公司看中了“徐强精度”，想用高薪将

他挖走。徐强说：“‘徐强精度’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整个企业的，
我不能这么做。”

作为沈鼓的技术骨干，徐强曾担任增速机车间齿轮加工组组
长，承担 20多名技工的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他说：“个人的能
力总是有限的，我要把我的班组带成一个先进的团队，要把自己
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传授给其他人。”后来，这个班组被命名为

“徐强班组”，多年来在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研制中屡立战功。

“齿轮王”徐强

这是90后钳工张文良的“升级打怪”之路。19岁，他参加
第三届全国技工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全国第七名。21岁，他
经过省级选拔，走进第八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的赛场，夺得钳工组冠军，成为当时全国“振兴杯”最年轻的冠
军。22岁，他再次报名“振兴杯”，荣获全国机械设备安装工
组第三名。29岁，他参加全国首届职业技能大赛，获得装配
钳工银奖。

31 岁的张文良说：“我想做个复合型的技工。就像别人
打游戏，打过了一关就想打下一关，我在技术这条道路上，离
通关还远呢！”

2008 年，农村孩子张文良初中毕业，想找工作却四处碰
壁。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意识到，要想安身立命，就必须拥
有足够的本钱。他做了一个决定，离开老家岫岩，来到了沈阳
职业技术学院，培养自己的一技之长。

万事开头难。刚接触钳工工作要从练习站姿开始，起
初，张文良不得要领，动作做起来很别扭。他并不气馁，经
过几天的琢磨、训练，张文良的站姿被老师当众称赞为“标
准站姿”。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有一次集训时，一个同学抱怨
他使用的锉刀不好，认为和使用好锉刀的人相比吃了亏。老
师二话不说，拿起一把最不好用的锉刀，在很短的时间，就完
成了工作。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其实拿锉刀的人比锉刀本
身更重要。”张文良说。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好这门手艺。此后两个多月的时
间里，他白天上课，晚上拿着秒表练习到深夜，“干废了三四把
锉刀，而且一个胳膊明显比另一个粗了”。功不唐捐，玉汝于
成。张文良终于从最开始的每次15分钟最终练到8分钟内完
成训练。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2010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文良在师傅曲骊的办公室

里看到了一个刻着“全国技术能手”字样的漂亮奖杯，这激
发了他的新梦想：将来也要成为技术冠军。他说：“我不想
只为生存埋头苦练，我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大赛的机会很快到来。表现突出的张文良参加了第三
届全国技工院校技能大赛，获得了辽宁省第三、全国第七的
好成绩，成为了同届钳工中最优异的学生。

学生时代的这次大赛对张文良意义非凡，他说：“这是
我向着梦想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不变的初心。”

此后，张文良先后参加了第八届、第九届“振兴杯”全国
青年职业技能竞赛，一战成名，再战功成，不仅实现了“成为
技术冠军”的梦想，还成为“双料”高级技师。

拼搏不息，奋斗不止。张文良的大赛之路从未止步，
2020 年他再次出征，参加了全国首届职业技能大赛。“有人
劝我‘歇一歇’‘得那么多荣誉该满足了’，而我却觉得比赛
就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比赛能让我提升得更快。”张
文良找到了他的奋斗之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3年 5月，张文良被沈阳造币有限公司作为高技能人

才聘用，除了钳工工作，还担任造币设备的维修员。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张文良总能沉下心来钻研业务，

找到个人和工作的“契合点”。细心的他总能发现生产线上
的瑕疵，进而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

多年来，张文良参与研发试验及生产“和”字币等十余
项国家重大题材纪念币的生产任务；解决维修技术难题 60
余项，设备改进 100 余项；自主设计及加工零件 200 余件，

“五小创新成果”50 余项，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
成绩，验证了他的誓言：“岗位可以平凡，人生必须精彩。”

艺多不压身，功到自然成。
如今，除了获得工具钳工、装配钳工两个高级资格证

书，张文良还熟练掌握了车工、铣工、电工等 6 个工种，成为
行业里小有名气的“全能王”。

为什么这么拼？张文良说，青年人才也要时刻预备“转
型发展”。“一岗多能也好、管理创新也好，就是要不断

地、全方位地学习和实践，把自己打造成企业所
需的、具有新思维、新能力，能做出新突破、

新业绩的高技能人才。”

“全能王”张文良

从第1届到第16届，“振兴杯”全国
大赛共决出61块金牌，其中第 15届、
第 16届的赛场上，职工组和学生组分
别竞技。

每一届“振兴杯”比赛都新设置3到
4 个工种进行比赛。十几年下来，共有
21个工种成为比赛项目。

磨砺出彩
奋斗升华

青春，唯有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新时代青年：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说起奋斗青春，徐强、王亮、洪家光、

方文墨、张文良都是青年人的典范。在
对五位辽宁工匠的采访中，记者发现他
们的身上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

他们都就读于中专技校，或许因为
热爱，或许迫于无奈，他们在技校中习得
一技之长，早早踏上了工作岗位；他们都
从学徒做起，夜以继日地钻研琢磨、勤学
苦练，在枯燥乏味的工作中练就过硬专
业技能，成长为行家里手；他们都心无旁
骛，严谨细致，在一次次实践中追求精进
卓越，以匠心为本、品质为重、创新为要，
在生产一线锻造出高精尖产品，展现出
令人叫绝的高超技艺。

他们身上都有股不服输的倔劲儿，都
乐于挑战他人、超越自我。他们志存高
远，肯下“苦功夫”、敢啃“硬骨头”，有着知
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干劲闯劲。他们在大
赛中成长，在拼搏中收获，总是在急难险
重面前当尖兵、打头阵。

他们的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记者手记
JIZHESHOUJI

《我相信》由刘虞瑞作词，陈国华作
曲，发行于2006年5月26日。

歌词如下：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

我去改变。想作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大声欢笑让你我肩
并肩，何处不能欢乐无限。抛开烦恼，勇
敢的大步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我
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
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
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
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
碰到天……

他是技术能手，凭借精湛的技艺在全国大赛中摘桂冠；他
是拼命三郎，爱岗敬业，执着拼搏，为了不影响进程，带伤坚持
工作；他是大国工匠，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保节
点完成了多项特急任务。

他就是洪家光，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黎明公司”）首席技能专家，是“振兴杯”全国青
年职业技能大赛中走出来的行业明星。

家境贫寒的洪家光从小就能吃苦。初中毕业时，他做出
了人生中第一个抉择——不读高中，直接读技校。他的想法
很简单，尽快能帮家里挣钱。技校毕业后，洪家光被分配到沈
阳黎明公司工作，踌躇满志的洪家光很是痛苦，他的工作中没
有“高、精、尖”，只有枯燥、重复的机械操作。一位老师傅点醒
了他：“小零件做好了，也会有大用途的！”他让洪家光加工一
个零件，由于技术不够纯熟，总是不合格。从那以后，洪家光
开了“窍”，真正把全部精力放在钻研技术上。为了学到老师
傅们的拿手本领，洪家光软磨硬泡，先后拜过12位师傅，技术
得到不断的提升。

2005 年，年仅 26 岁的洪家光在黎明技能运动会中获得
了车工组冠军，成为所有工种冠军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个
冠军让洪家光一战成名，也让他寻找到了新的目标——
要成为“全国最优秀车工”。

2007年，踌躇满志的洪家光踏上了“振兴杯”全国青
年职业技能大赛辽宁省选拔赛的赛场。但结果令人失
望：洪家光排名第四，错失了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

此后，洪家光蛰伏在车间里，开始了“四年磨一
剑”的潜心锤炼，在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中，洪家光清
醒地认识到，自己要从一名技艺精湛的工人，向懂发
明、懂工艺、有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产业工人转型。

2011年的“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洪家光
终于站在了车工组全国最高领奖台上。

2002年，黎明公司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加工某型号航空
发动机叶片的修正工具——金刚石滚轮。洪家光自告奋勇
接受这项任务。这项任务颇具难度，航空发动机的叶片
不但要承受高温和高压，更要承受上万转带来的巨
大离心力，一旦出现偏差，后果不堪设想。这项工
艺对于修正核心叶片的金刚石滚轮的精准度要
求极高，尺寸的公差均要求在 0.003 毫米以内，
相当于人头发丝的1/20。

洪家光认真研究航空发动机叶片滚轮精
密磨削技术。在第一道工序上，洪家光就遇到了
拦路虎。检验人员检验后说，“没有几个合格

的。”看着成堆的废品，洪家光没有气馁，他请教了很多老师傅，
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过十多天的连续奋战，洪家光终于取
得了进展。

5年后，经过1500多次尝试，洪家光带领团队终于研发出
一套成熟的航空发动机叶片滚轮精密磨削技术，将航空发动
机叶片罐顶、榫头制造精度由0.02毫米提升到0.005毫米。这
项“航空发动机叶片滚轮精密磨削技术”让我国彻底摆脱了对
进口的依赖，洪家光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一打磨匠”洪家光

洪家光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技能专家

张文良
沈阳造币有限公司钳工、
高级技师、维修班班长

方文墨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首席技能专家

王亮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徐强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安全生产总监、安
技环保部部长

辽宁
31块

浙江8块

广东7块

江苏6块

山东2块

北京、上海、河南、安徽、山西、湖
北、福建各获得1块金牌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张晓丽 采写

工种

钳工

车工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电工

计算机程序设计

多媒体作品
制作员

机械设备安装工

焊工

模具工

汽车装调工

机床安装维修工

铣工

汽车修理工

服装设计定制工

网络课件设计师

职业指导人员

工业自动化仪器仪
表与装置装配工

美发师

快递业务员

电子商务师

动画制作员

金牌
总数

10

8

8

5

4

3

3

3

3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辽宁
获得金牌数

8

5

1

2

3

3

2

1

1

1

0

1

1

1

1

0

0

0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