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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国重器贡献青春力量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透平定子车间数控镗铣工 朱俊

参加工作18年来，朱俊始终坚守生产
一线，将如火的热情投入到机加工作中。
在沈鼓集团，他像一面精神旗帜，激励着青
年技工学技术，练本领。

朱俊喜欢立足岗位创新。2019年，朱
俊发现加工压缩机端盖螺纹时经常发生丝
锥断裂、掉牙、乱扣等现象，造成螺纹的质
量不佳。于是，他认真观察机加过程发现
了问题所在，连夜总结出一套解决方案。
朱俊的创新方法一举攻破了机加螺纹质量
不稳定的难题。经过生产检验，这个方法
已经在车间12台设备上推广应用，将螺纹
质量事故率降低了93%。

朱俊不断开展技术攻坚，先后推动技
术革新50余项，解决技术难题20多项，总
结绝招绝技7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
为大型鼓风机制造技术加速升级作出了
贡献。

矢志不渝的铸“心”人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高级技师 栗生锐

今年43岁的栗生锐曾获得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辽宁
省功勋高技能人才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栗生锐精通各类复杂难加工薄
壁零件的加工技巧，基本涵盖了发动机从
头到尾的关键零件。他技艺精湛，能实现
最小1微米的精度控制。2019年，某零件攻
关中，他开发机床精度自适应测量补偿方法，
在环境温度不达标的情况下，使普通操作人
员就能保证孔径精度7微米。

近几年，他总结形成包含十余项关键技
术的航空发动机典型零件无人值守加工技
术，降低了零部件的制造难度，使新员工也
能达到老师傅的加工水平，提高产品互换
性、可靠性与一致性，进而提升航空发动机
寿命及稳定性。通过对56项产品的推广，平
均提高加工效率25%以上，产品合格率提高
到100%，每年节省加工成本100余万元。

从一线岗位走出的智能变配电专家
丹东华通测控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刘永胜

他在全国首创“分层分布式（3+2）”的
产品应用网络架构，为用户提供了软硬件
一体化的低压智能变配电解决方案。在行
业内，这种“3+2 分层分布网络”是最为科
学的，其组网结构和管理也是实现遥测、遥
控、遥信、遥调的“四遥”测控功能的基础，
真正意义上解决智能配电行业中实时性、兼
容性的问题以及客户后期扩展问题，使这一
组网模式成为智能化配电行业的领跑者。

多年来，他带领的技术团队承担了多
项国家、省、市级科技项目，获得各级科技
奖6项，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5项，辽宁
省优秀软件奖、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奖、辽
宁省优秀新产品奖、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优
秀产品奖、科技部国家重点新产品奖等。
华通测控也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软件
企业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刘永胜带领创新工作室不断提高创新水平。

热心公益的“外卖侠”
大连荣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瓦房店配送站外卖配送员 安全

2021年7月7日，大连荣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饿了么”瓦房店配送站外卖配送员
安全等 16 名见义勇为骑手被授予“饿了
么”蜂鸟即配骑手最高荣誉——“外卖侠”
称号。做外卖骑手 4 年半时间，安全累计
完成订单 7.5 万多个，在东北区域大排行
中，工作年限、订单数量虽不是最多的，但
他的好评率一直稳居前列。

疫情期间，安全时而逆行奔波，为城市
居民日常生活物资采购做配送保障，时而
加入防疫志愿者行列，在社区协助做好核
酸检测工作。

身为公司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安全连
续 4 年在公司工会组织下，走进敬老院和
社会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孤残儿童，为
他们送去陪伴、关爱和日常用品。截至目
前，安全累计为社会老弱病残、身边同事捐
款4万多元。

被誉为“电气华佗”的技术能手
鞍钢股份冷轧厂一分厂设备作业区电气点检员 刘炳刚

刘炳刚通过学习实践，不断成长，练就
了处理电气故障“手到病除”的本领，被誉
为设备良医、“电气华佗”。2018年，冷轧厂
开始着手对一分厂酸洗机组实施改造，刘
炳刚带领团队对关键设备进行更新，制订
严密的改造方案，使每个单卷生产过程缩
短10秒，速度稳定在每分钟120米，成材率
同改造前相比提高了6%，酸洗产品的实物
质量也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他先后独立完成设备工艺技术改进20
余项，多次获评鞍钢集团技术状元，被授予
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劳动模范。
在国资委举办的中央企业技能大赛上获得
二等奖，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刘炳刚领衔创建职工创新工作室，对职
工开展基本技能的全方位培训，有效提升了
员工的技能水平。刘炳刚因此被鞍山市聘为
首批技能大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毫厘之间成就模具“大咖”
大连銮艺精密模塑制造有限公司工匠技师 许斌

多年来，许斌坚守模具及产品精密制
造一线，练就了一身大师级的本领。在实
现高精密模具及产品批量国产化生产方
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3年，在上级工会和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以许斌为牵头人成立了劳模创新工
作室和技能大师工作室。从此，许斌将培
养大国工匠，技术创新、专利保护、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电子水泵对
于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十分
重要，许斌和他的团队共计打造了600余套
模具，并最终实现量产，近两年来已创效
560余万元，为客户生产产品70余万套。

2020 年，许斌的“汽车被动安全系统
精密模具的设计与成型技术”项目直接为
企业创效340余万元。他研发的模具及产
品远销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南部的多个
国家。

许斌坚守精密制造一线，练就一身大师级本领。

坚守为民初心的“小巷总理”
营口市站前区兴华社区党委书记 王磊

2018年，王磊成为社区党委书记，她深
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坚持做到从高处着眼、
自“低”处着手，全身心地投入社区各项工
作，带领社区干部为辖区居民提供最贴心的
服务。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她舍小家、顾大家，
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2020年连续50多天
的高强度工作，患有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她坚持每天24小时在岗。她结合社区实际
情况，统筹安排、精准施策，建立四级网格工
作模式，对外地入营返营人员，建档立卡，签
订承诺书，形成重点人群“排查、登记、管理、
解除”的工作闭环。

小区居民需要帮助，一个电话，她立即
赶到，几年来解决居民实际困难300余件，受
益群众达千余人，受到辖区百姓的普遍称
赞，被社区群众亲切地称为“贴心人”。

甘于奉献的“城市美容师”
辽阳净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垃圾清运车司机 汪连宝

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汪连宝从未退缩，
每天利用收车后的一点空闲时间，抓紧保养
车辆，确保第二天垃圾转运车安全行驶。

夏季市区垃圾量猛增，室外温度高达40
多度，工作任务的繁重和劳动力的缺乏是环
卫工作最突出的矛盾。而在他的带领下，全
体职工早出晚归，确保垃圾日产日清。

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
即使是节假日，只要工作需要，无论距离多
远，汪连宝都能立即返回岗位。

在疫情防控中，汪连宝发挥先锋带头作
用，遇到有同事身体不适上不了岗的情况，
他及时顶岗，做到负责区域垃圾日产日清，
不留死角，不管时间早晚，毫无怨言。

在日常行车中，他始终把国家和人民
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做到安全礼让，安
全行车，从未发生安全事故。

十尺机床上的创新先锋
辽宁陆平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机加车间铣工班班长 左利志

在位于铁岭市的辽宁陆平机器股份有
限公司机加车间生产一线，左利志一干就是
30年，成为企业内的技术好手和创新先锋。

随着生产加工设备逐渐智能化，左利
志也在业余时间不断提升自己的本领。
他先后自学了多个绘图编程软件，无论是
铣床、数控铣，还是加工中心等设备，都能
操作自如地应用到生产加工上。公司某
型号产品中的“百叶”属难加工件，左利志
自制了专用工装夹具，由原来每次装夹 1
件工件加工变为每次装夹20件工件加工，
工件生产合格率达 100%，生产效率提高
了50%以上。

从 2008 年辽宁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赛项”冠军，到辽宁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省技术能
手”，左利志留下了一个个闪光的脚印。

科技致富“领头羊”
朝阳市朝阳县大庙镇致富能手 鞠植珍

鞠植珍以富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为依
托，带动周边村民可持续增收，她积极培养
钻技术、懂经营、会开拓的各类人才，实行联
动互助，共同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她带领
合作社通过技术攻关获得研发专利3项，保
证了产品质量，提高了成员收入，每户成员
平均增收4000元，累计带动食用菌产业发
展5000多户，其中贫困户298户。几年来，
合作社紧紧围绕订单农业、绿色种植做食用
菌产业开发，为当地产业扶贫开创了新天
地，已成为朝阳县产业扶贫的典范。平菇生
产基地被称为“东北三省最大的平菇生产基
地”，累计培训食用菌生产5000人次。合作
社先后被评为全国600强重点示范社、国家
级示范社。2018年，合作社专利技术推广使
用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20年，富硒功
能性农产品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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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月平均工作总量超800工时，平均效能达350% 。 在东北区域大排行中，安全的好评率稳居前列。 刘炳刚处理电气故障经验丰富，被誉为“电气华佗”。

王磊被社区群众亲切地称为“贴心人”。 汪连宝早出晚归，确保垃圾日产日清。 引领更多人增收致富是鞠植珍的心愿。

本版图片由省总工会提供

辽宁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先进典型事迹展示（一）

栗生锐总结加工技术降低了零部件制造难度。

左利志成为企业内的技术好手和创新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