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气蓬勃与富有活力，是这家企业给
外人的深刻印象，也是新松公司能够飞速
发展的根本所在。哈恩晶介绍，公司始终
围绕人才健全制度，尤其更要给予年轻职
工广阔的发展平台。目前，在新松公司员
工中，研发与创新团队达到4000 余人，且
平均年龄为35岁。

吕祥仁就因这项制度而受益，迅速成
为新松公司核心骨干。

吕祥仁从小就对机器人感兴趣，得知
新松公司“招兵买马”的消息后毅然放弃南
方工作。从一名普通工程师做起，吕祥仁
在公司人才制度的激励下逐步成长，目前已
经担任新松公司移动机器人事业部研究院
院长，由新松推出并大获好评的工业清洁机
器人“星卫来”就是他带领团队攻关的杰作。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在新松公司，企业时刻鼓励年轻人发挥积
极性，让他们在技术研发中不断突破技术
难题，实现高标准的科技自主创新。

“在新松工作，有更大作为！”说这句话
的人叫陈赏，有着典型的“理工男”气质，现
任新松公司移动机器人产品与工程业务中
心副总经理。

2014 年，他在西南交通大学硕士毕
业，因为看重宽松的发展环境而选择进入
新松公司工作。经历两年磨砺后，他就以
出色成绩成为资深工程师，不到两年又迅
速成长为海外业务负责人，接着又是不到
两年就成为负责海外业务的30人团队的
副总经理。目前，他负责的海外移动机器
人业务，已经累计出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许多世界知名的汽车企业都成为新松
公司客户。

“在新松公司，还有‘传帮带’的传统，
每名新员工都有一位或是多位师傅。他们
会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传授给新人，让他们
快速成长，获得研发的成就感。”哈恩晶紧
接着说，新松公司设立人工智能研究院，积
极探索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机器人的深
入融合，进而让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以拓
展更多新领域。

“新松公司将以科技强国、产业报国为
立企之魂，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
突破‘卡脖子’问题，加大研发创新投入，重
视人才培养，不断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机器
人产品，为国家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哈恩晶说。

“青力”智造

春晚舞者

在2024央视春晚
沈阳分会场，8名特殊
的“舞者”闪耀舞台，正
是来自新松公司的工业
机器人“天团”。

此次亮相春晚的
“舞者”，是SR210A-
210/2.65 工 业 机 器
人，也是凝结着新松公
司多年技术创新的多
功能智能机器人、点焊
专家产品。

“这是新松重载机器
人首次在舞台亮相，而且
还是央视春晚的舞台，可
以说是现代科技与传统
文化的完美融合。”新松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9月18日上午，在沈阳新松智慧园，一
辆辆运输车正整装待发，50余台移动机器
人即将远赴法国。

新松公司品牌与文化管理中心总经理
哈恩晶说，这些移动机器人均由企业自主
研发，将为当地企业提供整套自动化物流
解决方案，此次顺利拿下出口订单正得益
于企业持之以恒的创新。

因为诞生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所以血液里流淌着科技强国的使命；
因为站在科技发展前沿，所以有着天然的
技术创新基因……新松公司成立 24 年以
来，累计取得1300 多项发明专利，并完成
国家重要科技攻关800余项，不断打破技
术垄断，持续填补行业空白，创造出中国机
器人发展史上百余项行业第一。

说到创新，说到新松公司的发展历史，
就不得不说到中国工程院院士蒋新松。

走进沈阳新松公司办公大厅，一幅巨
型画像首先映入眼帘，画像上的蒋新松戴
着眼镜，神采奕奕，推动中国机器人产业蓬
勃发展的手仿佛依然挥舞。

蒋新松于1931年出生，母亲借用诗词
典故为其取名“新松”，寓意他能像青松那
样俊秀挺拔，经受住风吹雨打，成为国家的
栋梁之材。颠沛流离的童年，让他开始懂
得祖国的含义，更加明白只有国家强大才
有幸福可言，他在党的培养下成为新中国

第一代自动化专业人才。任中国科学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后，他更是怀着对祖
国和科学无比挚爱的深厚情感，带领科学
技术人员为中国机器人制造业迎来崭新
的春天，自主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
人——SZJ-1型示教再现机械手样机。

1997年，因突发心脏病，蒋新松院士不
幸离世。2000年，新松公司在沈注册成立，

取名“新松”，以纪念这位中国机器人之父。
“成立初期的新松公司，处境异常艰

难。”作为新松公司成长发展的亲历者，哈
恩晶说，“那时的新松像个娃娃，就是这个
娃娃却以奋斗者的姿态，凭借顽强不屈的
精神立足自立自强和科技创新，迅速成长
为‘国内叫得响’和‘国外站得住’的高科
技企业。”

开拓破“荒”

下笔刚劲有力，秀美雄健；字迹端庄大
方，流畅自然……

在2024夏季达沃斯论坛，新松公司书
法机器人通过智能交互，根据观众的情感
期许写出流韵酣畅的书法作品，让在场观
众连连拍手称奇。

从惊艳世界的平昌冬奥会“北京八分
钟”，到2024 央视春晚沈阳分会场舞动最
美“中国红”，再到2024夏季达沃斯论坛那
道中国科技“最美风景线”，新松公司在国
内外接连展现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硬
实力”。

“从‘0’到‘1’的难度是‘1’到‘100’的
100 倍。”说这句话的人叫张雷，现任新松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曾见证“北京八分钟”

惊艳世界。张雷说，在-15℃的室外环境
下，移动机器人要与演员们的表演完美融
合，即便是当下风险也很大，“是新松，也只
能是新松，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啃。”

跟随着张雷的脚步，走进移动机器人
装配调试车间，这里摆放着新松第一台仓
储式移动机器人，以及国内锂电行业的第
一台悬臂式移动机器人等产品，展示不同
阶段标志性产品的同时，成为我国机器人
产业发展的缩影。

移动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
其在国内应用可追溯到1990年前后。

张雷清楚地记得，那是在新松刚刚成
立之际，一家汽车生产厂正在规划汽车自
动生产线，但因为国外进行产品封锁，他们

找到新松公司。为保质保量完成产品交付，
无论是数九寒冬还是炎炎夏日，张雷每天都
骑车到现场进行科研攻关，团队只用一年就
让国内第一代移动机器人顺利上线。“彼时
的中国移动机器人还处于空白阶段，此次
任务也是新松公司的首次尝试。”张雷说。

新松公司此后再接再厉，相继攻克一
道道“卡脖子”技术，移动机器人随之成为
新松公司的拳头产品。

2002 年，成功研发点焊机器人；2003
年，成功开发排爆机器人；2009年，系列洁
净机器人问世；2014 年，大力发展数字化
工厂……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积累，新松公
司才敢于面对挑战，勇闯世界大市场。

硬核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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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工业机器人更加智慧？
装上“最强大脑”——这就是新松公

司给出的答案。
作为新松公司中央研究院工业机器

人研发中心的高级总监，王晓峰就是那
个给机器人装上“最强大脑”的人。

进入新松公司以来，王晓峰始终在
生产设计一线摸爬滚打，迅速成为国内
机械臂先进控制算法与智能应用工艺研
发的佼佼者。

王晓峰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勇攀科
技高峰，经由他设计的机器人既能移动
大型装备，也能进行微米级的精细操作，
还能代替工人在恶劣环境中作业。去年
底，包括王晓峰在内的新松机器人研发团
队，被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和省精神文
明办授予辽宁“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博士毕业后，我确实有很多选择，
同学也都劝我到互联网大厂。”说这句话
的人就是王晓峰。

2017年，王晓峰博士毕业于东北大
学，在校期间攻读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专业。

“读高中那会儿，我最爱看全国大学
生机器人电视大赛，这就是我读博期间
攻读这个与机器人密切相关专业的原
因。”王晓峰说，“我感觉，机器人特别酷，
做机器人的人就更酷啦！”

与此同时，一部名为《大国重器》的
纪录片，也让王晓峰更加坚定要到企业
这个广阔的舞台发展。王晓峰说：“纪录
片里真实地记录工人们的智慧，也鲜活
地讲述充满中国智慧的大国重器背后的
故事，更加展望祖国装备制造业迈向高
端制造的未来前景。他们的奋斗故事让
我陶醉其中，迫不及待地想要在生产一
线大展拳脚。”

但是，让王晓峰始料不及的是，踌躇
满志的他刚进厂门就发现了自身不足。

为迅速进入工作角色，王晓峰一方
面学习有关材料，一方面积极向公司老
员工虚心讨教。王晓峰说：“科研就是这
样，探索一个个未知领域，收获一个个意
外惊喜。”

动力外骨骼机器人的新产品开发，
是王晓峰正式参与的第一个项目，结果
又被现实给深深地上了一课。

原来，所谓的动力外骨骼机器人，主
要用来对颅脑损伤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这就要求工程师在研发过程中，必须时
刻考虑到患者的身高、体重等参数，但是
王晓峰却发现在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大多
基于理想状态，这就意味着在实际加工
过程中会存在数据偏差。

后来经过技术攻关，王晓峰与团队
成员终于攻克难题，并在理论与应用的
碰撞中感受到学以致用的快乐。

工作的第二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揭榜挂帅”项目，王晓峰和他的团队挑
战新一代智能型工业机器人研究项目。
王晓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当时，项目
组有七八个人，都是刚刚入职新松两三年
的年轻人。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气，我
和团队成员更是敢闯敢拼。”

按照王晓峰的话来说，当时有种“打
怪升级”的感觉，他们一次次经历失败又
一次次出发。最终，在揭榜的企业中，他
们获得第一名的出色成绩。

2023年，一家国内企业找到新松公
司，要求定制一套 210 公斤重载点焊机
器人汽车装配生产线。听到这个消息
后，王晓峰默默地在心里说：“这个标准，
国内没有，尚属空白！”测试阶段，新松公
司发现，各项数据都满足客户需求，唯独
就是偶发性因动作不一而造成节奏打
乱。王晓峰临危受命，但是却怎么也达
不到理想的状态，后来还是焊接工程师
周斌给他启发，那就是机器人运动轨迹
的弧线弯比直角弯更稳定。

“我当时一拍脑门儿，原来是这么一
回事儿，所以连夜写代码、修改数据。”王
晓峰说，第二天，果然取得真机实验成
功，“后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就四个字，
大道至简！”

“每天编程序、写代码，累不累？”面
对记者的提问，王晓峰笑着回答：“累，但
却快乐。”

采访结束后，王晓峰马上就回到办
公室，屏幕上满是记者看不懂的繁多的
数据和待解的难题。他随即沉浸其中，
乐此不疲……

博士工匠
本报记者 田 勇 文并摄

“新松”公司点焊机器人。

王晓峰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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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奋进之力彰奋进之力

产业报国，是风骨；科技创新，是基因。
新松，始终以奋斗者的姿态，只争朝夕，向上拔节。
国内叫得响，国外站得住。24年“智”造未来，新松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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