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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D微风

有人说，焊接是用焊枪
在钢板上“飞针走线”，是以
零误差的标准对各个零部件
精雕细琢。在富奥汽车零部
件泵业分公司焊工高级技师
丁照民看来，“焊接工艺，是
国之利器，是装备制造业的
技术根基。每道工序，都容
不得丝毫马虎。”经过30多年
的不懈钻研，丁照民琢磨出

“六字诀”：手稳、心静、眼准。
正是凭着这份钻、韧、

勤、悟的劲头，他从一名初中
毕业的小学徒成长为焊铆钳
锻、机械制造设计样样精通
的“全能技术大拿”。先后进
行技术创新、小改小革600多
项，设计制造防护装置300余
台、加工设备器件 150台，申
报国家专利3项，巧修进口先
进设备 26台次，节省采购和
维修成本近千万元。作为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带头
人，他先后培养优秀技工 400
多名，为国家、企业不断培养
和输送专业技术人才。

吃得了“苦”，创得了
“新”。丁照民的名字，出现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
单中，出现在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技术能手、吉林省特等
劳动模范、吉林省中青年专
业技术人才等荣誉表彰中。
2019年 1月 17日，在北京盛
大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高技
能人才表彰大会上，丁照民
秉持入行初心、执著匠心、精
湛技艺，荣获中华技能大奖，
成为我省首位获此殊荣的

“大国工匠”。他用忠诚与敬
业、务实与创新，让焊花舞出
精彩，点亮辽源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希望。

勤钻活学，勇闯难关屡
攻坚

从小在“工匠圈”、手艺
人身边长大的丁照民，深受
父辈影响，立志成为一名技
术型人才。他 16 岁接班进
厂，成为一名焊工学徒。“梦
想的种子一旦接触土壤，就
停不下生长的势头。”为了打
好基本功、练就过硬本领，丁
照民每天上班拿一包 5公斤
重的焊条练手，下班回家用
毛笔当焊条，在纸上反复练
习运条动作，久而久之，他能
纹丝不动地端上半个小时焊
枪、一口气焊完 10多米长的
焊缝。仅半年时间，丁照民

就出徒了，并多次在省、市级
技能比赛中斩获第一名。

可他并没有放松学习，一
有时间，就跑到其他岗位观摩
请教、帮忙打杂，各工种的老
师傅们见他勤奋好学、机灵活
络，都愿意教他两手。渐渐
地，他把铆、钳等技术陆续学
到了手。此外，他还自学进修
了大专、本科等课程，研究机
械制造设计，用丰富的知识经
验和技术积累打破了“隔行如
隔山”的魔咒，成为综合技术
精湛、装备制造行业不可替代
的“千手观音”。

学以致用，为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创造更多经济效
益，是丁照民的个人价值追
求。面对急难险重任务，他
总是冲在前面，勇闯难关。
在从日本进口的卧式加工中
心主轴防护装置出现损坏、
影响生产任务的紧急情况
下，他勇挑重担，缜密思考、
精准测量制作，成功加工出
主轴防护的替代品，在极短
的时间内使这台进口设备恢
复了运转，开创了进口设备
专用配件自制的先例。他还
先后完成了 720加工中心抓

紧装置修补、铝模具修补、冲
压 800T冲头的修补、德国 16
加工中心水冷电机的修补等
几十项革新和节能项目，突
破了技术障碍。在试生产的
一款重型车用水泵产品过程
中，由于壳体铸造精度高、腔
体复杂且铸壁较薄，导致废
品率居高不下。丁照民积极
攻关，经历无数次失败后，终
于摸索出一种新的焊接技
术，把焊接成功率由20%骤提
至 90%，仅一个批次的产品，
就为企业挽回近10万元的经
济损失。

胆大心细，两个“创”字
添佳绩

创新、创造是企业发展
的不竭动力。一向注重学习
新技术、新方法的丁照民，在
技术自主研发、提高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改善生产环
境等方面主张师夷长技、大
胆革新。他善于观察、勤于
思考、敢于尝试、精于实践。
多年来，他经常放弃假期，潜
心钻研技术，自主研发了适
宜生产加工的各类器具。

由于车间常年烟尘缭绕、
铁屑飞溅，安全生产的隐患系
数持续较高，丁照民决定自主
研发制作新的防护器具。面
对 300多台型号规格不一的
设备机器，他认真逐一测量，
想方案、画图纸、亲自设计加
工，连做梦都在琢磨，最终成
功研发了单体除尘器，不仅节
约了260多万元的委外费，还
极大改善了工作环境。此外，
他专门设计制造了 2条工件
周转流水线，防止工件周转损
伤，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

丁照民有两大绝活儿：
氧-乙炔高精度切割技术和
氧-乙炔铝及铝合金焊接技
术。由于焊接过程中焊接应
力较强，容易产生产品质量
问题。为此，丁照民反复试
验研究，自编焊接工艺，解决
了一汽大连柴油机C-687水
泵支架变形的 500台产品焊

接、杭发水泵焊接修复、29D、
36D水泵壳体补焊修复、华晨
链轮室盖毛坯缺陷焊接修补
等技术难题，降低经济损失、
推进新产品顺利研发，创造
出近400万元的经济效益。

目前，他自主研发的装
配工位升降机、湿式除尘净
化器、激光标识旋转工位三
项技术已通过企业评审，并
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正在
申报国家专利。

传道授业，工匠使命代
代相传

“一个人再能耐，作用也
有限。装备制造业要想发展
得好、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想
得以振兴，离不开技艺的传
承。”凭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丁照民在带徒弟
传绝技上不遗余力，将看家
本领和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倾囊相授，培养他们“始终如
一对零件负责”的精细作
风。工作之余，他受聘承担
辽源市技师学院教学工作，
针对不同水平的学员精心指
导、因材施教，先后带出 400
多名优秀学员，培养和带教
出 2名省级首席技师、9名高
级技师、16名技师，为企业和
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

2014年，“丁照民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落户辽源
市技师学院，这是中国首个
在技师学院建立的工作站。
作为“掌门人”，丁照民率领
当地各行业首席技师组成团
队，一方面广传技艺，一方面
集各家所长，共同破解企业
在机械技术上的各种“疑难
杂症”，被盛赞为白求恩式技
术“医疗队”。

作为新时代的技术工
人，丁照民身体力行，以精绝
之技、奉献之魂，真情诠释了

“大国工匠”的核心内涵。正
是这份纯粹、不褪色的初心，
使丁照民在平凡的岗位上展
现了一名复合型“金牌蓝领”
的独特风采，让手中的电焊
锻造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将焊花舞出精彩的“全能工匠”
本报记者 汪琳

“爸，快看，这个礼花好
看”“爸，你冷不冷？冻不
冻脚呀”“爸，你要是坐累
了，就告诉我们，我们扶您
站起来走一走，但你自己
别起来啊，地面太滑不安
全”……

2月 19日元宵节当晚，
记者在人民广场看到一位
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的老
人在子女的陪伴下看烟花
赏月圆。看到这样的场
景，记者不由自主地按下
相机快门，拍下了这个幸
福画面，也因此结识了这
位近百岁的幸福老人桂宪
武和他的儿女们。

在交谈中得知，桂宪武
老人出生于 1921 年 6 月 12
日，与党同龄，今年 99 岁。
他热爱传统曲艺并“自学
成才”，吹拉弹唱样样精
通；他是家中老幺，但因父

亲早逝，10 岁起便肩挑家
庭重担。自己成家立业
后，还数十年如一日地照
顾着两个残障哥哥，抚养
着 3 个侄子、侄女。 1958
年，他进入辽源矿务局平
岗煤矿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直至 1978年退休。当煤矿
工人时，他踏实肯干、积极
向上、乐于助人。退休后，
吹唢呐、拉二胡、唱小调成
了他乐此不疲的事情。直
至今日，吹拉弹唱仍是老
人放不下的喜好。

老人的小女儿桂艳萍
告诉记者，父亲性格温和，
淡泊名利，热爱生活，心怀
感恩。现在和哥哥一家一
起生活。全家四世同堂，
有近 30口人。最让她们高
兴的是老人目前仍然很健
康，虽然视力和听力有所
下降，但思维敏捷、表达清

晰。老人每天坚持看新闻
联播，关心国家和辽源的
发展。在天气好的情况
下，还能自己到小区广场
遛弯，高兴时还会凑到小
区文艺队排练的队伍中用
二胡拉上一曲。元宵节当
晚，也是老人自己要求来
人民广场看烟花赏月圆
的。

记者问桂宪武老人，他
的长寿秘诀是什么，老人
立刻回答：“孝、善、自律和
感恩。心怀感恩，便能知
足常乐，我 1979 年刚退休
时，退休金才 50多元钱，现
在我的退休金每个月有
3000 多元，逢年过节各级
领导都来慰问我，看病、住
院还享受公费医疗。这样
的好时代，这样贴心的党
和政府，这样的好生活，你
说我能不知足嘛！”

元宵夜：偶遇期颐老人
感 受 幸 福 团 圆

本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新的一年，良好开局即
是成功定局。要做好全年工
作，起好步、开好头至关重
要。我们要统筹部署、分工
协作，主动作为、加快发展，
抓好抓实抓牢转型发展的

‘沃土’，因势利导，盘活资
源，发挥优势，促进全区经
济发展结出累累硕果。”2月
12 日，西安区委副书记、区
长郑力忠在 2019 年西安区

重点工作部署会议上，及时
传达和贯彻全省“三抓”会
议精神和全市干部大会精
神，明确了全区上下 2019年
的工作思路和主攻方向。

对于今年西安区“三
抓”工作的谋篇布局，郑力
忠说：“抓环境、抓项目、抓
落实就像一盘棋，每走一步
都会影响发展大局。所以，
我们立足实际，提倡打破常
规思维、创新发展路径，致
力打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
境、巩固深化‘放管服’改革
成果、坚持领导包保制度，
强化企业服务，实施产业升
级项目建设计划等。对定
下的任务，雷厉风行、抓紧
实施，对部署的工作，跟踪
问效、务求成果，激发全区
干事创业的热情。”

“抓环境”——打造优质
高效的政务环境。聚焦企业
办事难、融资难，全行业多角
度开展“温商暖企行动”；深
化“放管服”改革，落实清单
管理，确保公布“只跑一次”
清单事项达到90%以上，实行
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

“五公开”。打造“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组织开展区级
领导“七包保”，亲力亲为地
陪着老板跑部门，真心实意
地带着企业去办事，千方百
计地帮着他们解难题。打造
安商富商的市场环境。继续
开展区级领导“六包保”，在
企业还未提出困难时问需，
在破解生产经营难题时出
力，在检验服务评价时求效，
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做好
服务、当好后盾。打造外引
内培的人才环境。坚持用感
情留人、用政策留人、用事业
留人、用待遇留人，营造“尊重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
重创新”的良好环境，积极引
进行业高端人才，切实为企业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抓项目”——深入开展
“项目建设年”活动，努力补
齐短板，夯实发展基础。围
绕产业升级上项目，以“4+2”
产 业 体 系 为 基 础 ，实 施

“105211”产业发展计划。依

托装备制造产业优势，扩大
产业规模，提升产品层次，逐
步叫响“矿山装备西安造”。
鼓励培育碳纤维新材料自主
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产品科
技含量和市场占有率。持续
强化汽贸物流产业政策扶持
和配套服务，打造全省第二
大二手车交易市场；围绕补
齐短板引项目。聚焦城区基
础设施、工业集中区建设、生
态环保“三大短板”，深度跟
踪对接 14个重点项目；围绕
盘活资源谋项目。以18平方
公里的土地沉陷区和矿山湿
地公园生态恢复治理为契
机，立足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城区征拆迁地块综合利
用、湿地公园规划调整，深度
谋划项目，释放土地资源和
发展潜能，加强路、水、电、热
等生产生活要素配置，推动
北环路经济带建设。

“抓落实”——以习近平
总书记对吉林重要指示精神

为引领，持续推动思想大解
放，以改革创新的思维推动
各项事业迎难而上、破阻前
行，坚决把中央、省、市各项
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大力弘
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激
励全区干部担当作为，激励
企业家创业创新，激励群众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不断提
升干事创业的能力和本领，
下力气补齐精神和能力之

“钙”，努力成为抓项目、抓
发展、抓落实的行家能手。
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高质量
发展全过程，持之以恒落实
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
破除各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和
省委、市委重大部署落地见
效。坚持以服务为上、以诚
信为本、以效率为先、以公
平为要，加快建设服务型政
府，持续巩固“三抓”行动成
果，奋力开创西安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抓环境 抓项目 抓落实”项目建设年

西安区委副书记、区长
郑力忠。

本报记者 王彦雨 摄

抓实转型发展“沃土”培育区域经济“硕果”
——访西安区委副书记、区长郑力忠

本报记者 汪琳

曾几何时，一些人称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辽源为东
北的“小上海”。是的，辽源
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
但那是过去。如今已不是辽
源的骄傲，更不是挂在嘴上
的谈资。如果再一味地谈自
己是“小上海”，不免就有些
鲁迅笔下的“阿 Q”之嫌了。
市委书记柴伟在全市干部大
会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汗颜
的比较数字，实在叫人心惊
肉跳。面对现实，只有知耻，
才能奋起直追。

辽源靠什么补短板？靠
什么来缩小与外埠的差距？
靠什么来提高人们的幸福指
数？只有投资和上项目才是
唯一的出路。然而，“抓环
境、抓项目、抓落实”在全省
已经开展了三年，辽源的项
目数量和投资比例都在逐年
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有
人说没有区位优势，有人说
政策不到位，还有人说辽源
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其实
不然。关键是作为决策者的
各级领导要有作为，不能悲

观失望举手认输。从辽源的
历史和经济基础来看，还有
很多发展的空间，这个空间
就是短板、就是项目的根
源。比如工业企业一些有识
之士都在摩拳擦掌，立誓要
大干一番。因此，唱重头戏
的工业、传统企业要升级，战
略性新兴产业要横空出世，
高档项目要招商引进，产业
规模要扩大、数额要叠加。
这其中就有许多项目可研
究，坐而论道将一事无成。
再比如，我市要打造的“五个
网”，即交通网、城镇设施网、
城乡水利网、全域绿化网和
公共服务网，哪个网里都有
一批项目可研究。还有教
育、医院、文化、民政、公安、
司法以及应急等部门，都蕴
含着项目的商机。谁说没项
目，谁就是占着岗位不作为，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势必贻
误战机。

既然已经知道了落后就
要衰退、落后就是耻辱，我们
就要知耻而后勇。无论是哪
一级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

应当开动脑筋，从本部门、本
行业和辽源的实际情况出
发，研究项目、探讨项目，让
抓项目、上项目成为生活中
的一部分。哪怕普通百姓想
到的一个项目，无论可行与
否，也应引起有关领导和部
门的重视，充分研究它的可
行性和前瞻性。有关部门可
以搞个项目征集活动，然后
进行梳理归纳。可行的，付
诸实施；办不到的，也起到了
凝聚人心的作用。

《国际歌》有几句歌词，
人们都十分清楚。“不要说我
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
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
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
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
己。”辽源的“小上海”已经属
于昨天。今天，要建成名副
其实的“小上海”，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人家前进了，你还在
犹豫徘徊，迟早要被历史所
淘汰。唯一的出路，就是上
项目，抓落实。只有如此，才
能知耻而后勇，有所作为。

迎着困难上 知耻而后勇
本报记者 孙晓慧

全市各界干部群众热议“三抓”项目建设年

人物：周星宇
省政协委员、市人

大常委、市联贸大厦总
经理

同期声：
市委书记柴伟的讲

话用数据说话、表格落
实，真是敲响鼓下重锤，
直面现实，阐释我市发
展的短板和优势，每一
句都切中辽源人心头之
痛，更精准“叨住”解决
问题——“狠抓项目”的
方法论，真是爱之深，责

之切！听了非常“解
渴”，觉得心里“敞亮”。

辽源真等不起了、
耗不下去了，急需“抓
项目”这把“火”。

作为民营企业，我
对柴书记提出的“抓项
目”充满信心，更有决
心。我们民营企业也要
打破封闭的思想壁垒，
更要打破求稳的观念死
水，力争在“抓项目”中
整出点“动静”、做出套

“ 动 作 ”、拿 出 点“ 干

货”，不枉柴书记以及
市委、市政府领导一直
以来对民营企业的重
视。

我回去要好好琢磨
琢磨，整合一下自己现
有的资源，发挥民营企
业的作用，回去马上动
起来，即使拿不出“原
创的、高水准”的项目，
那也得整出点“高仿
的、实效的”项目来，让
民营企业成为“抓项
目”中的亮点和清流。

力争在“抓项目”中拿出“干货”

本报记者 咸凯慧

桂宪武在人民广场与5个子女以及孙媳、重孙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