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刘宏，是首钢的一名普通电焊

工。到今年，我干焊工整整二十年了，每

当我手握焊把时，是我的心最安静的时

候，也是我的心最踏实的时候。透过面罩

看到飞溅的焊花，我对自己说，我是个钢

铁人，我的梦想实现了。

1988年我从密云招工到首钢运输部，

到首钢的第一天，坐在车里经过一炼钢厂

时，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飞溅的钢花。那如

同礼花一般绽放的钢花，让我对钢铁有了

最初的认识，留下了十分美好和终生难忘

的印象。我当时就天真地想，要是能工作

在钢花旁那该多好啊！当我每次看到车间

焊工们焊、割活迸发的焊花时，总把焊花

与第一次看到的钢花联系到一起。我想：

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拿着焊把焊活儿

啊！因此，当一名电焊工就成了我的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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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次找领导表示要学技术，做一名

电焊工。坚定的态度使我如愿以偿。1990

年底我开始学习焊接技术。但真的走上学

焊接技术这条路，才真切感受到这其中的

艰难和辛苦，同时也感受到要成为一个有

用的人是多么不容易。

当电焊工要过三关：首先要过“蹲

功”第一关。只有过了“蹲功”这一关，

才能做到“静、平、稳、准、均”的焊工

五字要诀，才能“焊出好活儿”。为了能

让自己蹲得住，蹲得稳，3个月我就把体

重减掉了10多公斤。

第二关是“苦肉关”。刚干焊活时，

经常被烟尘呛得头晕眼花，眼睛被弧光刺

的又红又肿，稍不注意，几百度高温的焊

渣飞溅到身上，就是隔着厚厚的防护服，

也能在皮肤上烫出一片水泡来。我已经有

20年没穿过裙子了，甚至连短袖衣服都不

怎么穿，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那么多

的伤疤。但每当我手握焊枪，五彩缤纷的

焊花焊就无数工件时，我内心就感到无比

舒畅。

第三是要过“理论关”。首钢培养人

才的好政策，让我们这些一线工人有了不

断学习和提升技能的机会。短短几年,我

就从电焊初级工到中级工、高级工,又先

后通过了技师和高级技师的考评，一连登

上了五级台阶,成为首钢当年唯一的女电

焊高级技师。

2005年，就在我紧张备战高级技师

考试的日子里，我的婆婆和母亲在不到10

天的时间里相继去逝，当时我感到天都塌

了。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领导和同事

的关心鼓励把我从崩溃边缘拉了回来，使

我很快从阴影中走出来，重振精神，最终

通过了高级技师资格的考评。

在2008年首届中德国际焊接对抗赛

中，我作为整个比赛中唯一的女选手，以

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最终获得第三

名。当时德国专家非常惊讶，因为德国的

焊接技术虽然在世界上是顶尖级的，但从

没有女性从事焊接这个职业。2009年4月,

我又参加了中国首届焊工电视大赛,经过

多轮淘汰后，我成为进入决赛6位选手中

唯一的女焊工。总决赛的项目是“灯泡上

切钢丝”。就是要求选手用气焊割断捆在

灯泡表面上的钢丝，亮着的灯泡则保持完

好无损。我以出色的发挥获得了中国首届

焊工电视大赛冠军。

2011年3月，我从首钢生产一线调到

了首钢技术研究院工作，和五名博士、十

名硕士一起做新钢种的可焊性试验和新焊

材的开发。从普通电焊工到开发新的焊接

技术，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考验。面

对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我坚持干中学，

学中干。

2011年4月，技术研究院收到首秦公

司委托，希望协助其完成100mm EH36、

50mm E500（TM）、80mm E550(QT)、

50mm E690（QT）海工钢焊接认证摸底试

验。该批钢板均为特厚板，且强度级别

高、尺寸长，存在易出现焊接裂纹、加工

组对困难等难点。我和技术研究院的博士

硕士们一起进行了多轮摸底试验，始终不

能完全避免焊接冷裂纹和热裂纹的产生。

经过分析，我们最终采用人员轮换，组织

3个工作组，采用歇人不歇设备的工作方

式，累计工作时间184小时，单组试板最

长工作时间为26小时，保证了焊接认证摸

底任务的按时完成，使首秦公司顺利通过

了船级社认证。

20年来，我从当初对焊接什么都不

懂，到选择、爱上了这一行甚至到了痴迷

的程度，可以说，焊接已经主导了我的生

命和人生。在从事焊接这个职业的过程

中，虽然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累，牺牲

了许多业余时间，但我无怨无悔，乐在其

中。因为我热爱这个职业，因为在这个职

业里，倾注了我的全部感情。

2012年5月,首钢公司以我的名字命名

的“刘宏首秦工作室”正式挂牌。从此，

我的工作不仅要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难题，

还要担任起培养徒弟的任务。

“每一道焊缝都是一件作品。”这

是我对徒弟们讲课时说的第一句话。我要

求“工具不能凑合”、“焊接设备要每天

清理”、“焊接工具必须放在最顺手的地

方”，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的规范着徒

弟们的操作，并在实践中锻炼。2012年，

在北京市第三届职业技能焊工比赛中，我

的两个徒弟包揽了冠亚军。

我永远不会忘记，是首钢这片沃土，

为我的成长和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当

德国老板高薪聘请我去国外时，我回答

说，人世间哪有子女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的？首钢就像父母一样养育了我，作为党

的十八大代表和全国劳动模范，我会用一

生来回报首钢，奉献社会，用我们的智慧

和力量，托起钢铁强国梦。▲

（作者系首钢技术研究院电焊工  ）

作为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制

造设备维修高级技师，作为上汽集团的一

名员工，实现中国汽车工业崛起的“汽车

梦”、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是我为之奋斗的终身事业。

1989年3月的一天，已经在一家工厂

工作的我，看到《新民晚报》的广告，上

海大众正在招聘设备维修工人，儿时朦

胧的汽车梦顿时重现。我毅然参加招聘，

成为1000多名报考者中18名录取者中的一

位，站上了追逐汽车梦起跑线。

汽车人都应该有汽车梦，“汽车梦”

与“中国梦”紧密相连。汽车人只有把职

业、产业和国家三个梦想连为一体，才能

演绎精彩之梦。今年是“中国汽车梦”

非常特殊的一年。60年前，毛主席签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

示》开启了自力更生的“汽车梦”；30年

前，在邓小平同志关心下，第一辆桑塔

纳轿车在上海大众诞生，开启了对外开

放的“汽车梦”。60年来，经过一代代汽

车人的艰辛努力，先后实现了“自主造

车梦”、“造好轿车梦”和“汽车大国

梦”，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

场。但是，我们还不是汽车强国，自主研

发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不强。如何从“汽

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是当代中国

汽车工人传承梦想、追逐梦想的重要历史

使命。

“追梦”必须勤于学习。记得第一次

走进发动机厂车间，我就被一个个老外、

一排排进口设备、一块块外文设备铭牌惊

呆了。特别是经过几次维修，因语言不通

造成的难堪和尴尬，我明白了：在这里工

作，就是“与世界对话”。既然是对话，

首先要闯过语言关！

于是，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学徒出

身、已经30岁的我，抓住一切机会，翻看

敢于创新

永做汽车强国的“追梦人”
徐小平

进口设备的德文资料、坚持与老外对话，

每天熟记背诵100个单词，不断提高自己

的口语和听力水平。这些年来，我多次在

设备验收、技术谈判和联合设计中，既搞

业务、又当翻译，练就了过硬的语言能

力，我的德语水平还通过了上海外国语大

学高级德语翻译的考核。《新民晚报》头

版曾刊文称赞我是“上海德语讲得最溜的

工人”。

“追梦”必须勇于创新。如果说学

习德语是“与世界对话”的“钥匙”，那

么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则是“与世界对话”

的“底气”。上海大众发动机厂集聚了世

界发动机制造大量尖端技术，我下决心掌

握它、驾驭它。于是36年工龄的我上了26

年夜校，自学机电、液压、激光以及计算

机等新型学科技术。洋设备固然先进，但

绝非完美无缺。英国Landis磨床是世界名

牌，有一次因静压管道堵塞引发静压轴承

烧毁，停工一个星期，影响4400多台发动

机生产。事后我了解到：德国大众为了避

免故障，两台设备轮流工作，定期保养。

但我们为了节约资金，只有一台，风险很

大。为了改变设计，整整半年，一套全方

位次级压力监控装置诞生了，以后这台磨

床再也没有发生这类故障，外国专家没有

跨过去的坎，中国工人跨过去了！ 

创新，意味着不迷信权威。电主轴这

个发动机制造数控中心的“心脏”，历来

用巨额外汇买进，换下部件高价请外国人

修理，一根电主轴修理费就是十几万。为

了不再受制于人，我成立攻关小组。没想

到国外公司立刻全面封锁，除了一张写着

天文数字的备件价格清单外，我们一无所

有。外国技术封锁激起我的斗志，经过三

年艰苦钻研，终于实现电主轴自主维修，

费用仅为委托国外修理的15%，使用寿命

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从而打破了国外技术

垄断，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圆梦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是一个团

队的成功。我原来所在的班组要为50多台

高精设备保驾护航，按要求，设备故障率

必须低于4%，而实际却长期在5%左右徘

徊。我担任维修工长后，立刻寻找故障率

居高不下的原因。经过观察发现，维修工

操作不规范造成的重复故障占全部故障的

40%！由此我认识到：个人成功只是小成

功，团队成功才是大成功！

于是，我在总结经验、归纳典型案

例的基础上，形成了“六个工作法”，既

有思想性、又有操作性，解决许多实际问

题，使设备故障率降到3%以下，大家亲

切地称为“徐小平工作法”。

我担任发动机厂维修高级经理后，

特别是在上海大众和上汽集团领导关心下

成立“徐小平创新工作室”、“徐小平培

训学校”后，开始在更大团队中寻求集体

追梦和圆梦，编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发动

机制造装备维修标准》；编制《维修标准

化作业指导书》，把个人技术转化为团队

整体技能；制定“X+1”模式培养维修专

业人才，使团队成员既当“通才”、又当

“专才”。现在的发动机厂维修团队，已

经成为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高素质团队。

上汽集团和上海大众为我的汽车梦

搭建了展示才能的绚丽舞台，作为一名汽

车工人，我深感自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此引

领下，“汽车梦”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宏

伟、越来越美妙。在梦想不断变为现实的

进程中，我愿意永远做一名努力奉献并无

上快乐的劳动者！▲

（作者系上海大众汽车发动机制造设备维

修高级技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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