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人带动1635人学雷锋
本报记者 刘旭

在辽宁省抚顺市，有一支家喻户晓的学雷锋队伍，通过开

展助学、关爱困难劳模、关爱服刑人员子女、心理健康咨询等

志愿服务，温暖着一座城市。这支服务队的创始人李德禄今

年 51 岁，是抚顺石油二厂的一名操作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

“李队长”。

1994 年，李德禄从部队退役后，进入抚顺石油二厂成为

一名工人。由于是倒班作业，他每周有四五天时间白天都在

家休息。抚顺被誉为“雷锋城”，有着浓厚的学雷锋氛围，闲不

住的李德禄白天就到市区的浑河岸边捡拾垃圾，后来又带着

儿子给贫困乡村的孩子捐款捐物，自此踏上了学雷锋之路。

渐渐地，李德禄身边聚集了一批学雷锋做好事的热心

人。目前，这支服务队共有队员 1635人。

2019年 4月，李德禄和队员在抚顺市民政局注册成立“抚

顺市聚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截至

2023年底，他们常年帮助 315名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学。

随着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也在不

断扩展。

服务中心有近 300 名志愿者是警察。他们深知，服刑人

员子女常常被社会歧视，于是，他们将 29 名服刑人员子女纳

入帮扶范围，男孩于新波（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位。

于新波的父亲因电信诈骗被判刑一年半，因为于新波患

有糖尿病需要特殊照顾，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李德禄和几

名志愿者找到抚顺县教育局，帮忙联系了离于新波家比较近

的学校，反复做工作，终于让学校答应由于新波的母亲陪伴他

一起上学。

在与抚顺市总工会对接后，服务中心把 13名生活困难的

大龄劳模也纳入了“帮扶圈”，逢年过节送去慰问品，还帮助劳

模做家务。

为帮助市民缓解心理压力，2023年 6月，服务中心从志愿

者中挑选了 47名有心理咨询资质的教师，开通心理服务热线，

每天有 6名心理咨询师在线，从早 9点到晚 9点，为有需求的市

民提供心理咨询，同时，在线下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目前，已开

展心理健康辅导讲座 49场，接听心理咨询电话 3721人次。

抚顺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省道德模范、最美退役

军人……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以来，李德禄获得了很多荣

誉。“作为一名工人，能在工作之余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

献，这样的人生很充实、很有意义。”李德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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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马兰

日前，在飞速运转的数控机床前，王士良

正神情专注，埋头研究改良一个重要零部件

的生产加工方法。

“我这一生，只想干好车工这件事。”21年

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重集团防务

事业部 604 车间数控车二班班长王士良，用

匠心在大国重器的精密部件上“雕刻”。在他

看来，“站在数控机床旁，心里才觉得踏实。”

在刀尖上“跳舞”

2003 年 7 月，大专毕业的王士良放弃了

家乡的教师职位，选择来到北重集团成为一

名车工。为了快速提高实操技能，他每天总

是第一个来到数控机床前，最后一个离开车

间。短短几年时间，他就能熟练操作不同系

统的数控设备。

王士良所在的车间主要从事军品加工，

生产的都是高精度的零部件。要在一台数控

机床上完成这些精密零部件的加工，精度误

差要控制在微米级，相当于在刀尖上“跳舞”。

“一丝车三刀，刀刀见铁削”，这是做车工

的最高境界。每一刀车出的铁削，约为一根

头发丝直径的 1/24。王士良通过刻苦练习，

终于掌握了这手绝活。

不过，熟练操作数控机床，对王士良来说

远远不够，如何发挥数控机床应有的效用、降

低成本、提高效率、高质量加工更多产品，才

是他追求的目标。

2005 年 1 月，意气风发的王士良参加了

一次技能比赛，收获的却是“倒数第一名”的

苦涩。“要成为依靠脑力的新时代技术工人。”

面对失败，他冷静下来，潜心研究基础理论，

将操作细节打磨得更加精湛。

挑战“不可能”

2005 年 12 月，公司 130 毫米舰炮研发制

造项目正式落地。由于这种舰炮具有特殊性，

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会导致舰炮发射不精

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任落在了王士良肩上。

面对无经验、无工具、无工艺的现状，王

士良开启了“白+黑”的工作模式。攻关的关

键时期，他连梦里都在做试验。

后来，他在缓冲器上安装了自制的“关

节”碟簧，加强了舰炮发射后的稳定力，活塞

回复原点的时间提速 8 倍，后坐力影响发射

精准性的问题被成功解决。

2020 年，王士良围绕“液压泵阀”技术难

题展开攻关。4个月的时间里，他做了 100多

次试验，自创“锥面研体法操作法”，一举打破

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推动“中国制造”加速

升级，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为解决装备产品本体的加工难点，王士

良在长达 8 个月的时间里寻找最优加工方

案，将切削方式由“大步前进”，改为高速“小

啄快跑”，加工效率与以往相比提高 6倍。加

工过程中，他将遇到的情况和解决措施整理

成了 10万字的心得，形成“标准化加工方法”

在公司推广应用。

多年在生产一线的历练，让他把 3000 多

种刀具和刀片的型号、加工范围都刻在了脑

海里。加工关键零件时，其他工友用三四个

小时才能选择出合适的刀具，他仅用几分钟

就能找到。

打造数控加工“天团”

王士良带领的数控车加工“天团”平均年

龄只有 36岁，经过 9年积淀，王士良大师工作

室已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依托工作室，王士良每年举办两期高技

能培训班、4场高技能人才技艺现场演示，用

心辅导生产一线的青年技术骨干，帮助他们

在短时间内掌握数控加工技术。

带徒弟时，王士良显得有些“无情”。他

从来不正面解答徒弟的难题，也从不插手他

们的操作，而是逼着徒弟在“吃苦受累”中感

悟匠心、打磨技艺。“只有亲自琢磨、编制、试

验，才能了解加工原理。更重要的是，在摸索

的过程中还可能有新发现，推动工艺方法不

断更新。”王士良解释说。

多年来，王士良的技能培训让 430 多名

技能人才受益，团队中多名成员在内蒙古自

治区乃至国家级技能大赛中斩获佳绩。

截至目前，王士良带领团队完成 82项关

键技术攻关，获得 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自

创 5项特色操作法，为企业创造价值近亿元。

21 年 来 ，王 士 良 在 大 国 重 器 的 精 密 部 件 上 用 心“ 雕 刻 ”——

数 控“ 刀 客 ”

“饼干小哥”的“甜蜜”事业

平均年龄 31岁、硕博占比超 7成，这支高精尖团队让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俯瞰地球更清晰——

为太空“千里眼”配“角膜”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杨琴 赵风斌

近日，柴达木盆地狂风沙尘再起，位于大柴旦景区翡翠湖

畔的敦煌铁路东山站被浓浓的沙尘笼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呛人的沙尘味。

“今天风比较大，大家要注意安全，检修转辙机时，要重点

检查防尘罩是否安装牢固，岔区道心是否有大风刮来的异

物。”13时 30分，东山站站台上，呼呼作响的冷风中，中国铁路

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电务段大柴旦信号工区工长王南正在

安排将要进行的“天窗”作业。

大柴旦信号工区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主要担负着 160
公里敦煌铁路线上大柴旦、小柴旦、五个圈站等 8个戈壁小站

信号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由于大柴旦地区气候干旱，四季

黄沙遮天，春夏交替季节昼夜温差悬殊，风沙尤其频繁，很容

易引起道岔安装装置几何尺寸和其他性能参数变化，给列车

安全带来威胁。

14 时 10 分，“天窗”命令下达，职工王南和寇明财背着工

具包快步走向 1 号道岔。“转辙机内部结构较为精密，沙尘一

旦进入，很可能造成接点接触不良。”王南拿出一把毛刷，开始

快速清扫转辙机盖上的沙尘，遇到狭小缝隙，他就半蹲着一点

点用嘴吹干净。每吹几下，就被呛得连声咳嗽。

一旁的寇明财则拿着一把扁铲，细细铲除滑床板上的沙

尘、油泥，铲除干净后，他为滑床板重新涂抹上润滑油。“别看

现在滑床板油光锃亮，但大柴旦地区沙尘频繁，一两天时间，

上面就会覆盖上一层油泥，我们只能再次清除。”寇明财对记

者说。

在 3号道岔处，职工杨磊手持毛刷，仔细清理转辙机自动

开闭器上的灰尘，清扫完又用白布缠住右手食指，轻轻擦拭接

点。“擦拭力度要恰到好处，用力过小，接点擦拭不干净，用力

过大，又会对接点弹力造成影响。”杨磊总结着自己的心得。

擦拭完，杨磊手握扳手，再次弯腰检查道岔安装杆件的螺

栓和开口销紧固情况。确认无误后联系室内防护员张鹏，将

测试夹板放置于道岔尖轨与基本轨之间，来回转换道岔进行

摩擦电流测试。站场上，转辙机“轰隆隆”的转换声不绝于耳。

经过马不停蹄的紧张忙碌，16 时 10 分，全站道岔试验良

好，两小时的“天窗”作业宣告结束，设备交付使用。职工们个

个一脸沙尘，开始有序撤离“战场”。此时，翡翠湖畔依然黄沙

漫天……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王璐

换上白大褂，戴好工作帽，经过风淋吹

扫，记者进入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光卫星公司）光学技术研究室

光学加工组所在的车间。只见约 2600平方

米的偌大厂房内，工作人员正“指挥”着一排

机器人安静地研磨光学反射镜。

作为我国第一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成

立 9年多来，长光卫星公司已将百余颗自主

研发的卫星送入太空，建成了世界最大的亚

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

“如果把遥感卫星比作太空中的‘千里

眼’，其中的光学反射镜就是‘角膜’，我们这

个团队就是为‘千里眼’配‘角膜’的人。”光

学加工组负责人李岩比喻说。

这支 28 人的光学加工团队，平均年龄

31岁，硕士、博士占比超 70%，他们一次又一

次的技术突破，让遥感卫星将世界“尽收眼

底”。2023 年，这支高精尖团队获评吉林省

“工人先锋号”。

精益求精打磨“角膜”

绿色的地面光可照人，车间内处处纤

尘不染，团队成员将头发严实地裹在帽子

里，接触加工件时都戴着一次性手套——

光学加工组的工作环境，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洁净。

“我们加工制造的卫星相机系统反射

镜，如同相机的‘角膜’，核心作用是从卫星

轨道采集地球发出的光信息，使这些信息尽

量以原貌进入相机‘视网膜’。”李岩告诉记

者，“角膜”对精度要求极高，加工过程中若

有一粒尘埃、一根发丝掉落其上，都将给产

品质量带来致命影响。

反射镜的加工精度有多高？答案是纳

米级。1 毫米等于 100 万纳米，一根头发丝

的直径大约是 0.1毫米，也就是说，反射镜的

加工精度相当于头发丝的万分之一。

“ 加 工 一 个 反 射 镜 要 经 过 10 多 道 工

序 ，首 先 要 将 微 晶 玻 璃 等 原 材 料 铣 磨 成

型，接着研磨修形，然后反复精修……”李

岩告诉记者，反射镜的加工过程必须精益

求精。

一遍遍研磨抛光，是个相当“熬人”的

活，不仅要十分细心，还要极其耐心。

“加工一个反射镜往往需耗时几个月。

不过当你真正热爱一份工作时，就会满心期

待自己做出来的产品变得更好。”李岩话语

间满是真诚。

为 提 升 加 工 精 度 ，团 队 成 员 绞 尽 脑

汁。起初抛光镜面时，很容易出现划痕或

瑕疵，他们连续加班了 3 个多月，做了很多

试验，不断修改加工参数，尝试不同材质的

抛光工具和不同粒径的磨料，更换不同的

添加剂、摸索不同的组合，终于找到了最佳

工艺参数。

怀着对工作的无限热爱，光学加工团队

通过一次次不懈探索，将“角膜”加工精度从

最初的 12纳米，提升到 7.5纳米，直至优于 2
纳米，使“吉林一号”星座俯瞰地球时“看”得

越来越清晰。

创新攻关实现自主加工

在光学加工车间，矗立着两个长宽高在

3 米左右的“庞然大物”。“这是铣磨机。”团

队成员郭鑫垒向记者讲起了一段故事。

原来，铣磨机最初只能采用回转对称式

工艺加工圆柱形镜体。“如何赋予其更多功

能？”郭鑫垒和两位组员冥思苦想，历经半年

攻关，最后通过为铣磨机加装运行轴，并自

主编写设备软件，使铣磨机成功实现了多种

异形镜体的铣磨加工。

“每道工序，都有我们自研自编的改

造。”李岩告诉记者，这支高知团队每年都要

承担二三十个科研创新项目。

车间里颇为打眼的“智能机器人研抛平

台”，就是团队的研发成果之一。

“以前我们主要依靠进口机床加工反

射镜，但进口设备接口固定，能改动的工艺

参数有限，而且设备一旦出故障，委外维修

费用很高。”为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李岩

带领几名组员在 5年间开展了上千次试验，

攻克了众多技术难点，终于开发出了新的

智能平台。

给 反 射 镜 镀 膜 ，也 是 关 键 的 加 工 环

节。“我们重点开展了 3个方向的技术攻关，

以提升表面反射率为目的的高反射膜；以

提升镜面可加工性能为目的的改性膜；以

调制光谱通过特征为目的的滤光膜。”该项

目研发领衔人马赫表示，基于系列攻关成

果，今年他们就可以实现镀膜工序的自主

生产。

聚成一团火

“大家年龄相仿、志趣相投，都想把自己

的研究方向做好。”谈及团队管理，光学加工

组所属的光学技术研究室主任李艳杰博士

一脸轻松：“面对这样一个年轻的高知团队，

我要做的主要是尊重和协调，努力为成员成

长搭台铺路。”

李艳杰告诉记者，公司科研项目众多，

为员工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大家有想

法，都可以主动申报项目，自己当项目负责

人。同时，对于科研岗位员工，公司每年会

根据论文、专利及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相应

的绩效奖励，在这样的机制激励下，员工们

大都“不用扬鞭自奋蹄”。

近几年，光学加工组新入职的员工较

多，为帮助新人尽快成长，老员工悉心指导

新人一起做项目、搞研发，团队还积极开展

“人人上台当讲师”活动，每周六都会组织集

中培训。

2020 年入职的朱锋告诉记者：“我刚上

岗时，对专业技能不熟悉，遇到的困难较

多，是团队里的‘老人’抽丝剥茧地给我讲

原理，帮助我顺利完成了从校园到职场的

过渡。”

“加工过程中偶尔出现失误，大家都

不会互相埋怨，而是一起讨论问题是怎么

出现的，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教训，互相勉

励，避免再犯相同的错误。”入职 3 年的伊

力奇很喜欢团队成员之间互帮互助的工

作氛围，“与这样的伙伴同行，感觉工作很

有动力。”

“每每看到自己亲手打磨的反射镜从浩

瀚银河发回清晰的图像，大家都感到振奋而

自豪。共同的事业追求，让我们愿意拧成一

股绳、聚成一团火，为推动中国商业航天事

业发展做出新贡献。”李岩说。

2024年初，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熊
岳镇的“饼干小哥”魏忠帅在央视的一次采
访中凭着朴实幽默的话语引起网友关注，
他和妻子奋斗的故事也被更多人了解。

今年 36 岁的魏忠帅和妻子牟楠楠从
2014 年开始学习做中式传统饼干糕点。
每天清晨，魏忠帅装车上市场卖货，卖货回
来就和妻子做饼干、做糕点、做麻花……

“幸福不会从天降，只能靠双手才能创造。”
秉承着这样的信念，10年间，他们的饼干
糕点卖遍了当地的各个市集。

如今“饼干小哥”的摊位，成了鲅鱼圈
红旗大集上的“网红打卡地”，许多顾客从
外地慕名而来。魏忠帅活力满满、热气腾
腾的生活与事业，正如新鲜出炉的饼干糕
点一样，充满甜蜜与幸福。

图为魏忠帅（中）向直播间的粉丝解释
说，销路最好的香蕉条糕点已经销售一空。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图为李岩（左
一）与团队成员进
行技术切磋。
本报记者 彭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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