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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新时代工匠精神？
他们的业绩作了生动注解

关于工匠精神的传承，自古讲究“名师出高徒”，也讲究“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自身”。 但在工业化时代，万变不离其宗的工匠精神的传承，也有了
些微变化。

顾秋亮曾上过央视新闻频道的
节目《大国工匠》，当时，“两丝”钳工
顾秋亮的那双指纹已不清晰的手，
给亿万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
64 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 作
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O 二
研究所水下工程研究开发部职工和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首席装配钳工
技师，说起制造业工人的手艺传承，
他认为：“‘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
元’，师傅要肯教，还得徒弟愿意学。
不过，师傅怎么让徒弟愿意学，也值
得深思。 ”

顾秋亮 17 岁跟着老师傅学做钳
工。 虽说他的 4 个舅舅吃的都是机
械饭， 但钳工原本就是个枯燥的工
种，青春年少很难耐得住寂寞。 顾秋
亮也不例外， 他一度只满足于任务
计件，完成便了，对做得好不好并不
在乎。“钳工的基本功在于锉、 锯、
钻、铰、铲、攻，很机械也很乏味，这
么些东西一学就是三年， 冷板凳坐
得腰疼。 我从小好动， 尤其爱打篮
球， 一开始对这些技术活实在没兴
趣。 活做得粗糙，人也调皮得很。 直
到有一天， 师傅的一句话点醒了
我。 ”顾秋亮说，他的师傅是上海发
电厂调来的“尖子”，要求特别严格，
有一天见不得他攻螺丝时“捣糨
糊”：“像你这样的人我带不动，另请
高明吧。 ”被人嫌弃的那一刻，成了
顾秋亮人生的转折点。

以后的日子， 他跟着师傅认真
学艺，成了装配车间的“王牌”，连检
视员都笑言“小顾师傅做的活可以
免检”。 由于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
顾秋亮锉的东西精密度相当高，达
到了“丝”的级别，得了“顾两丝”的
外号。“丝”是个常用在数控机床和
钳工精密度上的数据单位，1 毫米等
于 100 丝。 顾秋亮就能把误差降到
小于 1 毫米的 1/100。 顾秋亮锉到
“丝”级别的这手绝活，的确为他带
来了绝佳的工作机会。 有人请他出
来工作，开出的薪水是天价，他却拒
绝了， 因为他不想离开培养他的研
究所。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要手上
有技术，不仅能活，还能活得很好。

2004 年“蛟龙号”开始组装，他被
抽调到“蛟龙号”总装组，并被任命为
装配组组长。 事实上，当“蛟龙号”机
体焊接件从俄罗斯运回来时，它就给
了顾秋亮一个“下马威”。 运输中 8
米×3 米的框架变形量最大达 15 毫
米，而机加工的安装要求是 1 毫米以
内，修整难度之大，让整组成员讨论
了一周。 最后决定，以最高点和大架
中心点为基准， 用整片钛合金垫高，
花了半个多月才“找平”框架。 此后，
顾秋亮对待装配，慎之又慎。

“蛟龙号”潜航员在和顾秋亮聊
天时曾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把生命
都交给你了”，足见装配工作分量之
重。 顾秋亮说，装配就是要确保潜水

器的密封性。“蛟龙号”的玻璃观察
窗是组装载人潜水器里最精细的
活， 球体与玻璃的接触面要控制在
0.2 丝以下，但凡装配出差错，在水
下几百个大气压的水压下， 玻璃窗
就可能漏水，危及下潜人员生命。 此
外， 载人潜水器上的 7 个耐压罐装
配难度也很高，必须松紧适度。 顾秋
亮最终绞尽脑汁， 做了一个仅有 2
毫米的松紧度，解决了难题。

顾秋亮说， 他细想了自己工作
生涯的每一步， 发现“言传不如身
教”，自己每一次克服难题的认真琢
磨劲儿和“解题思路”，徒弟们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以后他们自己遇到
了难题，也会循着这个路数去做，自
然而然便学会了。“钳工是个手艺活
儿，师傅说再多话，最终还是需要徒
弟自己上手， 手上感觉只能自己去
悟，力道如何、手劲大小都得自己心

里有数，没法用语言表达。 ”
他认为， 那些只想着跟在别人

身后省力做事的人， 都是不想当将
军的兵，那些边做边动脑的人，最后
都成了“师傅”。“跟师傅学，不仅要
面上的活像样， 还要多想想活是怎
样做像样的。 人家能达到那个精度，
你为什么不行？差在哪里了？多思多
学，好徒弟就是这样养成的。 ”他还
认为， 做师傅的， 要教会徒弟三

“心”：一要耐心，是金子总会发光，
耐下心来磨炼技术；二要精心，对自
己有要求精益求精；三是尽心，尽己
所能让人放心，无愧己心。

他的两个得意门生， 如今都已
是所里的装配界领军人物， 饶是如
此，早该退休的顾秋亮，依然不放心
地又多坚守了两年。“扶上马送一
程，技术稳定、独当一面了才算真正
出师。 ”

2016 年 4 月前，90 后“孙鑫人”
是个默默无闻的名字。 他毕业于无
锡技师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 成人
教育本科学历， 拥有维修电工以及
智能楼宇管理师双技师证， 曾就职
于无锡市新光电器厂。 2016 年 4 月，
孙鑫人参加了江苏省第三届状元杯
大赛智能楼宇项目的职工组比赛，
获得了该项目的金牌，被授予“江苏
技能状元”称号。 去年，他通过学校
特殊人才引进政策正式进编， 现就
职于无锡技师学院电气工程系，主
要指导学生学习电工基础、 电力拖
动实际操作和机床检修等基础课
程。

按无锡人对于孩子“上高中考
大学”的固有设定，孙鑫人的学习之
路不太主流。 上技术学校学手艺，他
成了“冷火堆里爆出的热火星”，而
这一切，源于他对自己的缜密规划。
孙鑫人说，父亲跟他说的两句话，奠
定了他的职业生涯：一是“无论什么
时候，电是不可或缺的”；二是“学一
样就要像一样”。 小孙意识到自动化
专业覆盖面广， 自此决定扎根自己
的专业， 在学校里的成绩也是名列
前茅。 一次下场实习，让他看到了自

己所学的不足。“当时在新区一家电
子厂连班操作流水线 ， 每月虽有
2800 元的实习工资， 却让我意识到
简单的操作计件工不是我想要的工
作状态。 然而，当时我的知识却只能
让我做这些。 ”他第一次有了规划人
生的迫切感。

实习结束后， 小孙就参加了学
校技能集训队， 努力学习行业前瞻
知识，苦练技术。 学校集训队是“额
外的功课”，完全利用课余时间进行
训练，常常一个项目连轴转，一练就
是三四个小时。 不少学生因为耐不
住寂寞渐渐退班， 小孙所在的班级
起初有 7 人参加， 最终只有 2 人挨
到最后。 这两个人，一个就是小孙，
靠比赛“一战成名”；另一个是他们
班长，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参加比赛，
但一走上社会就收到诸多橄榄枝，
如今从事设备维护、 技术支持的工
作，月薪一万多元。“社会是给机会
的，而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

小孙的机会， 就是那次省级比
赛。 他看中的电气装置项目满员，多
亏他学艺广博， 临时改报了智能楼
宇项目。 该项目既有接线量，又有编
程量， 需 4 小时内完成元器件的安

装、走线、接线、编程和自动控制，
“不是个纯手工活儿”。 小孙圆满完
成了任务，得到了“技术状元”称号。
其实，在这个大奖之前，他已获得了
不少奖项， 如 2013 年在“无锡技能
技工大赛” 中获得学生组维修电工
项目三等奖、此后又被授予“无锡市
学生技术能手”称号等。 小孙说，真
正是“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他在
操作室里苦练的每一分钟、 经历的
每场比赛历练、获得的每个荣誉，都
成为坚实的地基， 助他一步一步走
到了今天。

说起技艺传承这回事， 小孙的

看法凸显出 90 后的前卫感。 他说，
流水线的操作工或许会被电脑取代，
但有技术含量、懂电脑编程的新时代

“手艺人”依然吃香，计算机修行是一
部分，手上技艺还是要有。如今的技艺
传承，老师傅的手艺依然要学，对于电
脑要做到“能而示之不能”。 但同时，
工业机器时代下，设备更新快，徒弟
的学习能力要强，要多思多想，要做
机器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要
有明确的路线规划，“安下心来坚守
自己的路线， 相信终有成大器的一
天”。 （晚报记者 金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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