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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王德兵“跳
槽”来到惠山堰桥的无锡
神龙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当了一名车工。这家公司
是生产航天发动机叶轮、
叶片的高科技企业,核心
零部件的加工精度要求达
到0.005毫米。王德兵不
断鞭策自己学习新工艺、
新方法,他通过学习、进
修,先后通过了车工高级
技工、技师、高级技师的职
业技能考核,实现了“三级
跳”。还发挥自己喜爱钻
研的特长，延伸专业触角,
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了数控

车高级技工职业资格考
核,为自己在先进制造业
的职业拓展打下了扎实基
础。除了提升操作技能,
他还不忘提高自己的理论
素养。2010年报名参加
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机
电一体化专业学习,取得
了大专学历。他除了能熟
练操作车、磨、钻、铣等传
统机加工设备，还学会了
数控车床、数控铣床等现
代化高科技设备的操作，
全面掌握了2至5轴数控
编程技术，能运用多种
CAD/CAM、数控仿真应

用软件，真正是一位“全能
型”复合技能人才。

20多年的职业生涯
中，王德兵干过滚齿工、磨
工、车工、数控车工、钳工；
经历了技术工人、工程师、
企业管理等岗位的历练。
2006年，他获得惠山区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冠军、街
道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车工
组冠军；2017年成为“惠
山工匠”；2019年获得无
锡市“技术能手”称号；
2020年当选“无锡市企业
首席技师”。

（胡建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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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无锡市企业首席技师”王德兵

创新涡轮加工工艺、改革叶轮转子线切割夹具，设计工具、量
具、夹具……在王德兵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王德
兵用自己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为年轻一代技术工人
树立良好榜样。

王德兵是安徽全椒人,1991
年，职中毕业后进入皖东汽车齿
轮厂工作。他从一名滚齿机操作
工做起,踏踏实实跟着师傅学技
术。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泡在
车间里,很快就掌握了企业里所
有设备的操作、调整和维修,更成
为齿轮产品的加工高手。

工作仅一年，他就在一个意外
机会出了“名”。当时厂里接到为
一批新车开发齿轮的任务，工程技
术部来厂里寻找技术最强的工人
试制，不料一个个试下来，全都铩
羽而归。厂领导在车间现场开会
要求攻关，虽然谁都不敢懈怠，可
看着技术人员面露难色，王德兵不
由揣度：这个果真这么难吗？

自此，王德兵暗下功夫，也想
攻克这个难关。他废寝忘食，同事
们下班了，他泡在资料室里独自研

究。回到家里面，也要带回一大堆
资料。书桌前一坐，就是到半夜。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有了些
眉目，但身体却出了问题，一次挑
灯夜战中，他一头栽倒，昏在机床
前。幸亏夜间巡查的门卫发现，紧
急送进医院。他的“秘密”也终于
被领导知晓。

第二天一早，病房里冲进厂长
带领的一帮人。“小王，你这次立了
大功，我们在你昨天操作的机床上
看到那个加工好的台阶齿，按照要
求检验了，完全符合图纸要求。”王
德兵这才知道，这么长时间的努力
终于有了回报。

王德兵一夜成名，成了企业明
星。他在Y3180滚齿机上加工出
了台阶齿，为企业节约了十几万元
的添置设备费用。成功的背后，是
他对刀具运动轨迹的精心计算。

苦磕硬磨后的“一夜成名”

不懈追求技无止境

邢梅珍养鸭成名，也
带动了四周的群众。那些
年里，经她指导过的养殖
户，远远近近竟有近千
户，远的辐射到了上海、
安徽、浙江等地。邢梅珍
对上门者毫不保留地传
授经验。逢到请她指导
的，她就将求助的家庭编
成路线，按图索骥一户户
上门。

邢梅珍说：“我能有
今天，靠的是政府及乡亲
们，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
的我。万紫千红才是春，
大家都来搞养殖，还能形
成规模效应，大家都有利
呢。”2006年，堰桥顺新禽
业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邢梅珍出任社长。为周边
各村养殖户提供苗鸭、饲
料，帮助销售，为养殖户提
供了共同致富的平台。

邢梅珍几十年如一

日坚守养殖行业，还善于
审时度势，不断转型升
级。2009年禽流感席卷
了亚洲，养殖大户邢梅珍
同样深受其害。再加上
环保的力度越来越强，她
决 定 转 型 肉 鸭 的 深 加
工。她购买了设备，添置
了冷库，从外地购买鸡
鸭，研制出盐水鸭、啤酒
鸭、酱鸭等成品，还加工
生产醉蟹、鹌鹑蛋、太湖
鱼等真空包装产品，以

“锡梅”的品牌销往各地，
带动了更多人走上勤劳
致富的道路。

作为一位勤劳致富
的带头人，邢梅珍先后被
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全
国先进女能手、全国“三
八”红旗手。2010年，她
又成为惠山区第一位女
性全国劳动模范，赴京参
加了表彰大会。 （舒生）

一辈子做一件小事
全国劳动模范邢梅珍传奇

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创造未来。在惠山区堰桥街
道界泾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全国劳动模范邢梅珍。
今年66岁的她提起当年的往事，总是笑眯眯地说：
“我一辈子就做了养鸭这件小事。”

1983年的界泾村，尚是一
片江南鱼米之乡的景象。当
年大年初三，村西头老孙家粉
刷了老屋，给儿子讨了新娘
子。到了正月十五，老孙主持
分了家产，老人把米囤里的米
倒出来一称：17斤！按人头
平分，小两口分到了9斤米。
就在这一天，新娘子邢梅珍偶
遇大队书记邱云福，她提出为
了克服家庭困难想养些小鸡，
但不知政策允不允许？“当然

允许了！现在不仅允许私人
养鸡，乡里的信用社还有扶持
资金哩。”

听了书记的话，第二天一
早她就跑到信用社办了4000
元贴息贷款，又赶到县养殖场
订了4000只小鸡，租下了大
队空置的仓库，还买了一船稻
谷当饲料。虽然邢梅珍在娘
家时鸡鸭鹅之类的没少养，但
养这么多的小鸡，还真是头一
回。她和小鸡们吃住都在一

起，不嫌脏臭，到年底，她的小
鸡终于顺利长大出售。一算
账，去除成本，偿还贷款，每只
鸡净赚三角钱。更惊喜的是
大队为了鼓励养殖出台了新
政策，乡里也有奖励。合下
来，一只鸡正好有 1元的收
入，4000 只鸡，就是 4000
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巨
款。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有了
钱的第一个想法是盖新房。
房子盖起来后，邢梅珍和队里
许多农妇一样进了家门口的
拉链厂。这时邱云福又不淡
定了，好不容易树起的养殖致
富典型不能就这样倒了，乡里
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在领
导的工作之下，邢梅珍决心重
新投身养殖业。这次她从当
时的无锡县养殖场相中了一
个从英国引进的新品种“樱桃
谷鸭”。这种鸭只要50天就
可以长成。成品肉质鲜美、营
养丰富，适合做烤鸭、盐水鸭、

板鸭、香酥鸭等。她又找信用
社贷了款，承包了村里的几十
亩水面，一次性购买了1500
羽鸭苗。

每天一早，她吆喝着小鸭
们出鸭棚，邢梅珍走到哪里，
鸭鸭们就跟到哪里，嘴里还

“嘎嘎嘎”地叫个不停，就像她
在指挥着千军万马一样。这
为她赢得了一个伴随一生的
美名——“鸭司令”。

她一面从书中学习养殖
技术，一面向兽医站的专家请
教。她建起了“有脚”的鸭棚，
就是把鸭棚建在池塘边，棚底

铺着网格状的细竹条。这样
的鸭棚便于清理，每天只要用
清水冲一冲，粪便就流到池塘
里。池塘里水肥了，微生物就
多了，游在池塘里的鸭就能吃
到活食，还能放养鱼苗，又增
添了额外的收入。同时又修
建起好几个大型沼气池，用沼
气生火做饭，冬天为小鸭取
暖，这样养鸭环境也更好了。

没几年时间，邢梅珍养的
鸭子不断增加，从几千、几万
到上百万只。规模越来越大，
她“鸭司令”的名声也越传越
广。

四千只小鸡掘到第一桶金

养鸭养成了“鸭司令”

做成养殖事业 带动一方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