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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尽快传到基层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宋阿男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爱国情 奋斗者

在孙春林烈士战斗过
的山东莱西、平度等地，他光
荣英勇而富有传奇色彩的
一生，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孙春林，1906年5月出
生于山东省海阳县西小滩
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
年入莱阳中学读书。1928
年考入烟台刘珍年部队创
办的军官学校政训队。
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奉党组织派遣，任
海阳县司马区保卫团大队

长。1931年任莱阳县鲍村
民团军事教官。1933年秋
任莱阳县四区区队教练。
不久，因叛徒出卖，遭到国
民党当局通缉追捕，被迫
到旅顺、沈阳、珲春、北京
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冬，孙春林考
入阎锡山在太原创办的军
官学校。利用一切机会揭
露日军侵华行为，宣传共
产党的抗日主张。毕业后，
被分配到山西省崞县国民

党军官教导团第八团任政
训员。1937年去延安中国
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1938年，孙春林回到胶
东半岛，任中共南海特委独
立团团长。1940年任八路军
五支队警卫营1营营长。率
领部队先后攻克邱堡、北寺
口等日伪据点，扩大了抗日
根据地。1940年冬，任北海
军分区指挥部指挥。在主力
部队调赴东海区的情况下，
着手建立和发展武装队伍，

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动
员群众参军参战。在一个月
里，组建了独立团，整顿了
北海专区5个县大队。

1941年夏，孙春林任南
海军分区司令员。当时南海
地区日伪势力比较强大，对
抗日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艰难局势，孙春林同广
大指导员同甘共苦，发动群

众，扩建武装，带领部队拔据
点、扫顽匪，取得很大成效。

1941年8月，孙春林带
领部队转移到莱西县榛子
沟村时，因为叛徒告密，被
日伪军包围。面对数倍于
己的敌军，孙春林镇定指
挥，在转移阵地时不幸中
弹，英勇牺牲，时年35岁。

孙春林牺牲后，当地

群众把他安葬在围石山向
阳坡上。1955年，莱西革命
烈士陵园建成，烈士遗骨
迁葬到烈士陵园。1987年，
莱西市人民政府修建了

“孙春林烈士纪念碑”。
2014年8月29日，孙春林被
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 （据新华社报道）

“首先是绿色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这是我们装备制造
业企业走质量效益型发展
之路的根本。其次是创新
驱动，注重科技创新和管
理创新。最后是有政策支
持，推动企业释放创新动
能高质量发展……”3月22
日，全国人大代表、包头市
宣讲团成员、一机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全文来
到青山区包头装备制造产

业园区宣讲全国两会精
神，并与园区企业负责人
互动交流。园区企业80多
位负责人聆听宣讲。

随后，李全文到北奔
一期园区车间和自由路街
道文昌社区宣讲。在北奔
一期园区车间，李全文还
就如何解决技术创新动
力、如何理解和把握保持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等问题与企业员工进
行了交流。

北奔重汽总公司党总
支副书记刘永兴聆听宣讲

后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企
业一定严格按照要求，将
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企业
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在自由路街道文昌社
区百兴广场上，社区红歌
队正在进行的红歌快闪表
演吸引了社区居民们的关
注，《我和我的祖国》《我爱
你中国》……社区居民纷
纷加入进来共同高声合
唱，现场气氛热烈。李全文
就群众普遍关心的就业及
旧城改造等民生问题进行
了宣讲，并与社区居民交

流互动。
“全国人大代表就在

我们身边，特别高兴。他今
天讲到的不论是关于大学
生就业还是关于旧城旧楼
改造，涉及的问题都是跟
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国家的政策都是惠民的好
政策。”自由路街道文昌社

区居民李淑玲激动地说。
“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们面临着拆迁，也都盼
望着旧房改造。”社区居民
一机厂退休工人张俊凤高
兴地说。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
能够把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理念尽快传递落实到

基层。让企业职工及时了解
国家政策，让老百姓了解他
们所关注的民生问题。”李
全文说，“作为企业负责人，
我会带领企业率先落实，做
好表率。逐条对照总书记的
讲话，对企业进行排查，针
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列出
清单加以整改。”

戎鹏强伸出右手，从头
到尾仔细地摸着刀杆，十几
秒后，他又用左手抓起一把
铁屑，反复查看，然后弯下
腰，耳朵靠近正在运转的机
床边，静静地听。这是他每隔
10分钟就要重复的一套固定
动作。

这套动作是用于制造
火炮、坦克、军舰等武器上的
炮管而必经的上百套工序
之一。而就这一套工序，他整
整干了37年。

戎鹏强是北重集团防
务事业部502车间深孔镗工，
被誉为“大国工匠”，业界称
他“镗刀大王”。

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美
誉，是源于他创造的“超长小
口径管体深孔钻镗操作法”
填补了国内空白。这对于一
个仅仅上过初中的人来说，
着实不易。

这个操作法主要是针
对火炮身管内膛进行精镗，
是确保火炮打击精度的关
键工序。同时，这个方法也在
国家重点实验装备、航天、航
空发射试验装置以及电厂

蒸汽传输、深井石油钻探等
领域所用合金钢管的内膛
精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口径深孔是看不见
里面的，那么，如何在钻孔、
挖孔和镗孔的工序中做到
误差最小，技师的水平直接
决定着加工精度。难得的是，
戎鹏强却能把公差为0.02毫
米的精度做到0.01毫米，也
就是一根头发丝的七分之
一，这在国内同行业中首屈
一指。

“这么高的精细度你是
怎么做到的？”记者问。

“主要靠经验，我的做
法是‘一摸’‘二看’‘三听’

‘四测’，然后就可以判断出
每一道工序是否正常，从而
把精细程度做到极致。”戎鹏
强解释说。

内孔加工对技能要求
极高，尤其是火炮炮管内膛
加工，多为超长径比深孔，由
于管体孔径小，根本看不到
刀头在管体内的切削状况，
加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方面的知识在网上
是无法查到的，又是军事机

密，所以只能靠自己摸索。”
通过几十年的摸索实践，戎
鹏强终于练就了一手属于
他自己的绝活儿，比如“摸刀
杆”，只要他用手握住刀杆，
通过感受刀头的震动，就能
对加工进度做到心中有数；
再比如“看铁屑”，只要他随
意拿起一把铁屑，就能判断
出刀的磨损程度。

戎鹏强告诉记者，做军
工产品不能出一丁点儿差
错，产品一旦到了战场，就事
关战士的性命，甚至一场战
役的成败。如果是因为炮膛
的问题导致炮弹打不准，那
就是天大的责任。

戎鹏强深知细节决定
成败的道理，所以不管他一
天工作多长时间，他都不敢
有一丝的疏忽大意；不管天
气有多冷，他都不能戴着手
套工作，否则感觉和判断就
会出现偏差。

“那么，你就没出过一
次偏差吗？”

“出过，1988年，也就是
我进厂工作的第五年，因自
己粗心，偏差了0.05毫米，整

根炮管就报废了。当时特别
难受，好几天睡不着觉。”戎
鹏强懊恼地说。

“最后查出来是前道工
序出了问题，但在我这个工
序没有及时发现。前面出的
错可以弥补，但我这儿出的
错，后面就没法弥补了。”为
这事儿，戎鹏强一直耿耿于
怀。

自那以后，戎鹏强就开
始做笔记，每一个环节、每一
个细节、每一个数据，他都要
工工整整地记在本子上，随
时翻阅，随时琢磨。

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
戎鹏强加工过的特种钢管
总长超过了20万米，但没出
现过一次失误。

戎鹏强常说，深孔加工
最讲究的就是出口要“正”，
直线度要“直”。“正”“直”说
起来很简单，做起来相当难，
但这两个字恰恰是我一生
的追求，无论在工作中，还是
在做人方面。

人们常说，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但在徒弟张杰看
来，这话并不成立。他说：“我
跟戎师傅十几年了，自始至
终他都是手把手教我，丝毫
没有一点儿保留。”

对此，戎鹏强的观点
是，没必要保留，事业要发
展，技艺就得传承。我今年54
岁了，过几年就得退休，总不
能因为我的退休，影响了祖
国的国防事业吧。

在徒弟李国文眼里，戎
师傅不仅技术精湛，还不计
名利，就像一位父亲，时时处
处想着他们。他举例说：“学
徒在前三年只有基本工资，
挣得少，但戎师傅就怕我们
不够花，每年把自己一半的
工资给了徒弟，每个徒弟年
均从他那儿得到2万元。”

3月24日中午，记者在
青山区赛音道一号街坊一
栋破旧的楼房里，找到了戎
鹏强，这儿是他唯一的住房，
76平方米。

这样的技术大师，住在
这样的房子里，着实与人们
的想象大相径庭。“没有企业
来挖你走吗？”记者问。

“太多了，而且给的工资
至少是现在的七八倍，但我
不能走，我们是军工企业，祖
国的国防事业需要我，企业
也需要我，我干得又是很荣
耀的职业，金钱是诱惑不了
我的。”戎鹏强坚定地回答。

30多年来，戎鹏强在钢
管中磨砺“正”“直”人生，这
是他一生从未动摇的坚
守———“永远不能走偏”。

30多年来，戎鹏强先后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兵器大工匠”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自治
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100
多项荣誉，并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面对这些来之不易的
荣誉，戎鹏强总是强调：“我
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

孙春林：为挽危亡艰苦战 埋骨青山是忠魂

戎鹏强：一生追求“正”“直”的人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