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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塑造管道的“力与美”、把

管道角度误差做到 1 度以内……

1999 年出生的杨应政是安吉技师

学院的一名教师，他通过学习、提

升技能，收获了他的精彩人生。

就在2019年8月，杨应政代表

中国队参加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管道与制暖”项目的比赛，以精湛

的技艺夺得该项目的银牌，这也是

我国在此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记者见到杨应政时，他正在学校

教学车间里，手把手教授学生如何做

好规定角度的钢管煨弯工艺。这位才

23岁的教师看起来与学生相差不大，

却以他精湛的技艺令学生们折服。

杨应政家在浙江湖州安吉的

农村，他的父母希望他考上重点高

中，而后考上大学成为城市“白

领”。然而，那年中考，杨应政的分

数只够念普通高中。在人生的十字

路口，他决定走职业教育这条路，

进入了安吉技师学院。

“这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

父亲在当地开了一家家电维修的

小店，从小我就接触到各种各样的

电机设备，喜欢动手，对于一些元

器件或者一些设备比较感兴趣。”

杨应政说。

学校老师看到杨应政很喜欢

钻研，又很有上进心，选拔他参加

学校的技能队。“当接触到‘管道与

制暖’项目后，我发现这是个全新

的领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想攻

克这里面的技术难关。”

这个项目上手虽容易，但对精

度要求很高。例如管道搭建的精度

误差不超过 2 毫米、水平垂直度误

差为 0.5 度。杨应政举例说：“铜管

焊接工艺需要操作者在火焰烧铜

管的同时进行温度把控，但铜管在

软钎焊的时候钎料有毛细作用，把

控难度很大；钢管煨弯工艺需要把

角度误差控制在 1 度以内，但不锈

钢材质硬，会有很大的回弹量。”

因此，每个操作都需要他无数

次的重复训练，付出常人无法想象

的辛苦和努力。通过训练，杨应政

在技能训练队中脱颖而出。

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

在参加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

五进二的选拔比赛中出现失误，无

缘进入下一轮的国家集训队。但他

没有放弃，当被告知有机会冲击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时，他毫不犹豫

决定再试身手。

备战的日子，十分辛苦。“尤其

是看到周边同学朋友丰富多彩的

生活，而自己每天在训练场地里默

默地付出，会有失落感。但是拿到

一定的成绩后，确实也是对自己长

时间努力的回应。”杨应政说。之

后，他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

曾经杭州有一家企业想高薪聘

请杨应政，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在母

校任教。“我更希望回学校接触最前

沿的技术，将自己的技能和参加比

赛的心得经验传递给学生。”杨应政

这样给自己定位。如今，杨应政每天

工作忙碌而充实，除了在安吉技师

学院为学生授课，他还在校内的世

界技能大赛“管道与制暖”项目国家

集训基地指导学生训练。

“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非常迅

速。”杨应政说，“通过我自身这个

例子，也改变了周围很多人对于职

业教育的看法，毕竟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 （据新华社报道）

“终于没有辜负大家，也没有

辜负自己！”面对记者，23岁的申梓

煜感慨道。

在去年 12 月落幕的第四届全

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决

赛中，申梓煜与大他10岁的搭档许

化龙，连续 5 个小时零失误完成比

赛，最终拿下了精密模具智能制造

系统应用技术项目冠军。这也让入

职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挖

掘机械事业部不到两年的申梓煜

和搭档许化龙一举获得“全国技术

能手”荣誉称号。

光环背后是努力不懈的日常。

两位年轻人，操作工与工艺师的组

合，正是徐工新时代“数字工匠”大

军的代表。

2020年，申梓煜从江苏安全技

术职业学院毕业进入徐工，成为数

控加工中心的一名操作工。学生时

期就被老师同学称为“小工匠”的

他，走上岗位第一天就暗下决心：

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他刻苦钻

研，积极提出改进建议，主动解决

技术难题，很快脱颖而出。

在经过车间渐进式岗位培训

后，公司将他纳入高技能人才第三

梯队，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看到拥有“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的老师傅们始

终保持着勇攀高峰的劲头和奋进拼

搏的热情，申梓煜暗下决心：“一定要

像他们一样严格、踏实、上进、创新，

在岗位中发挥关键核心作用！”

“产品形状越复杂，加工精度

越高，难度系数越大。”深知“数控”

是一门精度极高的技术活儿的申

梓煜，如今不仅能操作车间内所有

的立式、卧式、数控双面镗铣加工

中心设备，还熟练掌握程序理论、

设备原理，不断精进操作技能，提

升操作精确度。

不是科班出身的许化龙的成

长，得益于公司大力推进“智造

4.0”工厂建设，他不断钻研，设计出

了集压力监控预警、自动测量找正

等功能于一体的自动化工艺装备。

同时，许化龙带领团队顺应数字化

发展需求，研发出反变形控制“波

浪铣”加工工艺、设计专用偏心反

铣刀具、改进工艺装备 20 余套，申

报了 6 项专利，获得 2020 年徐工

“先进个人”称号。

当下，智能制造呼唤“数字工

匠”，呼唤“四两拨千斤”的数字技

能与“千万锤成一器”的工匠精神

融于一体。随着 5G、人工智能、数

字孪生、大数据集成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成熟及应用，徐工正在实现

生产少人化、自动化和柔性化的精

益绿色高端智造。

“我们不是传统的工人，也不是

科学家，而是数字时代的先行者。”申

梓煜与许化龙认为，要通过数字化技

术和团队协作，不断促进传统工业与

互联网融合创新，涵养出既精通本行

业专业技能，又掌握数字技能的“数

字工匠”和新型卓越工程师。

他们意气风发，又清醒自信。

“冠军只是人生中一项荣誉，徐工

的智能制造才是我更广阔的舞

台。”许化龙说。申梓煜则表示：“随

着智能制造的不断升级，作为一线

工人，我要不断提升自己，帮助更

多人提高技能水平，为企业发展贡

献智慧力量。”

（据新华社报道）

杨应政：一个90后“全国技术能手”

“我们是数字时代智能制造的先行者”

·我们的新时代

4月12日，在安吉技师学院的教学车间里，杨应政正在进

行铜管焊接工艺的操作。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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