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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张国强———

琢磨22年成就的高级技师
本报记者 郝文杰

张国强是传统的车床工，把一块块沉重的钢铁
变成一件件精细的金属配件。他的工作是沉重、劳累
的，粗糙的双手下一件件钢铁家伙却听话似的被打
造得分毫不差。与钢铁打了25年交道，他成为东营区
的高级技师，而今，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 技师学
院的签约教授。

误差>>

不及头发粗细的1/4

张国强所在的车间，被分为了
几个功能区域，几台车床摆在车间
南边。张国强正在操作车床，他告
诉记者，车间工种中技术含量最高
的就是车工，“车工是车床之母”。

车工的工作很辛苦，每天所有
的操作都要站立着进行。“整天和
钢铁打交道，这个活儿没有体力干
不了。”张国强告诉记者，车床工都
是男的在干，因为太累了。车床工
的辛苦不只是体现在体力上，更体
现在它对精度的要求。他们加工的
很多零件都是抽油机上的关键部
件，需要高精度、高技术。“精度要
求精确到什么程度？”记者问。

“误差不超过2-3个丝。”
“2-3个丝，丝又是一个什么样

的概念呢？”
“一个丝是0 . 01毫米。打个比

方吧，一根头发丝约粗8个丝。我们
加工的误差不能超过2-3个丝，也
就是一根头发粗细的四分之一吧。
误差多了，就成了废品。”

听完张国强的介绍，记者对这
个双手粗糙的车工不得不重新认

识。他对车床的操作，全部是双手
进行，这得需要怎样的心灵手巧！

成长>>

22年磨练终铸一剑

张国强1987年从技校毕业后
分配到胜利油田工程机械总厂，成
为一名车工。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时
候，他也彷徨过。车工工作又脏又
累，技术要求高，待遇还不高。但他
没有放弃和逃离，而是坚持了下
来，从一点一滴中琢磨技巧。

“三分技术七分刀”这是车工
中流传着的一句老话。一个车床可
使用的车床刀就有20多种，每一种
都有不同的功用和操作方法。而这
些，单凭师傅教授掌握不了的。只
能在长时间的实践中掌握，做到心
中有数、手里有数。

能熟练操作机床只是车床工
基本技能的一部分，张国强除了制
图，对热处理也比较在行。这些都
是一个车工必须具备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在
全厂的技术比赛中，张国强获得了
车工第一名。他的努力第一次在全
厂职工面前被认可。1999年，张国
强被评为高级技工，第二年，又被

评为技师。2009年，张国强被评为
高级技师，被东营区评为首席技
师。从一个学徒工到高级技师，他
用了22年时间。

心愿>>

手把手传授技术

前不久，张国强被东营市技师
学院聘为首批签约教授。虽然，他
还没去上课，但他已经开始琢磨着
怎么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年轻人。

“技师学院的这种方式很好。
让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
生产一线的工人，同时把生产一线
的技术人才引入课堂，把技术、经
验传授给他们。”张国强打算，除了
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更重要的
是把他们引入到车间里来。让他们
在车间里近距离接触到车床，实际
操作车床，手把手地教学生技术。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到
车间工作，尤其像车床工这种又脏
又累的工作。”张国强告诉记者，自
己这么多年来摸索、总结的经验对
车工的成长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想
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那些想学习、
肯学习的年轻人，“让咱们的手艺
一代代传下去，越传越好”。 26日，张国强在车间操作机床。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张国强向记者展示自己发明的228曲柄销装配工装。 本
报记者 任小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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