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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床床上上不不差差毫毫厘厘两两学学子子夺夺““国国字字头头””桂桂冠冠

666小小小时时时打打打磨磨磨出出出444个个个“““金金金属属属陀陀陀螺螺螺”””
精精精度度度堪堪堪比比比头头头发发发丝丝丝
文/图 本报记者 马辉

“别出错，小心，小心……”1日，在
学校的机床前，孔令宝和朱恒康像往常
一样训练着，年轻的脸上写满沉稳。而
在一个多月前的天津，两人站在“国字
头”技能大赛的比赛场上时，两人却紧
张得无以复加。

比赛要持续6个小时，而刚刚开始
不到5分钟，两人身上的衣服已被汗水
浸湿。这个比赛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孔令宝和朱恒康参加的则是数控机
床的比赛。回想当时的情景，孔令宝感

叹，虽然在学校时整天训练，老师也设
定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在赛场上看
到那4个样件的模型，自己立刻紧张了
起来。

比赛一共需打磨出四个配件，用机
床将一个金属圆柱体打磨成带有螺纹
的配件，整个比赛时间为6小时，精度要
求特别高。“通俗点讲，就是要将误差控
制得比头发丝还要精细。加上机床有震
动，稍一疏忽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这就
要求选手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还要尽

量提速。”于复瑞说。
“四个配件都不一样，最难的是

一个断续件，螺纹非常不规则，还要
求两个配件必须能够彼此相扣。6个
小时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之后脑子里
面一片空白。”朱恒康告诉记者，其实
比赛结束后，他感觉并不满意，但当
比赛成绩公布出来时，两个人立刻被
那股狂喜和意外击昏——— 他们成功
从72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此项比
赛的一等奖。

“通通层层选拔才获得了参赛资格，而之
前要经过全校、全市、全省的选拔赛，其间有数
千人一同竞争，可谓是千里挑一。”山推职工中
专党支部书记陈奇虹告诉记者，孔令宝和朱
恒康单是获得比赛资格，就非常不容易。

孔令宝和朱恒康一个来自曲阜市，
一个来自任城区，初中毕业后进入山推
职工中专学习数控机床操作。“听别人
说这个专业好就业，就报了这个专业。”

孔令宝说，对机床从陌生到熟知，他们
俩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去年7月，通过校级技能竞赛，孔令
宝和朱恒康互不相让，成为数控机床操
作的高手，并从此踏上了竞赛的备战之
路。备战是枯燥而辛苦的，两人只要睁
开眼，洗刷、早餐过后就直奔机床，开始
反复的训练。“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
大都在机床旁。”朱恒康笑着说。

“夏天机床散发热气，车间里的风
扇，吹出的风都是热的。冬天机床的手
柄冰凉，为了不影响精度，也不能带手
套。”孔令宝和朱恒康的艰辛没有白费，
交出的答卷让人十分欣慰。今年3月，两
人在济宁市中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
双双获得一等奖，4月，两人在山东省职
业院校技能竞赛再次双双夺魁，获得代
表山东省出战国字号大赛的资格。

自从获得了全国大赛
的一等奖，两人的名气越来
越大，一些机械制造企业还
专门到学校来打听两人的
就业去向。“像他俩的技术，
别看年纪轻轻，已经是国内
这一领域的操作高手了。”
山推职工中专校长郑龙明
告诉记者。

郑龙明告诉记者，朱恒康
和孔令宝曾在山推股份传动
事业部实习，没干几天就已经
能单独顶岗了，而且操作的熟
练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老技
工。现在二人已经获得了高级
工资格，而在正常情况下，起
码要步入工作岗位满三年才
能获得这一资格。

“工厂的负责人在实习
时就相中他俩了，济宁有很
多机械制造企业，我们学校
的毕业生一向很抢手。”郑
龙明说，特别是这种经过实

践和理论学习的学生，步入
岗位便能胜任，这是最吸引
用工单位的一个因素。近年
来，山推职业中专作为一所
专门的技工学校，为济宁打
造千亿级装备制造业输送
大量技术人才，众多机械制
造企业都活跃着该校学生
的身影。

对于未来，两个人的想
法非常朴实。孔令宝说，有
了这个一技之长，心里很踏
实，这几年没白学，他希望
能通过自己的技术，造出更
多精细的配件，让它们在各
种机械上发光发热。而不善
言谈的朱恒康则说，虽然这
个工作有些枯燥，也默默无
闻，但是能成为行业里面的
佼佼者，自己非常自豪。而
技术领域不进则退，所以还
要继续努力，用机床，奏出
最美的乐章。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训练

愿用机床，奏出最美乐章
“百般刁难”下的杰作

孔令宝(左)和朱恒康(右)经常会在机床旁切磋技艺。

两个不到20岁的毛头小伙，执着于机床上的毫厘之差，
他们用工作服上的层层汗碱，换来了“国字头”技能大赛一
等奖的奖杯，也因此站在了这一行业的顶端。就读于山推
职工中专的学生朱恒康和孔令宝，用艰辛和努力，令自己
蓝色的衣领更显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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