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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4月29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安徽合
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
范、青年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
国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劳动群
众、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

青年节的祝贺。
习近平强调，知识分子有

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愿意对
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各
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
部要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
题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对来自
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
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

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
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
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
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各级领导干部要善
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
分子的挚友、诤友。

习近平强调，劳动模范是
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
的劳动者。要在全社会大力宣

传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为劳
动模范更好施展才华、展现精
神品格提供全方位支持。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爱护广大劳
动群众，切实把党和国家相关
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支持广大
劳动群众积极就业、大胆创业。
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
权益，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
解难，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习近平指出，广大青年要如
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
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
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注
重在实践中加强磨练、增长本
领。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
当看客，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
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
量，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
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国内第一位高铁列车转向架定位臂研磨工宁允展：

““画画板板””细细如如发发丝丝，，十十年年未未出出次次品品

本报记者 赵波

从事这道工序的
全国不超过10人

宁允展是中国第一位高铁
列车转向架定位臂研磨师，目
前从事该工序的工人全国不
超过10人。1991年，19岁的宁
允展从铁路技校毕业，进入
当时的四方机车车辆厂（中
车四方股份公司前身），从事
自己喜爱的车辆钳工工作，一
干就是25年。

宁允展用通俗的语言给
记 者 解 释 了 他 所 从 事 的 工
艺。如果把高铁列车比作一
位长跑运动员，转向架就是
它的“腿脚”，定位臂作为转
向架上构架与车轮之间的接
触部位，相当于人的“脚踝”。
高 速 动 车 组 在 运 行 时 速 达
200多公里的情况下，定位臂
的接触面要承受相当于二三
十吨的冲击力，按照工艺要
求，必须确保定位臂和车轮
对节点有75%以上的接触面
间隙小于0 . 0 5毫米，否则可
能影响行车安全。

宁允展说，研磨时他的作
业面只有高51mm、宽36mm。
这道工序，不只在中国，全世界
所有高铁生产线上，都要靠手
工研磨。按照国际标准，留给手
工的研磨空间只有0 . 05毫米
左右，也就是相当于一根头发
丝。磨小了，转向架落不下去，
磨大了，价值十几万元的主板
就报废了。宁允展的同事说，宁
允展的绝活正在这里，他可以
像绣花一样，把切口表面这些

隐约的竖线，织成一张纹路细
密、摩擦力超强的网。

“虽然定位臂的加工机床
是进口的，精度比较高，但是这
个部位必须要手工研磨，这样
才能让两个部件贴合得更密
切，其摩擦性能达到最佳。”宁
允展说，到现在，他研磨的转向
架装上了644列高速动车组，这
些列车已经行驶了9亿多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22500圈。

在十年的研磨工作中，宁
允展经手的部件从没有出过一
件次品。

在家建“小工厂”
八小时外反复练习

“为了练习研磨这个活，我
自己制作了练习工装（设计工
艺），自己练习，先研磨再补焊，
再研磨再补焊，如此反复，通过
成百上千次的练习找手感，后
来才找到窍门。”宁允展说，现
在他们班组共有四五个人干研
磨，每天要研磨六台转向架，平

均一台用一个多小时就能完
成。

研磨工艺完全靠手感和对
砂轮机的控制力。为了保证练
习时间，宁允展在家中还建起
了“小车间”，这算是他的秘密

“小工厂”。
“小工厂”建于七八年前，

光工具和设备就有几百件，大
到钻床，小到螺丝，一应俱全。

“当时我就是想自己做点东西，
平时练习时用，比如拿到厂里
的产品后，我会先在家里的‘小
工厂’内练习，试试设计的工艺
好不好用，等摸清楚了才拿到
厂内车间推广。”宁允展说，小
工厂前后投入四五万元。

宁允展的妻子于文燕一度
对丈夫的“工作狂”状态颇有微
词，“我经常说他非得累死不
可，上班八个小时对着机器还
不够，回家还要捣鼓，经常一干
就干到晚上八九点。劝他下班
了就休息休息，可他总说不
累。”

“像我们这种干技术活的
就得多练，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才行。”对于妻子的不解，宁允
展总会给出这样的解释。

不爱当官爱干活
专在一线解决难题

“活要干就要干好。”这是宁
允展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
说，研磨的动作简单枯燥，很多
人都没有这个耐心，禁不住枯燥
单调而离开了这个岗位。

徐泽琨是宁允展的徒弟，
2008年进入四方机车车辆厂
后，一开始从事钳工学习，后来
就被宁允展领进了研磨班组。

在他看来，宁允展和常人不一
样的一点是不愿当官，而是主
动要求留在一线。一开始徒弟
都不理解，“虽然师父说自己
管理能力不行，但他干得其
实不错。”徐泽琨说，师父的
技术非常全面，但是一个班
组3 0多个人，不仅要处理日
常的管理事务，还需要帮助
别人解决一些技术难题，有时
候很难兼顾。

“师父在辞去班长职务时
说，管理能力比我好的有的是，
但是技术比我好的没有，还是
干一线技术能发挥我的作用。”
徐泽琨说，事实证明师父的决
定是对的。

前年实验班的一个老师傅
遇到了“劈开口销”工装的技术
难题，求助宁允展后，他到现场
看了一下，没几天功夫就设计
了一个工装。本来是空间狭窄
很难用工具操作的一个工序，
结果经宁允展设计用手一掰就
能轻松完成。

除了电焊，宁允展还自学了
机加工、电脑绘图等多样技能，
他告诉记者，只有多掌握一些手
艺，才能融会贯通，想出更多解
决难题的好点子。

全面的技能加上好学钻
研的劲头，宁允展主持的课
题频频获得公司优秀攻关课
题和技术革新课题奖项并被
广泛应用，他设计制作的工
装很多用到了现场生产。其
中，“轨道车辆构架空簧孔防
护装置”、“350公里速度等级
克 诺 尔 夹 钳 开 口 销 开 劈 工
具”两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
利。这些发明每年能为公司
节约创效近300万元。

习近平：对知识分子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为为劳劳模模施施展展才才华华提提供供全全方方位位支支持持

■匠心筑梦·“五一”劳动节特别报道

在中国制造的背后，有这
样一群人，他们劳动在第一线，
用双手匠心筑梦，他们的成功
之路不是上名高中、进名大学，
而是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
致，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
和坚守，成为国宝级的顶级技
工，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
人才。正是因为他们，中国制造
才更有底气。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
之际，本报特别推出“匠心筑
梦”系列报道，向这些一线劳模
致敬。

编者按

这个“工种”目前全国
不超过10个人干得了。他
以钢板为“画板”，以研磨
机为“画笔”，每天让“画
笔”游走在0 . 05毫米的范
围内，他就是国内第一位
从事高铁列车转向架定位
臂研磨的工人——— 宁允
展。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
临之际，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在
京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

“全国最美职工”，“大国
工匠”，中车青岛四方机
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钳工
高级技师宁允展名列其
中，全国仅10人获此殊荣。

宁允展在家中的“小

车间”练习技艺。（受访者供

图）

宁允展正在研磨高铁列车转向架的定位臂。（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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