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为弘扬工匠精神，展现新时期威海产业工人的新风貌，威海市总工会集中开展了“威海工匠”

评选工作。
这些工匠们有高超精湛的技艺，为企业化忧解难；有敢为人先、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为团队

增添动力；有传承创新的精神，完成着大任担当。
择一事，专一生。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
匠心独运的不仅仅是技艺和业务，还有背后的“匠人筑梦”的精神。
劳动节将至，本报特开辟《威海工匠》专栏，跟随我们的视野，一起来看看我们身边的工匠。

丛建杰：和技术难点“死磕”创建个人创新工作室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要么把事情干好，要么把事情干倒。”丛建杰掷地有声的说。
作为威海仁昌电子有限公司的一名维修工人，丛建杰十几年来的工作态度就是和技术难点“死磕”到底。
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同事眼中的“点子大王”和“改进能手”。

李江玉：守住传统文化 传承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我现在倒贴钱找工人都难找，”46岁的李江玉说。
走进李江玉位于经区的工作室，立马便会被眼前精致的锡镶制品所吸引。
这一件件技术精美、工艺复杂的制品都是由她完全依靠手工制作的。
从当年的锡镶学徒到如今的威海工匠，李江玉用锡镶技艺演奏出了一首传承之歌。通过对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她始终终秉持着匠人精神，缔造匠心品

质———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

眼勤手快小学徒

接下传承的重任

“20多年前，锡镶技术还处
于兴盛期呢，大大小小的锡镶
作坊有二十多家。”李江玉说，
锡镶技艺是威海的百年传统工
艺，自清朝至今已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刚入行时，她跟着自己的
师傅，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
的学习锡镶技艺，由于当时年
纪比较小，加上自己的性格比
较热心肠，她总是在各个锡镶
的程序中忙忙碌碌，有时候帮
别人搭把手，有时候帮别人拿
个件，甚至有时候她还会提出
一点自己的意见，然后也会因
为老师的一句话回家思考半
天。

无心栽柳柳成荫，也正是
因着李江玉这个性格，很快，她
便熟悉了锡镶制作的各个程
序，也为她日后自己下来创业
奠定了基础。

1996年，威海的锡镶产业
开始由盛转衰。由于锡镶的制
作工艺复杂，完全依靠手工制
作。从锡镶的冶炼、锻造，到锡
片的镂雕、镶嵌，再到成品的打
磨、抛光，整个流程全部由手工

制作。老艺人由于身体原因无
法胜任，年轻人也不愿意学习
这项复杂的工艺，这一古老的
制作技术面临失传的尴尬境
地。

无奈之下，李江玉义无反
顾地挑起了传承的众任，自立
门户，坚持做精品锡镶工艺品。

“我对锡镶很有感情，我一
直觉得这门技术不仅仅是一个
迎合市场和大众需求的产品，
也是一门手艺，一种文化，需要
传承和坚守。”李江玉说。

改进手工制作方法

锡镶有技术有文化

在李江玉看来，锡镶工艺
品之所以会衰落，有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那就是从事这个产
业的人随着产业的发展只是单
纯的注重产量而不注重质量，
结果导致整个锡镶产业的滑
坡，不是市场不需要，而是市场
乱了。

“我们给消费者提供的是文
化产品，是有文化内涵的载体，
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品质的基
础之上。”在李江玉的观念中，做
产品，必须每个细节都做到位，
追求精益求精；做企业，不是以
利益导向为根本追求，而是对文
化传承的崇尚和执爱。

在独立创业之后，李江玉
在熟练掌握锡镶技艺的整套工
艺的基础上，还潜心研究各道
工序的技术特点，改进手工制
作手法，提高工人劳动效率。

此外，在模具的制作开发
方面大胆使用新技术，新材料，
2006年、2010年两次取得锡镶模
具的革新成果。

“06年当时接了一个大单，
几千个茶叶罐子，但因为当时
没有胶制的模具，被人嫌弃了，
从那之后，我和工人们改革了
将近半年，最终研究出了胶模
具，工作速率提升了好几倍。”
李江玉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

经过她的不断改进，锡镶
技艺的核心技术提升到一个更
高层次，种类有从单一的茶具
扩展到花瓶、看盘等十几个品
种，从紫砂载体扩展到木器、玉
器、石器等的镶嵌。完成了从草
根到大雅之堂的华丽转身。从
而使锡镶更有生命力，更适合
各种市场的需求。

自掏腰包带徒学艺

作品屡屡获奖

李江玉说，由于锡镶手艺
门槛比较高，因此招来学徒之
后，通常需要学习一段时间，这

个时间的大概需要2-3个月，才
可以掌握。

为了能培养这方面的艺
人，也为了让这门手艺能够传
承下去，她给出的条件都是每
个月给2000元保底的工资，免
费学技艺。

可尽管如此，愿意学艺的
人却并不多，但李江玉一直在
坚持着，十多年来共培养锡镶
技艺人才100多人，其中30多人
在成为技术骨干。

因着她的努力，她设计创
作的金镶玉花瓶在人文奥运第
四届中国礼品暨旅游纪念品大
赛中获得铜奖；锡镶天球花瓶
作为国礼赠送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紫玉金砂》茶具获首届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铜奖；
中国红花瓶作为威海市政府礼
品赠送台北市政府；金镶玉茶
具获国家外观设计专利；《龙泉
青瓷茶具》获国家版权局著作
权登记；《紫砂方元》获中国深
圳文博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
意金奖；六款锡镶精品被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长
期收藏展示；锡嘴壶、红看盘被
台湾中华艺术馆典藏；黄文学
(残疾人)茶具、花瓶获山东省首
届残疾人工艺品美术展两项金
奖；2016年11月，代表威海锡镶
参加山东非遗进澳门活动受到
澳门各界一致好评。

20多次调整改进

为单位省出120万元

“眼前这个机器，刚从韩国
进口来的时候，由于电熔不匹
配，一天就会烧毁3-4个。”丛建
杰说。

去年5月份，当公司将这些

机器买来的时候，对于这个情
况大家一筹莫展，不仅浪费了
金钱，也浪费了时间，这也难住
了丛建杰。

再三考虑之后，丛建杰反
复试验了20多次，将电熔后面
增加了一个线路板，通过这个
线路板的调节，有效的改造了
电熔充放电的问题，电熔再也

没有烧毁过。
这样下来，一台机器一年

就能省20万元，六台机器一年
就能省下120万元，为企业解了
大烦恼。

对于生产中出现的不合格
产品，他也主动参与分析原因。
去年生产的一种产品在市场上
连续出现不合格品，这个产品
在里面有个双金属片，从外面
可能不到，只有用“X”光投影
仪才能发现。刚开始对这种不
良现象，他也是一筹莫展，后来
发现这个金属片可能被磁铁吸
住，如果在压缩的过程中能够
被磁铁吸住不让它偏移，那么
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不良
现象的发生，经过反复的实验，
更换改造设备。这种不良品终
于彻底的杜绝了。

他研制的将通电检测、阻
抗检测、耐电压检测、打印这几
道工序整合到一台机器上作
业，使操作人员由原来的4人减
为1人，产量提高了30%，检测能

力100%；研制的剪PIN机，原来
需要四五十人，现在只用5人，
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改造的
CPA打印机年节约10万元；定
长切断装置年节约42万元。他
还自行设计把CAP打印机由手
动改为自动，效率提高了25%，
解决了CAP打印生产能力瓶颈
的问题。把接点压缩改为自动
化压缩，生产效率提高了10%。

难题热线电话开通

一线工人的智囊库

丛建杰爱动脑筋，善于观
察，善于创新。在大家伙的心中，
他是当之无愧的“难题热线”。

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难
题，只要交给他，总能想出解决
办法。他在车间办公室创建了
以他名字命名的“丛建杰创新
工作室”。

他对公司所有设备了如指
掌，为了提高员工素质和操作
水平，他经常对班组成员进行

设备原理和操作方法培训，细
到对每台设备的保养，每一个
故障点的处理，以及故障点对
机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都给
仔细分析、仔细讲解。

“比如在开关车间，有的工
人反映收口的抓手不仅，有点
晃动，一不留神就可能会被夹
断手指，”丛建杰说，工人一反
应到他这里，他立马找出问题，
做了及时的调整，防患于未然。

此外，他还根据工人反映
的情况，围绕生产经营活动中
的难点问题开展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攻克和解决了多项生
产技术难题。

他查找资料，苦想办法，结
合自学的PLC编程，把繁琐的
人手组装工序改为自动化机械
作业，把温度检查、阻抗值检
查、耐电压检查整合到一台自
动线上，原来四个人繁琐作业
的工序只需一人简单操作就可
以了，产量提高了50%，而且保
证了100%的检测能力。

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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