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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心怀“大国工匠”梦，坚守机床装配行业三十载
全国技术能手徐新武：“我要把学生们都培养成高技能人才”

学院里的客座教授
要让学生领会工匠精神

9月8日，和大多数院校一
样，位于兖州区的济宁工业技师
学院也迎来了新学年。在这座红
墙绿树包裹的校园里，一大早伴
随着悠扬的乐声，心怀“大国工
匠”梦的青年们，身穿着统一的
校服走向各自的教室，开始新一
天的追梦之路。

在教学楼的一间实训教室
里，20多名学生正在跟随着他们
的老师徐新武，手拿刮刀练习着

“刮研”这项“手艺活”。课程一开
始，当大家得知今天要学的，是
用刮刀把面前的实训工件表面
一点点铲刮到要求的接触精度
和光洁度时，有好奇的学生忍不
住举手提问说：“现在科技这么
发达，零件表面想要什么尺寸什
么样式机床都能加工，为啥还用
人力？”

对于这样的疑问，在机床行
业已经摸爬滚打了30年的徐新
武微微一笑，回答说：“刮研是利

用刮刀、基准表面、测量工具和
显示剂，以手工操作的方式，边
研点边测量，边刮研加工，使工
件达到工艺上规定的尺寸、几何
形状、表面粗造度和密合性等要
求的一项精加工工序，它不受场
地和环境限制，且加工热量可忽
略不计，在日本、德国、瑞士等机
床技术十分发达的国家，刮研仍
然是许多工匠至今所保留和传
承的一项技艺。他们被行内人称
为铲刮师，和木雕、绘画类同，至
今被誉为金属表面雕刻师”。他
还给大家解释说：“即便在科技
如此发达的今天，一些精密机床
中非常重要的的接触面，如果要
达到要求的接触精度和密合性，
仍需要技艺精湛的铲刮师用刮
刀一点点修刮出来，这不是科技
所能取代的，这是作为一名工匠
必须要掌握的”。

“这项技能学生们要想基本
掌握，至少需要练一个星期，接
下来等着他们的还有打孔、攻
丝、绞削等等十几项基本功技能
训练”。下课后，徐新武步履匆匆
的准备赶往另一间教室。这个学

年，他每周有五天的时间要在学
院里授课，甚至说每天的上午下
午都排着课，课程安排比很多正
式的教师都要密集。

而之所以是“非正式”，是因
为他的真正身份其实是山东蒂
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总培训师。得益于济宁市成立了
技工教育集团，集团建立了校企
专家的“双向互派”机制，企业技
能专家可以直接参与技工院校
教学，这样学生在学校就能掌握
企业一线先进实用技术。所以他
才摇身一变，成为了工业技师学
院定向培训班的一名“老师”。

公司创始人“三顾茅庐”
他被企业的诚心所打动

放学后，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跟随徐新武走进了山东
蒂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这家位
于兖州区的企业以生产机床起
家，虽然成立至今只有短短十余
年历史，但公司的几样拳头产品
已经在国内外精密机床市场站
稳了脚跟，甚至被徐新武称为

“镇企之宝”的五轴桥式龙门加
工中心，其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
前列。

“我是2013年来兖州的，在
此之前一直服务于陕西的一家
老牌国企。”老家在陕西汉中的
徐新武回忆说，虽然这家国企曾
经在国内机床行业风光无限，但
因为后期的经营不善和盲目扩
张，导致企业逐渐走向衰落，“我
来兖州之前，企业已经很久没有
开工了。”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
同行纷纷通过猎头公司来挖掘
公司的骨干，已有20余年从业经
验的徐新武先后收到了十余家
公司的橄榄枝，其中不乏一些行
业内的龙头企业。

问及为什么会选择当时刚刚
成立5年的蒂德公司，徐新武会心
一笑。当时，公司创始人前后三次
到陕西游说他，邀请他到济宁、到
兖州去看一看。最让我感动的是，
最后一次他说“蒂德精机可以给
你提供宽广的平台，你尽可施展
你的理想和才华，另外，同样是给
国家工业作贡献，在哪干不是一
样”。老板的真诚打动了我，而且
我有个亲戚就是山东人，平时两
家来往走动，让我对山东的印象
很好，感觉那里的人实诚、勤奋、
好客。

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当时才
40出头，正是想要大干一番的徐
新武而言，这家刚刚成立不久却

充满激情的年轻企业，或许能够
实现他对精密机床所怀揣的抱
负。于是，他和公司创始人一拍
即合，举家搬到了远在千里之外
的山东济宁。只不过，过来之后
才意识到这家公司的“年轻”程
度，“当时公司员工平均年龄也
就25岁左右，不要说精密机床，
很多员工甚至对普通机床都还
不甚了解。”看到这种局面，反倒
激发了徐新武的“干劲”，他决定
把自己20多年的从业经验毫无
保留的教授给大家，让这家企业
尽快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带领技术团队坚持改革创新

起初，徐新武的工作重心就
在公司的研发中心和车间里。当
时，为了能够迎头赶上德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公司积极
主动与这些在精密机床领域技
术领先的国家进行合作，先后与
多家世界级龙头企业共同研发
新产品，这让公司确实少走了许
多弯路，研发团队也快速成长，
产品也迅速打开了国内市场。

“但一些核心技术仍然掌握
在人家手里，在合作的过程中，
他们都会有所保留。”徐新武介
绍，2017年，公司与德国一家著
名企业成功研发了重型五轴桥
式龙门加工中心后，对方派了一
名技工带着图纸过来，像“挤牙
膏”一样一点点的指导公司研发
人员进行组装，“我们不仅要负
责这名技工的吃住行，而且一天
的劳务费就高达万元，每逢节假
日还要飞回德国过节。”大家“掐
指一算”，照这个进度要想把五
轴桥式龙门加工中心造出来足
足需要一年的时间。

时间就是市场、就是金钱。
在得到了公司的支持后，徐新武
决定自己动手。他带领公司的4
名年轻员工不分昼夜，克服重重
技术难关及与德方语言交流的
障碍，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圆满
完成了加工中心的试制工作，并
很快成功投放市场。现如今，这
件巨无霸级的精密机床已经成
为了公司的“镇企之宝”，可以加
工航空航天及船舶所需要的精
密金属构件。2018年4月，公司如
期参加中国国际机床展，这件产
品也获得了中国数控行业最高
奖“春燕奖”。

在济宁的这8年，徐新武坚
持改革创新，参与制作了镗铣床
主轴箱试车观察大盖、高压碟簧

压缩器、齿轮箱试车台、轴承清
洗机等工装制作和改制项目40
余项，提出合理化建议60余项，
开展重点技术攻关50余项，完成
国家专利15项(其中4项发明专
利)，并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有力地促进了公司的生产技
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升。多年
来，其装配和指导装配的机床不
但数量一直名列公司的前茅，且
常年机床一次交检合格率均在
99%以上。

希望高技能人才本土化
成立工作室发挥“传、帮、带”

时至今日，已经从事机床装
配工作30年的徐新武，凭借着精
湛的技术，已然成为了精密机床
装配的技术达人。今年6月，还被
评为了第十五届全国技术能手。
但身披无数荣誉的同时，徐新武
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困境。

“机械加工行业一直是济宁
的优势产业，这几年政府给的政
策非常好，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也
很大，整个行业都迸发出了强有
力的后劲。”但他也坦言，在行业
迅猛发展的同时，却也面临着人
才不足的窘境，“虽然有各种各
样的好政策，但对于许多年轻的
技能人才而言，北上广深这些大
城市深似乎更有吸引力。”

所以，为了给企业培养更多
更优秀的高技能人才，最重要的
是能够实现高技能人才“本土
化”，他积极参与公司和济宁工业
技师学院合作开办定向班培训，
被聘为学院的客座教授，几乎把
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教学上，“这
些学生大部分家就在本地，我把
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让他们
一毕业就能进企业成为技能人
才，踏踏实实的在家门口实现‘大
国工匠’梦，何乐而不为？”

每当说起这些，徐新武都会
心满意足的笑一笑。四年来，他为
公司培养出4个装配钳工定向班，
带出了近80名高级工。2019年，他
又承担了公司新型学徒制的培养
任务。在公司里，大家经常会开玩
笑说，现如今公司里的技术骨干
几乎都是徐新武的徒弟。而他自
己对此也非常欣慰，“现在我们公
司能自己进行设计、研发和生产，
摆脱了对欧美日发达地区、国家
的技术依赖，在全国多个一二线
城市也建立了研发中心。”他说，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济宁这座城
市一定会在机械加工行业里占据
无可撼动的位置。

在位于兖州区的山东蒂德
精密机床有限公司，有着首席
技师、总培训师称号的徐新武，
可以说是“技术大咖”一样的存
在。从事机床装配30余年的他，
于今年6月份获评了第十五届
全国技术能手。这个老家在汉
中的陕西汉子，把兖州当做了
自己的第二故乡，正努力把自
己30年的技术经验，毫无保留
的传授给身边的每个人。

徐新武(居中者)正在教室里手把手地教学生。

徐新武获颁“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除了授课之外，徐新武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机床设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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