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学习
为自己制定“岗位练兵”计划

李仁壮刚参加工作时，喜欢“打破
砂锅问到底”。半年的学徒期，他三个月
就出徒了。通过学习，技校毕业的李仁
壮一步步从中级工考到高级技师，还
考取了电工、钳工等。20多年的工作中，
光学习笔记他就写了足足一米多高。

李仁壮说，他为自己制定了详细
的“岗位练兵”计划。“我把各道工序
层层拆解，利用工作之余逐一研究，
磨练技艺。”遇到解不开的难题，就向
老师傅请教，与同事交流。

令李仁壮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
11月3日，中国最大推力、新一代长征
五号运载火箭，成功飞向太空。“长征
五号”底座所用螺纹钢，就出自他手。

李仁壮回忆，2016年4月，自己所
在的车间接到任务，需要紧急生产一
批高强度螺纹钢，不仅需要稳定控制
物理性能，还要求螺纹钢外形尺寸在
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更窄范围控
制。“接到任务的那一刻，我心里很清
楚，我要面对的，不仅是攻克一个接
近无解的难题，还要与时间赛跑。”李
仁壮告诉记者。

切分轧制，更窄范围尺寸控制，
意味着操作误差值要比正常情况精
确到几倍甚至几十倍。需要在1000多
度的高温下，把一根极易变形的钢料
轧制的分毫不差。仅仅三个月的时
间，意味着每次操作都要做到准确无
误。李仁壮翻笔记、查资料、问专家，上
万次的反复试验，夜以继日地细心打

磨。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仁壮受套筒扳
手工作原理的启发，找到了隐藏的难
点，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原有工艺
和设备上进行精准改进，生产任务得
以完成。

两项绝技
练到了炉火纯青

李仁壮的眼睛“毒”，能做到辊缝
调整“一眼准”。功夫“牛”，能达到切
分线差调整“一支稳”。辊缝调整的好
坏直接影响成品质量。普通调整工借
助工具还需要反复测量、计算、调整。
李仁壮视线所及就能将误差精确
0 . 1mm范围之内。出钢之前的导卫
调整直接关系到钢材是否能够顺利
通过。别人试车至少两三支钢才能正
常生产，李仁壮从来都是一支通过。
据不完全统计，仅试车一项每年节省
下来的钢材，就足够用于建一座16层
的大楼。

这样的功夫绝不是一天两天练
出来的，李仁壮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
话是：“干就干出个样来”。

李仁壮回忆，刚参加工作时，自
己随身带着三件宝贝：卡尺、手电、笔
记本。“只要穿上工作服，我的三件宝
贝就从不离身。”他介绍，“第一件宝
是一把刻着自己名字的游标卡尺，无
论是成品尺寸测量，还是轧机、导卫
调整我都离不开它，它是产品精度控
制的武器。另一件是一把手电，干轧
钢工作，没有手电就看不清轧槽有没
有缺陷，无法完成各种轧钢作业。还
有一件宝就是笔记本。”

多年来，虽然游标卡尺换了多
把，手电换了多个，笔记本也用了一
本又一本，但李仁壮对轧钢的热爱，
对工作的热情，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苛
求却传承了下来。

提炼出“三精操作法”
积极开展技术攻关

针对岗位点多面广的工作特点，
李仁壮总结提炼出“三精操作法”，坚持
做到“精心安装、精确调整、精准操作”。

为最大限度减少轧废，他总结分
析造成轧废的原因，想方设法避免轧
废。要求线下安装调整导卫和轧机时
不能差一丝一毫，必须做到100%准
确，生产过程中强化巡检监控，提前
预判消除故障隐患。“在大家的努力
下，我们班最高连续四个月无责任
轧废，连续11次实现了‘万吨无轧
废’，四次打破班产纪录，钢材综合
成材率提高0 . 2个百分点，仅此一项
每年可为企业增加收入400万元以
上。”李仁壮说。

面对生产中的困难和瓶颈，李仁
壮利用掌握的知识积极开展技术攻
关，实施小改革、小发明、小创造，累
计有200余项，总结编写的《平立交
替轧机切分轧制操作法》《16规格三
切分轧制操作法》，有效地减少了过
程轧废，每年可为企业降低成本200
余万元。

一路走来，一路艰辛，李仁壮始
终保持初心：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只
要认学、肯干、甘于奉献、精益求精干
好本职工作，就一定能有所建树。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棒材厂李仁壮：

“一眼准”“一支稳”，这个轧钢工人有绝招

提起李仁壮，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棒材厂的
员工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话不多，爱学习、干活认
真”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一名一线工人，
李仁壮在20多年的工作中练就了多项绝活。他的
眼睛“毒”，能做到辊缝调整“一眼准”。功夫“牛”，
能达到切分线差调整“一支稳”。据不完全统计，李
仁壮仅试车一项每年节省下来的钢材，就足够用
于建一座16层的大楼。

买专业书籍自学技术
摆脱外国专家高额维修费

邱峰介绍，上世纪80年代后期，
公司陆续从日本和欧洲进口了很多
加工中心、焊接机器人、激光切割机
等数控设备，从安装、调试到后期的
维修全部都是外国专家做。不仅维修
周期长，费用还很高。

为了弄懂焊接机器人、数控加
工中心、激光切割机的工作原理，邱
峰借了设备的说明书。“打开一看全
是英文，就跟看天书一样，看不懂，
后来利用出差的机会买了本《英汉
科技词典》，对着设备说明书电路图
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查。”经过不断
地学习和实践，邱峰逐渐掌握了数
控系统等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电气原
理和维修。

从那以后，进口加工中心、机器
人出了故障自己就能解决了。邱峰介
绍，外国专家维修设备只是查出坏了
的电路板，通过更换电路板来排除故
障，但换下来的电路板要寄往国外维
修，不仅维修价格高，而且周期长。于
是，他主动学习电路板的维修。

为了学习，邱峰自费购买了很多
专业书籍。“那时候临沂当地买不到，
我就利用出差的机会买，或者让人代
买，还有到邮局去订阅相关的报刊、
杂志，边学边练，通过努力查出来故
障电路板上损坏的集成电路。”

书的问题解决了，购买元件又成
了问题，邱峰出差到了北京，费了不
少周折，买到了器件成功地修复了电

路板。真正摆脱了“洋专家”动辄每小
时数千元的高额维修费。二十多年来
为公司节约近千万的维修费用。

近百项自动化改善项目
为公司节约资金1200余万元

邱峰回忆，2005年，公司整体搬
迁到经济开发区，有二十多台奥地利
IGM焊接机器人、日本东芝数控加
工中心需要搬迁，进口设备精度高、
价格高，有风险。“当时首先考虑让外
国公司派专家来指导搬迁，外国公司
给的报价每台5万美元，合40万人民
币，二十多台设备需要800多万元。”
邱峰告诉记者。

通过多年对进口设备维修、维护
保养中积累的经验，邱峰带领几个同
事主动请战，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制
定了周密的措施和搬迁计划。最终，
通过几个月的努力，自主完成了设备
的搬迁、安装和调试工作，各项性能
指标均达到了设计要求。

2012年，公司成立了以邱峰名
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邱峰
带领工作室成员聚焦生产一线，深
入开展技改攻关和创新研究，累计
完成了“能源与安全监控系统”“电
动拧紧机研发与应用”等近百项自
动化改善项目，为公司节约资金
1200余万元。

传统的机械生产过程中，零部件
需要燃油叉车搬运配送，人工成本
高，尾气污染环境。AGV小车就是装
备有电磁或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能
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安全

保护以及各种移载功能的运输车。邱
峰敏锐地感觉到AGV小车是今后发
展的方向，于是，他提出了自己试制
的想法，在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邱峰带领团队自2013年开始了自动
导航小车AGV研发与应用项目，历
经四代升级，目前，已形成了四大类
2 0余种产品，特别是越野重载式
AGV，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项目已获国家专利10项，并先后
荣获临沂市和山东省职工优秀创新
成果一等奖、中国机械工业优秀创
新成果奖。截至2018年，公司内部累
计投入使用各类AGV小车200余
台，减少叉车80余台、物流人员80余
名，通过AGV调度系统与物料自动
装卸机构的同步设计优化，每年在
叉车、燃油、人员等方面节约近千万
元，生产线边物料同步减少50%，资
金占有率显著降低。

在“传帮带”方面，邱峰带领的40
多人已经成为企业各车间的技术骨
干。多个荣誉丝毫没能改变邱峰的初
心，他对自己的定位依然是一名“普
通工人”。“既是对我的认可和肯定，
更是鼓励和鞭策，是全体产业工人的
集体荣誉。”邱峰说。

临沂临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维修电工邱峰：

立足岗位30年，打破外国专家技术垄断

“我干的都是应该干的，干就要干好。”提起自
己的工作和获得的荣誉，邱峰用这句话来总结。简
单、朴实、谦虚，这是邱峰给记者的直观印象。他是
一名维修电工，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30年。30年
来，邱峰立足岗位，踏实工作，先后获得“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
院特殊津贴”等荣誉称号，也是2019年度齐鲁大工
匠。荣誉背后，是他默默的耕耘付出，为了打破“洋
专家”技术垄断，他刻苦钻研，掌握了高端设备的
原理和维修技术，大幅节约了维修时间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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