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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浙江诚创精密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声隆隆，高
精度数控加工设备一字排开，圆滚
滚的轴承套圈产品从自动生产线上
鱼贯而出。

记者见到陈金福时，他正在自
动生产机器旁手握钳子，探下身子
修理一台停止运转的设备。眼前的
他，皮肤黝黑，一身蓝色工作服，手
上挽着袖套。

从木耳地到上市公司，从农民
到技术“大咖”，他在小而精的轴承
套圈世界里，找寻到了自己的热爱，

“打磨”出了精彩的人生。

沉迷机械的“跨界农民”

“油泵开，主轴开，入料口满⋯⋯”
机器正常启动后，红灯转为绿灯，各
类设备运转参数一目了然，一个个
光滑锃亮的圆环套圈沿着料道缓缓
弹出。

“别看套圈个头很小，但汽车、
家电、农机、办公设备、精密机床等
设备正常运行，都离不开它！”陈金
福接过从料道口滑出的轴承产品
说道，“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是 80 微
米，像这款 EPT 高端轴承套圈产
品，它的套圈内径、卡簧槽、外径、
倒角的精度，要精确到 30 微米以
内，连头发丝的半径都不到。”说
完，晕黄的灯光下，他手持着还热
乎的套圈产品，用放大镜观测光滑
度等细节。

1979 年 出 生 的 陈 金 福 ，是 生
产车间的“一把好手”。然而，作为
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子弟，
他初中毕业后，一脚踩进的，是木
耳地。

23 岁那年，他离开生活多年的
云和县崇头镇，背上行囊，钻进湖
南桂东县的大山，和亲戚在山沟沟
里种起黑木耳。连绵的大山里，陪
伴他的，除了满山的木耳，还有为

木 耳 地 供 能 的 柴 油 机 和 发 电 机 。
这两台大机器，总隔三差五出“毛
病”。从小对机械感兴趣的他，一
次次用蛇皮袋扛着机器下山送检，
还 跟 着 老 师 傅 学 会 了 组 装 技 艺 。
随后，他便自个倒腾修理设备。拆
装机械，渐渐成了他在深山里的最
大乐趣。

种植木耳5年后，他回乡做起了
电焊工，在电光火花中苦学焊接技
能，还考取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后
因割舍不下机械爱好，他入职浙江
诚创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了
一名车间的普通技工。

“陈金福聪明肯学，工作又卖
力。2016 年，县政府联合我们企业

培养一批技师人才，他主动报名，成
了首批学员，白天他在车间干活，晚
上在实训基地学习，本上写下了密
密麻麻的笔记，顺利考取了高级车
工证。”该公司董事长徐华高说道，
公司 185 个员工当中，高级技能人
才，陈金福数头一个。

“泡”在车间的攻关者

在生产车间的 30 条轴承套圈
车削自动线上，一台台连线设备高
效运作，车内孔、沟道、密封槽、倒
角 等 环 节 全 都 缩 减 为 一 道 工 序 。
该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潘 伟 东 说 ，“ 以
前，一名车间工人只能看管一两台

设备，现在，这个数字增加到 8 台
以上——这得益于陈金福带领技
术团队研发的第一套高精密连线
套圈生产设备。”

相 较 于 以 往 的 单 机 设 备 ，这
套 连 线 设 备 具 有 效 率 高、质 量 稳
等特点。可云和没有该技术的应
用 先 例 ，调 试机器成了公司发展
路上的“拦路虎”。加上公司 80％
的员工是下山转移农民，研发力量
成了公司最为紧缺的资源。为了
攻克难关，公司四处“求医问药”。
公司请了四个大学生没有攻克下
来，又请了 有 多 年 经 验 的 老 师 傅
过来，也没能成功，只能把目光投
向自己的员工。

可很快，报名参加攻关的员工
屡屡碰壁，大多泄了气。唯独陈金
福还在坚持。时间短任务重，陈金
福挤出时间，天天“泡”在车间加班
加点试验，一台台机器去调整，一个
个细节去尝试⋯⋯

有人说，老陈“着了魔”。吃饭
时，他边嚼着饭菜边思忖着技术难
题；会议时，他在低头冥思；深夜，车
间的灯都还亮着，他独自一人对着
机器调试。经过 180 多天、数百次
试验后，他破解了夹具装夹精度偏

差等难题，该公司的第一套高精密
连线套圈生产设备投入生产，压在
陈金福心里半年的大石头落了地。

“公司由此研发的‘零缺陷精密
轴承套圈技术创新’项目通过省级
技术创新项目验收，取代了机群式
分散加工模式，让企业生产线减少
四分之三人员，单位产品材料消耗
量减少 10.5％，优质品率从 75％提
高到 98.5％，高端产品占比从 10％
提高到 85％以上。”潘伟东告诉我
们，有了这个核心技术和竞争力，公
司成了 SKF、NSK 和舍弗勒公司等
世界一流轴承公司供货的套圈生产
企业。

手把手教学的“陈师傅”

这段时间，陈金福新研发出的
一款薄壁轴承套圈产品在加紧生
产，正以每月 50 多万套的数量出口
韩国。

“机器液压要控制到 0.7 公斤、
夹具要调整好！”在生产线上，他时
常提醒工作人员注意细节。原来，
这款产品通体较薄，手轻轻一捏就
会变形，次品率极高，一旦出现误
差，将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为此，

他花大半个月琢磨机器液压大小、
夹具间距等问题。

就这样一个小产品，从开发到
生产，再通过客户的严格验证，足足
花了大半年。

“我一个人会技术，只能做两条
生产线。我带着大伙一起干，才能
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陈金福在
心里盘算良久，最后决定手把手传
帮带，将自己多年创新的心得和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身边的技术
工人。

如今，他成了大家口中的“陈师
傅”，他所带的徒弟，大多成了高精
密度车间的熟练工。

37岁的雷法成是高精密度车间
的一名技术工人，也是陈金福带的
徒弟，一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他就会
叫“师傅”，陈金福会第一时间抽时
间为徒弟答疑解惑。

厂房里机器声嘈杂如雷，陈金
福边上手调试拖板，边扯着嗓子为
徒弟雷成法讲解技法，一旁的小伙
子凑近认真听，不忘照着样子学。

“师傅从做产品开始教起，机器开
停、组装拆卸、刀片打磨各个环节
都是手把手地教，非常耐心。”雷成
法说。

该公司高技能人才有5位，稍低
梯队成员有 30 人，不少是跟着陈金
福 学 起 来 的 。 为 培 育 更 多“ 陈 金
福”，公司长年如一日地坚持组织开
展新工艺技术研发活动，开展传帮
带，并和县人社部门、县职校合作，
对员工进行培训提升。通过技术创
新，公司年产值从原先的 1000 万元
提升至 1.5 亿元，成了云和首家在新
三板成功挂牌上市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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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12套设备的“就位”，
台州市星标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标交通”）创始人曹星星离目
标——给台州所有中小学附近、没有
红绿灯的斑马线道口，免费装上行人
过街辅助系统，又迈进了一步。

这套行人过街辅助系统看似简
单，仅是立桩、警示牌、LED 灯的组
合，但其背后的技术含量可不低。

2017 年创业至今，曹星星的工
作，围绕一盏“灯”，不断研发、点亮、
再研发、再点亮⋯⋯如此循环往复，
看起来单调又枯燥，但这就是让他
痴迷的事业——生产让道路交通更
安全的灯。

一盏为安全而亮的灯灯
1986年出生的曹星星是台州路

桥人。2017 年经历的一次交通事
故，让他萌发了创业念头。随着城
市文明的提升、交通规则的规范，礼
让斑马线成为常态。但就是这一

“礼让”的背后，出现了新的交通问
题。曹星星向记者回忆——当时，
自己正在开车，位于前方出租车的
右边，还有一辆车，两车几乎并行。
经过斑马线时，视线被右车挡住的
出租车司机，并未在第一时间看见
过马路的行人，又因没有提前减速
踩了急刹，他猝不及防，与出租车追
了尾。

“在英国，有不少会‘亮’的斑马
线。当人走过，便有警示灯亮起，有
助于避免这种‘鬼窜头’事故。”曹星
星的脑中产生想法——智能斑马线
能否在国内落地？于是，一个关于
灯的创业念头，就此发芽，曹星星创
立的星标交通，成了全国首批智能
道路交通安全辅助系统的“吃螃蟹
者”。

对于灯，曹星星并不陌生，他的
父亲便是一名专做节能灯生意的商
人。“公司的起步很顺利，都不用重
新招工人、买设备，少了很多基础性
工作。”曹星星说。

星标交通的第一条智能斑马
线 ——斑马线旁的立桩、警示牌、
LED 灯，再加上斑马线两侧的 40 枚
地埋式道钉，同年便在路桥朱家村

落了地。
朱 家 村 有 一 段 1.5 公 里 的 公

路，因路面呈坡道，夜间通行于此
的车辆常因刹车不及时，发生交通
事故。自 2017 年安装智能斑马线
后，此地交通事故数量骤降。“在环
境昏暗、事故高发的农村路段，这
个系统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曹
星星说。

在这套智能斑马线中，道钉的
维护最为麻烦。曹星星告诉记者，
道钉坏了一个，就会暗一排，要对全
排进行拆卸检测后，才知道哪一个
是“罪魁祸首”。对此，他突发奇想：

“为何不让道钉彼此独立？”但就是
这一看似简单的研发，曹星星“砸”
了几百万元。

“最后是在供电电压上做了点
小‘文章’，现在，这项技术正在申请
专利。”他习惯性地抓了抓头发，笑
着说，“虽然我不是敲代码的那一
个，但是，当时和团队为攻克技术难
点，一起抓‘发’挠腮是日常。”

一盏为公益而装的灯灯
傍晚，路桥区螺洋小学门口，系

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们列队站好、等
候在斑马线前，志愿者按下一旁立
桩上的按钮，一个由 LED 灯组成的

大大的“让”字闪起红光，提醒过往
的车辆，提前减速停车、礼让行人。

这就是曹星星免费加装的行人
过街辅助系统。

2021 年，曹星星找到台州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局，给自己找了个“大
单”，启动交通安全公益项目，给台
州所有中小学附近、没有红绿灯的
斑马线道口，免费装上行人过街辅
助系统。

“这个想法几年前就有了。”曹
星星说，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的路口
是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但学校
附近的人行道，很多并未装有红绿
灯，仅在地上用黄色油漆画出菱形
安全地带。

“必须在这些地方都装上交通

警 示 灯 ，为 安 全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保
障。”在曹星星看来，这份工作就像
打补丁一样，“用灯照亮道路交通的
暗处，为城市交通安全的漏洞打好

‘补丁’。”
“这套系统，作为礼让斑马线的

辅助手段，效果很显著。”台州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局秩序大队大队长许昌
友对行人过街辅助系统赞不绝口。

至今，星标交通已经在 25 所小
学附近安装了这一系统。“今年，我
们已经超额完成捐赠。”现在很多学
校看见这一智能系统后，都在向交
管部门申请，超额捐赠就成了常态。

一盏灯有可能挽救一个生命，
这是曹星星坚持做这项工作的理
由。

一盏不断提升的灯灯
“每生产一个产品就想着如何

改进，所以，公司一直在上线各种
‘新品’。”曹星星身边的人给他的评
价，都是“这个小伙很会整活”。

虽然需要人为按按钮的过街辅
助系统，能够帮助行人提高警惕、增
加安全意识，但难免会出现行人忘
记按压等情况。

从被动亮灯到主动亮灯，说起
来简单，就是在灯上加装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通过传感器自动识别
穿越斑马线的物体，并向主控制器
发送“亮灯”信号。但从产生想法到
产品落地，曹星星花了整整两年。

如何增加探测的距离、缩短系
统反应的延时？这些智能交通警示
灯制造的关键要素，都需要因地制
宜的硬件设备的不断改进与磨合。
而如何增加识别的有效性，避免把
一个空中飞舞的塑料袋识别成行
人？这又需要软件算法的不断升
级、优化迭代。

“对于我们科技型企业来说，创
新是发展的生命线。”曹星星告诉记
者，“创新，始于细节。”在星标交通
的生产车间，产品的各个细节里都
藏着曹星星与同事们的心思。

一盏灯虽然看似简单，但其中
每个细微的变化，都要经历漫长且
复杂的设计和无数次的试验——比
如镜面究竟设计成什么角度，才能
做到近处看不晃眼的同时，在远处
甚是“夺目”。

在曹星星看来，他的公司从来
不是在简单制造一盏灯，而是为了
看灯的“人”。“我们永远围绕着‘人’
在做事，只有灯亮后‘人’的安全保
障了，我们才能满意。”

近几年，他又将目光看向了事
故多发的隧道。“若是能有一盏灯将
隧道内发生的事况及时告知在隧道
外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就极有可能
避免很多悲剧。”曹星星说。

于是，曹星星带着研发团队在
隧道口一蹲就是一整天。耗时一
年，智能隧道诱导标识应运而生。

这一系统能自动监测隧道内车
辆行驶状况，并通过信号灯颜色的
变化，提醒后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事故的发生。同时，这一信息
还能通过隧道口的 5G 基站，和手机
上的智能导航系统相连，通过大数
据提前告知隧道内发生的事故，避
免交通拥堵，为隧道内安全事故救
援赢得宝贵的时间。

“第一套系统已经在临海的马岙
岭隧道投入试运行。”曹星星说，该项
技术是全国范围内的首次应用。

“让每一次预警产生价值，那个
时候就感觉自己做的事情还是很有
意义的。”面对这一全新的领域，曹
星星摩拳擦掌，“下一步，会向智慧
交通这一‘星辰大海’继续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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