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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兴之江

上午 9 时，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汽配分厂车间内光线明亮、干
净整洁，若干条生产线上，机械臂挥舞
翻转，精准有序地向加工设备投送着物
料。15 秒后，历经一道道自动化工序，
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顺利下线。
几小时后，这些产品将被运往国内外各
大车企，成为车身上不可或缺的重要
零件。

不远处的一台设备旁，分厂副厂长
张方明将脸凑到机器前，紧盯着机械臂
的运动轨迹，侧头观察数据显示屏，不
时在本子上做着记录，直至整套流程准
确做完，方才挪步去往下一台机器。身
着干净的深蓝色工装，张方明神采奕
奕，与印象中汽配车间里灰头土脸的工
人形象完全不同。

就靠这条由张方明设计布局的生
产线，五洲新春去年仅气囊管销售额便
突破两亿元。这些年，五洲新春从一家
单一生产轴承为核心的传统企业，蜕变
为涉足高端装备精密零部件等领域的
集团化企业，离不开张方明这面坚实的

“技术后盾”。

喜欢钻研别人解不开的题

回顾张方明的职业生涯，似乎与企
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谋而合。2005年，
张方明进入五洲新春集团，被安排在设
备最先进的生产线上工作。

五洲新春的生产线自动化程度较
高，更新频率也非常快。在陪伴企业转
型升级的过程中，张方明的心境发生了
微妙的转变，热爱挑战的他不再满足于
按部就班的工作，开始在技术的海洋里
遨游：白天在岗位上钻研电气控制技术
和机电一体化等专业技术，晚上在家自
学大学“工业自动化”课程。与此同时，
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多年，张方明摸索
出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很快，他从一名
默默无闻的维修电工成为一名全能技
术骨干。

这也是公司看中张方明的原因：爱

钻研，爱较真，愿意跳出舒适圈。公司
鼓励他运用所掌握的技术，主持或参
与科技创新项目。张方明大刀阔斧地
对原有设备进行改造升级、降低成本，
逐渐开始崭露头角：全国技术能手、浙
江工匠、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各类荣誉接踵而来。

如果说勤奋是张方明解决问题的
有力“武器”,那创新就是他从普工一路
逆袭成技术大拿的“硬通货”。他自己
常说：设备升级，工厂升级，人也要跟着
一起“升级”。

2016年，五洲新春大力推行转型升
级，引进了一批全新的机器人，代替人
工上下料。看到布满机器人的智能化
成型车间，张方明难掩激动。可由于新
机器的手臂关节转向角度有限，无法根
据实际需求进行转动，导致下一步工序
无法正常展开。比如，机器臂拿起物料
后，无法像人手一样将东西换个方向摆
放好，必须通过人工介入的方式去纠
正，大大影响了生产效率。

“你瞧，我们的人手是可以灵活翻

转的，可是机器臂没有关节，只有固定
的几个活动角度。你想让它帮物料直
接翻个面，它就做不到了。”张方明举
起自己的手臂比划起来，试图向记者
还原当时的复杂状况。张方明平时话
不 多 ，但 讲 起 专 业 话 题 ，却 是 滔 滔
不绝。

好工匠就喜欢钻研别人解不开的
题。在没有可借鉴案例的前提下，张方
明与同事们最终决定给机器手臂打造
一个“人工关节”。张方明直言，这是一
个极其“烧脑”的过程。前期设计出来
的“关节”问题层出不穷，要么无法带动
机器臂，要么就是转向不灵活。

没有捷径，只能用反复实验的笨办
法。在制作了 10 余个“关节”模型以及
无数次修改后，张方明最终设计出了全
新的转体设备。这套看似简单的机械
结构，却能顺畅地带动机器人移动，让
机械手在具体工作中“指哪打哪”变为
了可能。

将想法转化成实物的过程有多煎
熬，享受到的智能化成果就有多“香”。

顺利运转后，车间效率也随之提升，原
来一个工人能管两台设备，如今一个工
人能管12台设备，公司也成功实现了机
器换人的目标。

磨练不是为了手心长茧

“机械臂转动有障碍，我们搞不定
了！”“喊张工来帮忙。”

“数据有波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
问题？”“快找张工去看看！”

在厂里，同事遇到搞不定的问题，
只要让张方明在“带病”的机床旁一站，
静观几分钟，一丝一毫的故障都能被他
准确“揪出来”。

张方明把厂里的设备几乎当成了自
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有时机器出了故
障，他都能“闻”出来是什么问题。“机电设
备出现各类故障，会出现不同的气味，包
括各类焦味或油味等。”他说，这是与机床
打了20多年交道练就的基本功。

几年前，一场原本需要10多万元的
维修，因为张方明的“轴劲”，没花一分

钱就解决了。
当时，公司一台价值3000多万元的

进口高速镦锻机床突然出现意外状况，
导致废品率成倍增加。这意味着整个
生产计划都要受影响，张方明被紧急召
到机床旁“问诊”。

这台机床正常工作了 4 年，从没出
过问题。张方明摸排后发现，电机运行
正常。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如果搞
不定，就得请国外专家，要花一大笔钱
不说，时间也耗不起。张方明与机械师
一起一头扎进机床，一个零件一个元
件，边审视边排查。最终发现是一个按
钮的螺丝松了。找到症结，用手拧紧
后，机床恢复了正常工作。

投身一线30余年，张方明对工匠精
神有自己的解读：长年累月的坚持和磨
练，不是为了让手心长出茧，而是为了
增见识、长水平。

还有一次，公司为了追求精益生
产，要求车间在三个月内，将传统生产
模式改成一线流的新模式。

在外行人看来，调整产线只要把机
器从这一处挪到那一处，没啥技术含
量。事实上，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
仅要精心计算角度和方向，还要考虑到
各个设备间的生产节拍，且要符合生产
要求，稍有不慎就会影响生产效率。

张 方 明 二 话 不 说 接 下 了 这 个 重
任。3 个月的时间，他和同事几乎是

“住”进了车间，不间断地优化电路、改
善工艺、调整布局⋯⋯历经百余次调
整、做了无数次“排列组合”后，张方明
设计出了最适合生产的布局，完美平衡
了各道工序的加工流转时间。更重要
的是，大伙儿通过这次经历总结出了经
验，为日后车间的产线调整、布局等打
下了基础。

师傅比徒弟更努力

“没有成功的个人，只有成功的团
队，我一个人取得的成就有限，一个成
功的团队未来可期。”张方明总这样说，

也是这样做的。
这些年，张方明将自己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提炼总结，编撰发表了多篇专业
论文，这些专业文章，也被厂里的工人
奉为“必读攻略”。

张方明还主动承担“师徒结对”任
务，结对了多名和他当年一样的“门外
汉”，用心传承技艺。他常告诫大家，要
抱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不断学习新技
术，才能更好满足日新月异的智能制造
需要。

“师傅比我们更勇于挑战、比我们
更努力。我们通常满足于干好日常工
作，师傅不一样，他是上班努力，下班以
后更努力。”在徒弟俞帅峰看来，张方明
不仅自己通过技能走向成功，也为全公
司技术工种树立了学习榜样。

“师傅经常在自己下班后主动留
下带我一起生产，大大小小的操作都
是 他 手 把 手 教 的 ，直 到 我 能 独 立 顶
岗。”俞帅峰说，大伙儿都知道，张方明
不爱待在办公室，不是“泡”在车间里
与机器打交道，就是在指导工人。正
是在张方明的鼓励和帮助下，俞帅峰
在厂里已能独当一面，还荣获了绍兴
市"金蓝领"称号。

像俞帅峰这样，受到张方明精心指
导后实现自我蜕变的年轻工人不在少
数。如今，公司成立了以张方明名字命
名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张方明肩负
起了产品和技术的创新研发工作，见缝
插针地交流心得、毫无保留地传经送
宝。张方明已经带出了一批“精兵强
将”：省技术能手 1 人、浙江工匠 3 人、浙
江青年工匠5人⋯⋯

眼下，张方明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公司正在调整生
产线，他不仅要牵
头总负责，更要抓
紧时间了解行业
领先的新设备和
新技术，为车间的
建设再做一次“先
行者”。

从普工成长为技术大拿——

张方明：在车间和工厂一起“升级”
本报记者 金汉青

“不好意思耽误您。”“没事，我们工
作到‘星期八’。”采访郑荣芬，要在工作
间隙约时间，他打趣地形容，却道出了
工作常态。

今年 54 岁的郑荣芬，是温州瓯海
人，18 岁就开始学习模具制作。眼前的
他，一身蓝工装，每天雷打不动出现在
车间，检查模具、操作生产线，还要到工
作室和徒弟们讨论技术问题，组织很多
技术员一起“头脑风暴”。

在浙江恒田科技有限公司，他手握
模具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40 余
项，用于生产汽车、智能锁、刨地机等产
品的零配件，最近他还在研发用于制造
机床线轨的模具零部件。

“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模具，
它是工业之母，牵动制造业整条生产
线。”谈到技术研发，郑荣芬踌躇满志，

“学技术，值得一生追求。”

学技术，受人尊敬

走进郑荣芬的办公室，记者的目
光很快被一整面墙的书柜所吸引，除
了厚厚一摞奖状，还有各种模具制造
工具书，“碰到不会的，就得翻一翻。”
他说。

时代发展，技术快速革新，从事模
具制造，学习贯穿始终。郑荣芬最难忘
的，还是初次接触模具的经历。

“我是农民家庭出生，那个年代，职
业选择受限，同龄人都务农、打工，学习
一门技术当工匠，很受人尊重！”郑荣芬
回忆，18 岁时他到温州模具厂拜师学
艺，学做钳工。三年学徒结束，郑荣芬
到一家塑料制品厂工作，开始边实践边
自学。“工厂碰到技术问题，有时候我不
会，还要蹲在书店里急着翻工具书。”他
笑说。

由于年纪轻、好学习，郑荣芬在温
州模具业内慢慢开始崭露头角。工作
三四年后，他已经成了“大师傅”，挑大
梁给工厂设计模具。用他的话来说，上
世纪末，国内制造业兴起，但模具制造
缺乏自主创新，实际制造中总会碰到各
种问题。一次经历，也让郑荣芬深感技
术“受人尊敬”。当时，温州一家日用品

塑料制品厂生产一款塑料凳，模具注塑
过程中，生产线上的凳子制作完成后无
法脱模，必须更换大器械，但这样的话
生产成本就会超标，工厂负责人叶正兴
一时为难，找到了郑荣芬。

“翻设计图思考了几个晚上，终于
想通了。”郑荣芬说。他另辟蹊径，调整
注塑模具一侧开口，人工将塑料凳抽
出，小改动解决了大难题。去年，叶正
兴碰到郑荣芬时，还因此事对他赞不绝
口，“以前你的思维就不一样，难怪有大
成就。”

这些称赞，也让郑荣芬对自己的
发 展 方 向 越 来 越 坚 定 。 一 次 他 给 工
厂解决技术难题后，厂长留他吃饭庆
祝，旁人看了一圈没想到眼前的“大
师傅”如此年轻；儿子在幼儿园时打
碎玻璃，第一反应就是“没关系，爸爸
能修”，在他眼里，爸爸当技工无所不
能⋯⋯

到了21世纪，温州模具行业抱团发

展，郑荣芬加入温州模具协会，开始和
大家谋划着兴办企业，“只有研发技术，
生产更多不被替代的模具，才能提高工
业水平。”2003年，浙江恒田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成立，郑荣芬是发起人中最年轻
的。公司创立之初他就担任技术总监，
一直至今。

讲创新，让技术有生命力

瓯海工匠、温州工匠、浙江工匠，从
区、市到省，工匠荣誉一个不落，郑荣芬
将这些奖杯摆在一起，拍了张照，加上
国旗图案，设置成微信头像。“看着总是
能鼓励到自己。”

谈及工匠，郑荣芬说出三个词，一
是严谨，二是务实，三是创新，总结起来
就是精益求精。“只有创新才能改变粗
加工的局面。”说着，郑荣芬展示自己研
发的卡簧模具，手掌大小、尖嘴头，掂起
来挺重，外行人一看可能以为就是一个

铁块。
“就是这样的发明专利，解决了工

地刨地机、开矿机等大型工程机械不稳
定性问题。”郑荣芬回忆起 10 年前研发
卡簧工艺的过程。当时，不少企业研发
刨地机时发现，在修复沥青路面过程
中，刨地机锤头敲击地面，钻头容易卡
住单边磨损或震动损坏。他接手研发
模具，画图纸、做试验，研究卡簧的结构
及成型模具和生产工艺。通过一年多
不断尝试，他在钻头表面设计了卡簧
扣，牢牢卡住了钻头和机器，让刨地机
操作起来更稳定。

现在，国内市场 70%的刨地机都运
用了郑荣芬设计的卡簧模具，他的这套

“卡簧成型操作方法”被评为以个人命
名的浙江省先进职业操作法。这项技
术运用到企业车间后，直接让产品生产
效率提高了50%。

这次成功，更让郑荣芬意识到技术
研发的重要性，也开始重视专利申请。

卡簧的成型、生产、改进等专利就有 7
项，还有头盔成型模具、汽车内把手塑
料模具等，“每一项模具开发的核心，就
是解决生产效率和成本问题，目标是提
高生产质量。”郑荣芬说，现在恒田科技
一年生产1000多副模具。

在郑荣芬的工作室里，三四个正在
输液的吊瓶引人注意，这也是郑荣芬的
模具设计。他说，团队正在研发精密输
液调节器模具。传统输液速度需要人
工调节，输液快慢、剂量全凭经验控制，
找到郑荣芬进行改进的是一家医疗器
械厂。

“输液快慢影响药效，行业内此类
模具很少。”郑荣芬说，他们团队和医疗
团队研讨数据，反复比对设计注塑模具
的形状、实验调节器的效果，最终做出
的调节器形似瓶盖，上面标注了毫升剂
量刻度，通过调节精准控制每小时的输
液量，“很快产品就会在医院临床应
用。”

在郑荣芬看来，一项模具发明创新
的成功，对于行业的影响是无限的，但前
期需要长期摸索。他形容，模具就像印钞
机，企业应用技术高的模具，生产效能提
升，企业效益也会蒸蒸日上。技术创新，
让模具事业更具生命力。

传帮带，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意识到学习、创新的重要性，郑荣
芬希望培养更多年轻人，共同投身到模
具事业中。

用郑荣芬的话来说，“2015 年，45
岁，人生才刚起步。”也是这一年，他拿
到了温州市瓯江技能大奖，第一次从行
业内站到了全市高技能人才的舞台，拓
宽了视野。他突然意识到，精进技能大

有可为，回到企业后立马就成立了自己
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需要持续搞科研、技术创新。”郑
荣芬工作室就在车间里，团队里 10 多
人 ，研 究 大 大 小 小 20 多 个 模 具 。“90
后”胡霖琦大学毕业后就跟着郑荣芬
学习，在工作室担任检验员，他坦言，
在团队精益求精的氛围下，自己快速
成长。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郑荣
芬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年轻人参与模
具事业，模具研发技术才会更快进步。
团队有年轻人加入，他总是把自己掌握
的知识和技术倾囊相授。

对于自己的学生，郑荣芬如数家
珍，“这个成为技术能手，那个是浙江工
匠⋯⋯”他带着学生去参加行业内省、
市技能比赛，“以前有学生拿到精密模
具设计技能大赛冠军，不少企业就堵在
我们工厂门口想挖人呢。”

不少郑荣芬带过的学徒，现在已经
自己创办模具企业。还在恒田科技工
作的沈帅如今是浙江工匠，她说：“郑老
师的创新精神和对待技术严谨认真的
态度，值得我们一生学习。”

现在，郑荣芬已经带出了30多名学
生，其中20多位取得高级工和技师资格
证书，他的徒弟们又“传帮带”培养人
才，活跃于生产一线。郑荣芬团队有了
更多年轻人加入。

“技术变革是时代性的。”从业30余
年，郑荣芬意识到模具行业乃至制造业
的风云变幻。从最初的纯手工模具生
产、机械化制造到数控设备应用，近年
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应用等，新时代下新
的生产方式对模具生产提出了新要求，

“未来人工智能说不定也能应用到模具
生产中。”因此他更觉得需要年轻一代
源源不断地参与。

在郑荣芬办公桌上，写着一句岗位
标语，“踏踏实实干一行，天天创新求提
升，精益求精出作品，做有尊严工匠
人。”回顾模具行业30多年工作经历，他
始终在想，如何用更好的方法生产出更
高精度的模具。如今社会对技能人才
越来越尊重，这让郑荣芬觉得，技术改
变人生，值了！

从业30余年，手握40余项专利——

郑荣芬：学技术，值得一生追求
本报记者 王艳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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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张方明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汽配分厂副厂长，负责
机电设备制造、生产技术服务。曾
获全国技术能手、浙江省技术能手
等荣誉，浙江省技能大师工作室领
办人。从业以来获国家专利授权
13 个、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其主导的 5 轴联动加工中心
的应用、高频热处理新材料处理技
术的推广，使得同类产品制造水平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张方明在车间内检修机
器臂。 受访者供图

郑荣芬在操作模具设备。 共享联盟·瓯海 王斌 摄

郑荣芬 浙江恒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先后获得浙江省新
时代突出贡献浙派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百名卓越模具工
匠、浙江省首席技师、浙江省劳动模范等荣誉。利用自主研发的伸缩
型芯、螺旋抽芯装置、弧形抽芯机构等技术成功完成个别难以整体注
塑零件的注塑模具。授权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40余项，累计
为企业增加效益30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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