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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每天都这么早到工厂吗？”“时间
不够用，再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能多做
一点是一点。”上午 7 时许，记者来到位
于衢州东港工业园区的红五环凿岩机分
公司时，偌大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数控
机床还未开启，红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创新办公室主任徐建雄已开始对
前一天傍晚生产的产品进行查看，检查
产品是否合格，设备是否需要进一步改
造提升。

爱找问题,总有颗闲不住的心。今
年 59 岁的徐建雄，18 岁就开始接触机
床，从车间学徒工到技能大师，他一直在
机床旁不断改造、创新，一干就是 40 余
年。

近年来，徐建雄为企业解决了 100
多项技术研发难题，光成本就节约了
1000 余万元。因为善于找问题并总能
想办法解难题,在同事们眼中，他是一个

“全能手”，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徐大
师”。

不服输，练就多项“绝活”

临近上班时间，车间工人陆续到岗。
此时，徐建雄从最后一批还未检查过的产
品部件筐里，随手捡起一个查看。“产品光
洁度不够。”手心传来的触感，让他瞬时感
到了不对劲。他立即掏出老花眼镜，把零
件拿到眼前仔细查看，对一旁的工人说：

“车床中的刀具可能有磨损。”
打开机床设备，果然正如徐建雄所

言，“徐大师真是火眼金睛。”工人不禁钦
佩不已。“等你这行做多做久了，多留点
心，自然也会摸索出门道。”临走前，徐建
雄不忘叮嘱他，用金钢石磨片对刀具进
行修磨。

别看现在对设备产品“问诊找茬”手
到擒来，徐建雄说，初中毕业后应聘进入
第一家公司浙江煤矿机械厂工作时，他
对机床完全不懂，纯粹就是一个“技术小
白”。

徐建雄是一个不会轻易就认输的
人。“读书没读好，未考进高中，干技术，
可就要干出个名堂来。”于是，在当学徒
的第一年，他站在机床旁看师傅怎么做，

师傅教的听不懂的地方，他就记在本子
里，晚上去上夜校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睡
前再在脑海中复习一遍一天所学的内
容。

徐建雄印象深刻，当学徒时第一次
尝试做铜螺母，因为技能水平不够，结果
做废了。那时，一个铜螺母的价格相当
于他半年的工资。徐建雄说，当时他既
心疼，也感到难为情，但更多的是激起了
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他暗下决心：“学
技术，要学就要学精学透；做产品，要做
一定要做到最好。”

白天一有空闲时间，徐建雄就跑到
各生产点上“偷师”，看着熟练工人怎么
操作。别人休息时，他就主动替上，做完
了，还要拉着人家问：“这样对不对？”冲
着他这股认真劲，大家都愿意教他点“绝
活”。

晚上下班到家，徐建雄吃好晚饭就
直奔夜校，一星期6个晚上的课时安排，
他一次没落下。很快掌握了比较全面的
专业知识，他工作起来如虎添翼。

当学徒原本要学满三年，结果因为
工作表现出色，徐建雄被奖励提前半年
出师。为提高技艺，车间里凡有难做或
者费时的活，他都主动揽下来做。在不
断钻研摸索中，徐建雄练就多项绝活，让
同行望尘莫及。其中，他能用普通车床
手工钻出 0.3 毫米的气阀孔，而如此细
如发丝的微孔，一般的车工是难以做到
的。

“做技术工人，只有持之以恒，才会
做到极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徐建
雄说，这是他一路成长总结出来的经验，
也是他常对工友说的话。

善创新，成为解题“达人”

跟着徐建雄从车间来到他所负责的

红五环技术创新工作室，只见工作室的
门口墙上，挂着“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
室”“浙江省高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
室”“浙江省职工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
室”等各种牌匾。

刚到位置上坐下，徐建雄的手机就
传来微信“叮咚叮咚”的提示音。“这是购
买我们公司最先研发生产的高风压冲击

器的客户，向我们反映使用情况。”他解
释，冲击器主要用在钻机上，作为凿岩矿
山专用钻具，徐建雄和同事今年研发生
产的第一批高风压冲击器，使用寿命从
初期实验的3000米已提升至1万米。

但 1 万米并不是徐建雄的研发目
标，他想把冲击器的使用寿命延长到1.5
万米甚至更长。“冲击器属于耗材，让它

的寿命变长，不仅能给公司带来效益，也
能为客户减少成本。”为此，他每天跟踪
该产品的使用情况，根据情况在生产中
对其材料、加工工艺等方面进行不断改
良，以求实现突破。

“徐大师这人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安
全保障及经济效益这些方面自我要求极
高，所以他就会带领我们大家不断去创
新。”看到徐建雄忙着和客户了解冲击器
的使用情况，一旁的同事韩春霖搭话说，
徐建雄是一个研发解难“达人”，光技术
研发难题就为企业解决了100多项。韩
春霖指着放置在办公室一角的钻机钻杆
接头铣削工装介绍，之前工人一次只能
铣削一个产品，徐建雄对工装进行创新
改进后，如今一次能加工 10 件，不但生
产效率大幅提高，而且大大降低了工人
的劳动强度。

徐建雄善于创新、善于解难成为业
内都知道的事。之前，衢州市总工会牵
头成立一支衢州市金蓝领技术协作创新
团队，义务为中小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团
队成员都是各路技术能手，徐建雄被推
选为队长。有一次，徐建雄接到一家企
业求助，希望帮忙解决“绕片机”从手工
向自动化转变的难题，这是他以前从没

接触过的项目。不过他并没有畏难，而
是与团队成员一次又一次的研究，向专
家请教，从重新设计到产出成品，前后忙
碌了整整两年，终于攻关成功。诸如这
样的难题，近年来，他带领他的团队，已
为中小企业解决了200余件。

“做机械设备不仅要做精做细，还要
有创新思维和解决能力，才能提高产品
的竞争力和降低制造成本。”徐建雄在工
作中一直秉承这样的信念。

乐传道，带出众多“小匠”

进入退休“倒计时”，徐建雄反倒比
之前还要忙。除了进行技能攻关、技术
创新，他更乐于传道。

“师傅没有藏私，完全是手把手教
导，倾囊相授。”2019年进入红五环集团
工作的黄晓元是徐建雄的徒弟。在徐建
雄的督导教学下，34 岁的黄晓元已成为
车间数控铣车段的工段长。今年参加首
届四省边际高技能人才竞赛交流活动，
黄晓元荣获数控铣工项目一等奖，成为
青年职工中的佼佼者。

徐建雄没统计自己带过多少徒弟，
但在日常交往中，他了解到如今很多徒
弟都已经成长为该领域企业里的技术骨
干。“这个成为省首席技师，那个是衢州
市首席技师⋯⋯”他大致估摸了下，自己
为企业培养的高技能人才就有近百人。

“技术变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
传帮带中，不光有技艺传授，徐建雄每年
还会针对不同工种，举行车工、铣工等各
类赛事，选拔优秀的选手参加全国、省、
市、县（市区）的比赛，以赛促训，以此掌
握行业内最新的动态。

“提升中国制造离不开技能型蓝
领工人。”为此，徐建雄与衢州中专、衢
州技师学院、衢州学院等合作，分别建
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技能人才。
据统计，校企合作已共同培养了 500 多
名“红五环班”学员，毕业后进入该公
司工作。

从“技术小白”成长为“技能大师”，
徐建雄十分明白学习的重要性。在所剩
的几个月工作时间里，这位一头白发的
老工匠丝毫不敢懈怠，甚至有些“贪心”，
他不仅想多攻关些技术难题，还想培养
更多的技能人才。

从“技术小白”到“技能大师”，衢州红五环技术创新办主任徐建雄——

在不断解题中练成“全能手”
本报记者 梅玲玲

“不好意思，今年我们的橘子已经卖
完了。”马上要到“红美人”柑橘收获的季
节了，农场主胡晓海最近对前来咨询的
客户说得最多的是这句话。

53 岁的胡晓海是浙江新理想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嘉兴市南
湖区湘家荡区域（七星街道）700亩果园
的农场主。

从湘家荡的星耘路拐进一条乡间小
路，再穿过一整片果园后，眼前的景致突
然变了：篱笆围起来的一小块菜地里种
着西红柿、辣椒，石头砌出的小鱼池里，
几尾锦鲤晃晃悠悠，旁边还有一间造型
别致的玻璃房，胡晓海正一边对着电脑
工作一边品茶，透过玻璃还能看到附近
的河道、果树。

这是胡晓海给自己打造的一方小天
地。从小生活在城市，对农业技术一窍
不通，12 年前，胡晓海突然转换赛道，当
起了农场主。

“人到中年以菜鸟身
份从头开始，勇气可嘉”

“我这片农场三面环水，总共 700
亩，东边是 400 亩的翠冠梨，西边是 200
亩‘红美人’柑橘，剩下 100 亩种了雪菜
等蔬菜。”胡晓海介绍。

站在果园里一座 3 米多高的瞭望台
上，他穿着蓝色休闲衫和蓝色休闲鞋，仿
佛是一位来田园度假的企业家。

胡晓海的经历，也印证了记者的感
觉。他毕业于浙江大学，30 岁出头就创
办了自己的外贸工厂，并在美国办了贸
易公司并定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
触到美国的农场主，对农业产生了浓厚
兴趣。

“在外多年，越来越羡慕农场主的田
园生活，所以我回来了。”2012 年，41 岁
的胡晓海回到家乡嘉兴，创办了浙江新
理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并注册了商标

“菜鸟”。
“得知他给公司和商标取的名字，朋

友们都很羡慕，人到中年还能以菜鸟的
身份从头开始，勇气可嘉。”胡波是胡晓
海的多年好友，后来也来到七星街道工
作，见证了胡晓海这些年的发展，对他十

分佩服：“他从小很聪明，学东西快，做事
踏实，真的很厉害。”

走在果园里，记者发现，胡晓海的大
棚和普通的农场不一样，外观特别高大，
梨树间距达1米多。

在胡晓海看来，不管做工业还是农
业，前期都要打好基础，否则后面容易出
大问题。

那几年，不少农创客选择了价格高、
市场好的新奇特品种，而胡晓海几经考
察后却选择了翠冠梨和“红美人”柑橘。

“和风靡一时的新奇特品种相比，大众化
的水果才可能做到标准化，从而实现大
规模生产，做到薄利多销。”

此外，胡晓海发现本地梨农的大
棚普遍偏小，于是，他借鉴了美国和日
本的现代农业技术，用 CAD 制图软件
自己重新设计、定制了大棚，能更好地
满足梨树的光照和通风需求，也方便
后续机械化采摘、植保。这在当时非
常少见。

胡晓海还给果园超规格配置了 7 座
水泵房，建起 1000 立方米的储水池，构

建了一个小型水利系统。这些年，不管
梅雨季、台风天下雨多么厉害，这片果园
始终没有受灾。

“管果园和管理企业
一样，只是时间要更长，
需要更多耐心”

踏入其中一个大棚，记者感觉到地
面高低不平，遍布杂草，还有苍蝇飞来飞
去。

胡晓海解释说，最近刚施过一轮有
机肥，吸引了不少苍蝇。“杂草”其实是光
叶苕子和黑麦草，等枯萎后变成绿肥能
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肥沃的土壤才
能结出硕果，高品质的水果才能在市场
上占有一席之地”。

“要种出高品质的水果，一定要走绿
色、有机的路子。”这是俞美良经常挂在
嘴边的话，他是果园的 3 位农技专家之
一。

俞美良在海宁种了30年梨，还担任
长三角多家梨园的技术指导。和胡晓海

打了多年交道，在俞美良印象中，胡晓海
是一个善于倾听行家意见、做事思路特
别清晰的人。

跟着俞美良等农技专家，胡晓海从
农业的门外汉，逐渐摸出了门道。

要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一定要
有核心竞争力，工业如此，农业也一样。
而翠冠梨在嘉兴已经有 30 多年的种植
历史，怎么办？

经过前期调研、评估，胡晓海给出的
答案是：培养能持续、大量提供高品质的
梨和柑橘的能力，通俗地说，就是品质高
的产量没有我们大，而且不稳定，量大的
没有我们品质好。

对于靠天吃饭的农业来说，这一点
其实并不容易。

普通梨园使用化肥，土壤肥力逐年
下降，容易遭遇土壤板结、梨品质下降等
问题。而在胡晓海这儿，每年每亩地里
光有机肥的成本就高达1000元，用于采
购传统菜籽饼发酵、牛羊粪以及“杂草”
等，几乎不用化肥。

另外，梨园里不使用植物生长调节

激素来“催熟”，而是开花后挂果满 110
天再采摘，让梨自然生长。这样种出来
的翠冠梨，糖度高，含水量超过 81%，皮
薄肉嫩、口感清脆，各方面均远超普通
梨。

去年，胡晓海的梨在嘉兴市梨王争
霸赛中获得金奖，这也是新理想首次获
金奖，从种下第一棵梨树苗开始，这一步
走了 10 年。今年，新理想更是走出嘉
兴，在省农业农村厅举行的“2024 浙江
好梨”推选活动中获得金奖。

“管果园和管理企业一样，做好精细
化的日常田间管理，只是时间要更长，需
要更多耐心！”胡晓海表示。

“只要踏踏实实做下
去，这片土地一定会给你
回馈”

高品质的产品永远不缺市场。这几
年，胡晓海最头疼的问题，从如何种出高
品质的水果，变成了水果供不应求。

由于品质好、产量稳定，胡晓海的水

果成了“香饽饽”，眼下主要通过大型连
锁超市卖往全国。近两年，每年翠冠梨
产量约 150 万斤，每斤售价约 3.5 元，柑
橘产量 30 万斤左右，每斤售价七八元。
2022 年，胡晓海前期投入的 3000 万元
回本了。

今年夏天，受天气影响，翠冠梨的产
量和品质比往年差了一些，但得益于良
好的田间管理，新理想的翠冠梨受影响
不大，一家客户之前订购了30万斤翠冠
梨，价格也谈妥了。没想到上市后卖得
太好，这家客户在原本合同的基础上主
动提出加价 10%，希望能在明年的订购
中占得先机。

然而，新理想的梨和柑橘一年就一
季，700亩地的面积就这么大，其中的梨
园已经是浙江最大的成片梨园之一了，
如何能创造更多价值？

请专业人员设计品牌形象和包装、
进行无公害产地和绿色食品认证、建起
果品专业分拣生产线和包装车间⋯⋯胡
晓海继续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根据
梨和柑橘的大小和外观光滑程度，在专
业分拣线上把产品分成 A、B、C 三个档
次出售，提升整体收益。

胡晓海发现，嘉兴人喜欢吃雪菜，而
新理想所在的这片区域种植和腌渍雪菜
的技艺已有 300 多年，在嘉兴地区小有
名气。于是，他在果园里套种了一些雪
菜，并制作成真空包装的腌渍雪菜出
售。李博文是新理想的“元老”，多年来
一直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在他的眼
中，胡晓海是一个眼光独到、很有远见而
且特别务实的“老板”，雪菜这一块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仅仅是雪菜，眼下，胡晓海正在努
力拓展自己的农业版图，计划将这片
700 亩的土地打造成一个集农业生产、
科普教学、旅游观光、农事体验为一体的
现代科技农业基地，继续向自己的“新理
想”进发。

回顾这些年
的风风雨雨，胡
晓海说：“只要踏
踏实实做下去，
这片土地一定会
给你回馈。”

从外贸公司老板到农场主，嘉兴海归胡晓海——

“菜鸟”起步，拓展农业版图
本报记者 李 茸 共享联盟·南湖七星街道 汪燕鸣 王佳萱

徐建雄（左二）跟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组员讨论技术问题。

徐建雄在机床旁加工产品。

胡晓海（左一）在农展会上推介产品（资料照片）。胡晓海（左一）在农展会上推介产品（资料照片）。

人物名片

徐建雄 高级技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
人，红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创新办公室主
任。曾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
钱江技能大奖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企业一线技术改造工作，为企业解决了 100
多项技术难题。

才兴之江

胡晓海在大棚里查看“红美人”长势。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