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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徒搭檔創新機床

機床（用於加工工件的動力裝置，為機械零件製

造過程中的重要設備）被譽為「工業母機」，是製

造業安全發展的保障，也是中國製造業智能化、攻

高端的重點領域。在有着「中國機床搖籃」之稱的

通用技術集團瀋陽機床有限責任公司（簡稱通用技術瀋陽機床），一批新型數控機床正

在實現升級迭代。

親身參與了多款搭載國內首創技術數控機床研發設計的「85後」張揚坦言，國產機床

由大而強的過程沒有「彎道超車」的捷徑，只有在生產線上反覆攻關的努力。張揚是通

用技術瀋陽機床設計研究院設計員，在與師父、瀋陽機床資深技術專家嚴昊明搭檔的十

年裏，師徒倆實現了應用於高鐵、能源動力等重要領域的諸多技術突破，填補了變形補

償加工技術等多項國內相關領域的技術空白。「我們從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故事，真正

的技術突破都在於長年累月的堅持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熟悉這對師徒的人都會說，張揚跟師父嚴
昊明太像了。「連說話的淡定語氣、神態都
那麼像。」在張揚看來，師父對自己最大的
影響還在於工作方法和家國公心的培養。作
為瀋陽機床元老級技術骨幹，嚴昊明被稱為
「現場工程師」。在他32年的一線經歷中，
擔任了國家級科研課題的組長、上海磁懸浮
項目的設計骨幹，編寫了機床控制領域的第
一個PLC模塊化程序。「我常說在技術上沒
有個人英雄主義的成功，都是我們研發和技
術人員一代代傳承的結果，我也常告訴工作
室的青年們，做技術一定要心無旁騖，要有
赫赫有功而無名的家國胸懷。」
上世紀九十年代，數控系統在國產機床領

域應用效果並不理想。嚴昊明敏銳地意識到
機床數控化將是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他花
費大量時間研讀文檔、查閱資料，終於成為
廠內數控系統專家。他主管實施的PLC程序
模塊化設計工程將計算機模塊化編程思想應
用於機床控制領域。「1991年參加工作至
今，30餘年的時間裏，從一無所知到技術大
咖，我把這段經歷分成了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是學習，第二階段是成長，第三是產出，
用6個字總結就是吃苦、受挫還有堅持。」
談到自己的一線經歷，特別是在承擔國家項
目中，嚴昊明感受到技術人員必須秉承一顆
愛國之心。直到2015年，嚴昊明勞模創新工
作室成立，他將自己的理念和技術毫無保留
地傳承下去。

構建體系實現技術代代傳承
「現在的師承與過去完全不同，我更多的是

傳承工作方法，用跨界的思路讓各領域人才都
能在這裏發光發熱。」他認為，在知識爆炸的
時代，構建一套具有傳承關係的知識體系尤為
重要。「很多技術攻關在沒成功的時候，就像
隔着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大家會恍然大悟，原
來這麼簡單，但在這之前我們會經過無數個日
夜來做具體的計算、推演、論證、研究。」
而實現技術和技能上的從無到有，需要幾

代人的接力努力。「我們深知身上的責任，
很多絕活兒是書本上學不來的。我們要做高
檔機床，得把絕活和手藝傳承下去。我希望
通過體系的構建，實現瀋陽機床技術的代代
傳承。」當師父、傳手藝，嚴昊明用的是
「趕字法」和「偷懶法」——研究工作和設
計，嚴昊明總是把青年技術工人趕進車間、
趕進操作現場；傳授絕活和手藝，嚴昊明就
用「偷懶法」，遇到技術問題，他總是知而
不答，先讓大伙相互交流、動手實踐，然後
再指導講解。如今，嚴昊明的創新工作室已
從十幾人壯大到60多人，成為瀋陽機床技術
創新的重要陣地，匯集了像張揚一樣的青年
技術人才以及擁有頂級技術的大工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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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台臥式數控車
床、第一台搖臂鑽床、第一台

自動車床等多個行業「第一」，瀋陽
機床曾為中國裝備製造業發展壯大作
出了重要貢獻。在2019年實施戰略重
組後，瀋陽機床在2022年實現扭虧脫
困。幾年間，一大批高端數控機床設
計及製造等核心關鍵技術在這裏誕
生，張揚和師父嚴昊明就是這些技術
攻關背後的重要參與者。「我們的責
任就是實現關鍵裝備國產化和技術的
自主可控。」如今已成為嚴昊明勞模
創新工作室帶頭人的張揚直言，研發
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每天面對的都是
未知數，多年來一直承擔着國家重要
領域重大項目配套機床的設計生產工
作，他深知身處裝備研製第一環節的
責任和壓力。

個半月完成高鐵零件機床設計任務
「我們的角色其實是貫穿整個設計
製造環節的。」從設計到之後的工藝
編製、加工裝配環節，張揚師徒都要
以高度的緊張狀態參與其中。「哪裏
有技術難題，我們就要火速處理，可
以說每一天都在面對技術改進和創

新。」「救火隊長」也因此而得名。
2019年，當一項關乎高鐵零部件國產
化的機床設計任務擺在眼前時，張揚
和師父嚴昊明又一次接受了挑戰。
「這是一次規格巨大、工期很短的全
新設備的設計研發。」在當時，高鐵
車廂大型結構件的生產製造完全靠進
口機床，國產高鐵大型結構件在製造
環節處於瓶頸的局面亟待解決。這一
全稱為龍門移動式五坐標聯動加工中
心的重大項目，需要在短短一個半月
的時間裏完成設計。
張揚師徒面對的是一個龐然大物的
誕生。「62米長、4.5 米寬幅工作
台」的設計在當時毫無經驗可循。
「更大的挑戰在於，壁厚僅有1.5-4
毫米的鋁合金毛坯零件在機床加工時
極易產生複雜變形。」憶當年，張揚
和師父仍能感受到那種巨大的壓力。
「毛坯單價很高，一旦因為變形量過
大導致加工後的零件壁厚不均勻甚至
破損，都會讓零件報廢。」這時，數
字化技術為張揚打開了全新的思路。
「在加工之前，通過系統控制測量裝
置對工件進行表面採點，並通過算法
勾勒出『全息圖像』，生成圖像數

據，在之後的加工過程中，數控機床
就可以直接調用這些數據，對刀具中
心點位置進行實時補償，在保證加工
精度的同時保證壁厚一致性。」毛坯
變形補償加工技術就此誕生，搭載這
項創新技術的龍門移動式五坐標聯動
加工中心項目，也成為當年遼寧省首
台（套）重大技術裝備。

感受到製造業各環節急需人才
解決了設計階段的重重難題，在加

工工藝、裝配等環節的挑戰依然存
在。「因為超長的床身，我們在安裝
環節也遇到了難題。」共有8段的床
身，需要通過導軌來連接安裝，而安
裝導軌的精度就決定了機床的精度，
也就決定着國產高鐵的製造品質。
「如何讓這8段床身的接縫處無限趨
近直線？」張揚用拼積木的比喻講解
道，「如何保證兩塊積木能完全對
齊？這就涉及機床中一個非常關鍵的
指標——直線度。」這項指標也將決
定後續工件的直線度。「反覆調試、
反覆測量……」張揚突破了「成組加
工」的難題，通過新工具的研發實現
了直線度指標的要求。

「反覆訣」是張揚的工作常態。
「因為機床加工對環境溫度、濕度等
非常敏感、要求很高，很多時候一項
工作我們要保證在每一天的相同時段
去完成，日復一日。」從參與企業的
重大項目到關乎國家安全的重點項
目，張揚從2012年畢業後就師從嚴昊
明，進入到生產一線的研發設計中，
為數控機床國產化打造「中樞大
腦」。至今，在他與師父的聯合攻關
下，以創新工作室為載體，已實現了
生產技術創新260餘項。
「目前，我們也在機床智能化這一領
域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開發，包括狀態
監控及早期故障診斷、數字孿生、加工
工藝參數自適應調整等。」在機床智能
化的全球趨勢下，張揚倍感緊迫。特別
是在2021年被錄取為通用技術集團與
上海交通大學聯合培養博士項目的首批
博士，他也愈發清晰地認識到在國產機
床攻高端的過程中，在研發、生產等製
造業各個環節對人才的需求。「既需要
某一領域的專家技術型人才，也需要像
我這樣起到跨界橋樑作用的通才，能夠
聯合更多技術能手、技術專家的力量，
為國產機床自立自強聯合攻關。」

老工業基地的變與不變

◆張揚（左）跟師父嚴昊明（右）搭檔的這
十年來，實現了多個重要領域的技術突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在瀋陽的世界技能大賽中國集訓
基地中，一名青年技工正在為今年
的比賽項目進行實操訓練。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在通用技術瀋陽機床的現代化數控機床生產車間，工作人員正在作業。 受訪者供圖

◆張揚（左）跟師父嚴昊
明（右）在數控機床操作
台調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走進位於遼寧
瀋陽的中國工業
博物館展廳，迎
面就是一幅巨大

的名為《鐵流凝變》的銅質浮雕，是
中國最大工業生產主題青銅雕塑。浮
雕上方，新中國第一包鋼水飛流直
下、傾瀉而出、噴湧而來，象徵着這
裏產業工人生生不息的勞動精神以及
遼寧老工業基地的磅礴氣勢。新中國
第一台臥式鏜床、第一台輪式拖拉
機、第一架戰鬥機、第一艘導彈潛
艇、第一艘萬噸巨輪、第一輛大功率
內燃機車……「新中國第一個工業基
地」也由此得名。

隨着時代變遷，老工業基地遼寧的
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而沒變的
是這裏產業工人的工業底色。從勞動
模範到時代楷模，從「工人院士」到
藍領「博士」，這裏不斷孕育出新時
代的大國工匠。

精神的凝聚來自土壤的孕育。近年

來，政策傾斜、職業教育、大賽平
台、社會氛圍等多方面的力量都在源
源不斷地向技術技能人才匯聚，也為
他們實現產業報國打下了堅實基礎。
早在2017年，遼寧就提出弘揚「工匠
精神」、評選「遼寧工匠」的工作部
署，至今的6年裏，相關政策密集出
台。就在5月中旬，《關於加強新時
代遼寧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
見》在此間推出，其中提出將在培
養、使用、評價、激勵等環節務實推
出一系列政策舉措，到2025年，遼寧
高技能領軍人才總量要達1,000人，
打響「遼寧工匠」品牌，塑造「遼寧
好技工」形象。

與此同時，各家製造業企業也開始
了育人才、搶人才的比拚。在瀋陽機
床提出的人才梯度培養體系中，通過
探索設立技術專家公開選拔機制、技
術總師制、百餘人的科技人才庫以及
推動揭榜掛帥系統機制形成等，不斷
加大人才培養、激勵力度；瀋陽飛機

工業集團則提出了分離考核人才機
制，近十年來為不同序列的技術技能
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突破了
過去技能人才發展的瓶頸問題……企
業也在培養人才的同時向高規格的全
國性、世界性技能大賽輸送人才，以

創新工作室、勞模工作室為依託，通
過專業賽事，一大批技術技能人才獲
得了「名利雙收」的職業認同。

根植於製造業的工匠精神，正在青
年技術工人接過產業報國接力棒的過
程中代代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