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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由广

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全国首部关

于技能人才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广东省是制造业大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1979 万人，居全

国前列。《条例》从加强培养、完善使用、规范评价、促进激励等

方面作出规定，为技能人才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在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按照高等职业学校标准统筹解决技师学院办学经费，支

持技师学院按照高等职业学校标准建设、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条例》明确，支持职业学校开展有偿性社会培训、技术服务或

者创办企业，取得收入可作为办学经费。

在深化校企合作方面，《条例》明确，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

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

校企合作。规模以上企业应当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

在拓宽人才成长通道方面，《条例》明确，鼓励用人单位建

立健全技能岗位等级设置，按照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等职业技能等级（岗

位）序列，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特级技师

和首席技师岗位。 龙跃梅

全国首部
技能人才发展地方性法规出台

2017 年，在参加访谈栏目《两

院院士谈强军》时徐滨士曾说：“要

实现强军，一方面靠新装备，另一方

面要靠人才。人是未来作战能够取

得胜利的最关键因素，未来要达到

人和武器的最佳结合，发挥武器的

最大效能。”

所以，国家要致力于培养复合

型的人才，既要懂军事，又要懂技

术。我们要在装备上不断运用数字

化技术、信息化技术提升装备性能，

同时也要培养能够使用和维护这些

装备的人才。

人才是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最

关键因素，实现强军梦必须不断培

养大量高素质军事人才。抱持着这

样的人才理念，他在自己的教学生

涯中培养了博士后 5 名、博士研究

生 31 名、硕士研究生 28 名，这些学

生也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了骄人

的成果，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国

家的强盛默默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

量。

综合

1931 年，徐滨士出生于哈尔滨一户普通家庭

之中。成长在战争年月，过早地看到侵略者对家国

的摧残，他从小立志于驱逐列强，强国强军。

怀揣着这样的梦想，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哈尔

滨工业大学毕业，并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

坦克修理教学工作，边教学边研究，要从装备上做

祖国最坚硬的屏障。

作为装备维修科学家，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和艰苦奋斗的不弃精神。

一次，他看到国外杂志上一则关于振动电弧

堆焊能够修复薄壁零件的信息，就召集助手与他

一起按照杂志上介绍的简单原理仔细分析研究、

摸索着实践。

新技术的完成必定会经过常人想象不到的失

败过程，他们经过 100 多个日日夜夜试错坚持，终

于研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台振动电弧堆焊设备，突

破了部分坦克薄壁零件不能修复的禁区。

但是修复后也会有新的问题，修复后的质量

只接近原产品，为了更大限度地让技术投入使用，

徐滨士带领团队寻求新的突破。1973 年，他提出

采用等离子喷涂技术修复坦克磨损零件以此提高

零件耐磨性的设想，并积极投入了试验。经多年的

不懈努力，他研制成功了等离子喷涂修复坦克零

件的设备和技术。

当这项新技术在 6 辆新型坦克上进行试验

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试验结果表明，经过等离

子喷涂技术处理的 68 项 242 个零件，耐磨性比原

来提高了 1.4~8.3 倍，而成本只有新零件的 1/8。
这项新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装甲装备的持续

作战能力，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装备维修经费。军

委装甲兵领导高兴地夸奖道：“维修也能出战斗

力！”

自从大学毕业，徐滨士就开始

了他一生对装备维修以及表面工程

和再制造科学的追求。他做了大半辈

子的“表面”工程，一次次将“表面”做

到深入。

1973 年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制

等离子喷涂设备，突破了苏联大修

技术标准规定的薄壁零件不可修复

的“技术禁区”，随后他又开展了纳

米电刷镀、电弧堆焊等多类表工程

技术在装备维修领域的应用基础

研究。

1987 年，他倡议并建立了我国

第一个表面工程研究所，先后出版

了我国第一部表面工程专著《表面

工程与维修》，创办了表面工程首本

杂志《中国表面工程》，筹划并召开

了我国第一届表面工程国内、国际

学术会议。

后来，他又创建了全军装备维

修表面工程研究中心及全军表面工

程重点实验室，并提出了纳米表面

工程概念，出版了《纳米表面工程》

专著，对纳米超音速等离子喷涂技

术深入开发，取得了显著的军事和

经济效益。

他首次在中国提出“再制造”概

念，主持创建了国家级装备再制造学

科。他从装备再制造关键技术等 4个

方向系统研究，创新了装备全寿命周

期模式，使我国机械维修工程产生质

的飞跃。

2016 年 8 月，他参加了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任组长的国家中长期发

展规划专题“制造业发展科技”问题

研究的理论工作，并承担论证《机械

装备自修复与再制造》分课题的研

究内容。

几十年来他先后承担了 60 多

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项

目，获得了 9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0
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10 项国家发

明专利，出版专著 17 部，发表学术

论文 260 多篇，并与波兰华沙理工

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法国贝尔福

工业大学、日本大阪大学、国际摩擦

学联合会、美国金属学会等国际知名

科研院所建立了广泛联系和合作。

K 弘扬科学家精神
hongyangkexuejiajingshen

人才是决定国家未来的关键

徐滨士
姻 资料图

装备维修是战时
可持续战斗力

将“表面”文章做深入

再制造（Remanufacture）是对废旧装备进行修
复与改造的逆向制造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
利用废旧装备中的附加值，不仅可使废旧装备“重
获新生”，还具有非常突出的节能环保效益。首次
在中国提出“再制造”概念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徐滨士。

他长期从事维修工程、表面工程和再制造工
程研究与应用，主持创建了装备再制造技术国防
科技重点实验室，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再制造学
科，推动了我国再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入选
世界“再制造名人堂”。

K 科技英才
kejiyingcai

“闫师傅快给看看，刚加工出来的

完工尺寸短了，研究好一阵也找不出原

因。”话音刚落，经纬智能公司锭子厂弹

锭轴班班长闫风茂已火速来到设备旁。

在了解了设备整体运行情况，仔细对加

工零件进行全面测量后，闫风茂果断分

析出是由于毛坯来料表面清洁度差，使

设备夹紧装置中的压头夹紧力不稳定，

影响了送料长度，直接导致了零件加工

尺寸有误。找到原因后，闫风茂又马不

停蹄地与操作者对夹紧装置中的 5 个

部件进行全方位维保，并重新安装开机

后进行试加工，经“闫师傅”这番经验老

到、行云流水般的操作，加工出的轴承

座零件完全符合了图纸要求。这只是闫

风茂日常工作中的一个缩影，而这个缩

影是对他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

操经验的最好诠释。

7 月 15 日，《科学导报》记者跟随闫

风茂走进锭子厂车间，在采访中了解到

他所在的班组是该厂唯一一个生产锭

子弹性管、锭底、轴承座 3 大主要零件的

班组，人员多、设备多、品种多、质量要求

高、管理难度大成为弹锭轴班最鲜明的特

点。就是这样一个极具特点的班组，在闫

风茂的带领下，团队在生产和管理方面屡

创佳绩，各项工作位居分厂班组前列。

在 30 多年工作生涯中，闫风茂从

一名现场操作工成为弹锭轴班班长，他

始终坚守初心、保持热情，踏踏实实、朴

素谦和，带领班组冲锋在锭子扩能上量

第一线，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着力

量。 闫风茂始终以“全生命周期精品

工程”为目标，在班组推行“大质量”理

念，以质量为中心靶向发力。

“CT20 是我们班组一次成型的重点

设备。”闫风茂告诉记者，在大批量的生

产形势下，他通过提高员工操作技能、优

选刀具等多种形式，广开思路改进提升，

大大降低了废品率。闫风茂大胆实施刀

具定量更换，300 件换刀一次，换下的刀

片根据磨损程度，在散线粗加工设备上

再次使用，这样既有效地控制了刀具费

用，又确保了加工质量。熟悉闫风茂的人

都知道他是位有心人，爱琢磨是他的最

大特点，针对 CT20 加工零件偶有质量

不稳定现象，他全程跟踪加工操作步骤，

创新性提出了校正磨耗数据的新举措，

在每次换刀时记录磨耗数据，换刀后及

时对磨耗数据恢复对标归零。“小举措”

实现了“大作用”，通过闫风茂在技术上

的改良，CT20 废品率由 2023 年年初的

3%下降到了目前的 1.5%，真正确保了

产品品质的稳定性。

弹锭轴班作为锭子 3 大主要零件的

生产班组，每月有近 20 个不同品种的产

品轮流上线生产，多品种多工序的复杂

生产对生产组织是最大考验，创新突破、

持续推进提质上量，成为闫风茂工作中

的重中之重。他打破常规、科学合理安排

班次，做好组织筹划，班组骨干全部实现

了跨工序每天两个班次生产。班组全面

实施带班制，不论哪个时段的班次都指

定班组骨干带班，随时协调解决现场问

题。班组员工 30 余人，通过岗位培训、定

向培养等方式，目前班组 60%以上职工

可以独立操作 2~3 个工序，真正成为

“多面手”“多能工”。作为班组“家长”的

闫风茂更是处处以身作则，哪道工序生

产紧人手少，他立刻充实上去。每天不定

时抽查工序质量，动态掌握生产需求，最

大限度协调组织生产。

去年在闫风茂的带领下，班组 3 种

零件总计完成 857.05 万套，班组人均生

产率全年提升 3%。在日常管理中，闫风

茂巧妙地把降本增效、品质提升等工作

与自主改善相结合，奖励与责任双管齐

下，职工们积极献计献策，人均自主改善

项目达到了 5.14 项。他个人提出的“优

化无心磨床加工程序，提升产能”项目，

成功实现了弹性管精磨外圆无心磨床加

工节拍由原来的 10 秒减少到 8 秒，提升

产能 20%。

一项项凝聚职工才智的项目为班

组各项工作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闫

风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不论谁遇到任何困难，他总是在第一

时间与工友们一起积极帮扶解决。友

爱和谐积极向上的班组文化扎根职工

心中，带动大家各尽其责、团结协作，

把工作努力做到最好。 闫风茂用干

事创业的激情书写了平凡岗位中的不

平凡，用匠心奋斗的成绩为企业改革

发展再建新功。

■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闫风茂：风扬激情创佳绩 大展匠心建新功

炎炎夏日，笔者走进海南大学的实验室，只见

该校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国家天然橡胶产业技术体

系副首席科学家张喜瑞和科研团队成员在调试智

能仿形割胶机。

“传统的人工割胶工作是从凌晨开始的，工人

忙到天亮最多只能割完 300 棵橡胶树的胶。如果用

智能仿形割胶机割胶，效率将大幅提升。工人只需

像玩‘QQ 农场’那样，用手机点击一下，不到一分钟

就可以完成 300 棵橡胶树的割胶作业。”张喜瑞对

笔者说。

近日，张喜瑞科研团队研制的智能仿形割胶机

在第九届国际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斩获

一等奖。

破解“胶贱伤农”困境

天然橡胶应用领域广泛，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

资。然而，传统收割方式效率低、综合成本高，国内

橡胶长期成本倒挂，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保障

面临较大压力。

头戴胶灯，弯腰、下刀、运刀、收刀，循环反复……

割胶工人日夜颠倒、昼伏夜出的高强度劳作场景，

深深地刻在张喜瑞的心里。

2010 年，张喜瑞来到海南大学工作。他在农场

调研时发现，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下跌，甚至一度出

现“一杯胶水不如一瓶矿泉水值钱”的窘境，橡胶企

业和胶农损失严重。部分胶园被弃管，胶农也开始

流失。

“胶贱伤农。我们科研人员必须有所作为。”张

喜瑞说，他要带领团队成员研制出能帮助胶农提升

工作效率的智能设备。

“胶农和橡胶打了几十年交道，他们最有经验。

研发新农机，当然要向胶农讨教经验。”张喜瑞说。

他常带领团队成员凌晨赶到橡胶地，观察橡胶树出

胶的规律，琢磨胶工的割胶手法。

很快，张喜瑞得到了胶农“真传”，悟到了割胶

的最高“境界”：胶刀要稳，动作要准、轻、快，既要做

到割面光洁、割线流畅、深浅适度，还不能伤树。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胶农，

也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水平。机器能做到吗？

经过 10 余年的潜心攻关，张喜瑞给出了答案。

他带领团队几易图纸，完成了智能仿形割胶机的设计工作。

这款割胶机采用模块化集成设计思路，可以精确控制割胶

深度，实现“一键”割胶。在保证产量和质量的同时，将割胶成本

控制在胶农可接受的范围内，便于智能仿形割胶机的推广。

“此外，这款机器还可以将产量、作业时长等数据上传信息

平台，供技术人员分析。”张喜瑞介绍。

无偿分享科研成果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让胶农愿意使用这款机器。

张喜瑞决定将科研成果无偿分享给企业，推动智能割胶的

普及。目前，围绕智能仿形割胶机的关键技术，张喜瑞已经以第

一发明人的身份授权 10 项专利技术。

科研工作之余，张喜瑞带领团队成员来到海南省多地胶

园，把新下线的机器送到胶农面前，手把手教他们如何使用。

“起初，胶农不是很信任我们，觉得我们是骗子。但后来，我

们跟胶农交朋友，真心实意帮他们提高产量，他们慢慢愿意尝

试操作机器。”张喜瑞回忆。

在培养学生方面，张喜瑞十分注重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

每逢暑假，他都会带着学生前往海南大学儋州种植基地，让他

们体验农耕的苦乐。

“我常跟学生们说，农业科技工作者要面向农民需求，切实

为他们着想。”张喜瑞说，“我希望，未来的橡胶园里，没有日夜

颠倒的胶农，只有一台台智能仿形割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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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喜瑞（左三）向学生讲解智能仿形割胶机
的设计原理 姻 资料图

闫风茂检查设备，确保机器正常运转 姻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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