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1975年生，壯族，中共黨員，吉利百礦集團有限公

司廣西東懷礦業有限責任公司機電中隊車工。

黃雪慧先後獲得「廣西五一巾幗標兵」「廣西五一勞動

獎章」「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煤炭工業勞動模範」

等榮譽稱號。

2022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選舉產生48名出席中國共產黨

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黃雪慧在當選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後，繼續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二十

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男，1974年生，漢族，中共黨員，濰柴動力股

份有限公司一號工廠加工一車間

維修鉗工、首席技師。榮獲「全

國勞動模範」「全國技術能手」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2018 年

大國工匠年度人物」等稱號。 掃碼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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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軍是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一號工廠（以

下簡稱「一號工廠」）負責設備維護管理的維修鉗

工、首席技師，參加工作29年，專心致志與一線

設備打交道，逐漸成長為濰柴動力乃至內地發動機

行業中設備檢修技術的集大成者。從一名普通的維

修工成長為「大國工匠」，王樹軍勇於挑戰世界最

先進的數控設備，打破了國外對機床維修的技術壟

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胡臥龍 山東濰坊報道

在一號工廠，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正在「搶修」的王樹軍，他
和同事鑽進了一台設備，一手拿着手電，一手拿着工具，正在

認真檢修、調試故障設備。周末兩天，他們已經基本排除了故障。
作為工信部評選的智能製造試點示範基地，一號工廠是高端柴油發

動機智能工廠，擁有世界最先進的生產設備。王樹軍正在調試的是一號
工廠新建的第四期生產線，預計10月初投產，向黨的二十大獻禮。

高精尖設備維護第一人
「濰柴2005年籌建一號工廠，當時就從德國和日本引進了世界頂尖數控加

工中心和加工單元，投資近2億元（人民幣，下同）。」王樹軍參與了一號工
廠的籌建，他不但接觸到了行業內最先進的裝備技術，也一次次向外國技術發
起挑戰。
在這些頂尖設備安裝初期，某品牌加工中心調試過程中，其廢品率高達10%，

負責調試的外國專家一籌莫展。王樹軍在原設計基礎上大膽創新，將廢品率成功
控制在0.1%之內。他還進一步提出成立「中外聯合設備調試小組」，為中國維修
人員打開了難得的國外高精尖設備維修禁區。聯合調試僅4個月，王樹軍帶領中方
調試小組解決技術難題72項，不僅得到外國專家的肯定，更積累了近3萬多字的技
術資料。

高端設備維修細密過「繡花」
王樹軍有兩項高超的技能，一是擅長自動化設備的定製化設計及自主研發製
造；二是精通各類數控加工中心和精密機床的維修。在一號工廠，人人都知道
王樹軍「膽子大」，他敢於向「洋權威」挑戰，也敢於在進口高端設備上
「動刀」。
王樹軍維修過的進口設備每台都價值上千萬元，其中最貴的一台價值
7,000多萬元。廠家當時回覆，外國3名維修人員可以飛來中國維修，
維修費用170萬元，維修時間一個月。「我們的生產是按秒計算的，
當時處於高產期，一個月根本等不起，也不能等。」王樹軍毛遂自
薦，得到了領導的支持。
沒有詳細資料，只有一張示意圖，王樹軍用手將設備一塊一塊拆
開，拆下的每一個零件都做了標識，一邊用相機拍一邊記錄。王
樹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高端進口設備都非常精密、複雜，每
次維修比「繡花」還要細密。王樹軍最終鎖定故障點，其故障部
位足有兩噸重。只用了21天，王樹軍和同事修好了該設備。至今
回憶起來，他依然覺得很有成就感。

見證中國高端裝備製造高速發展
2013年，濰柴專門為王樹軍成立了創新工作室。依託這一平台，王樹軍和團隊從修設備到改

設備，再到造設備，共實施各類創新230多項，已累計創造經濟效益2.62億元。
王樹軍帶香港文匯報記者參觀一號工廠，在這裏工作近20年，他見證了一線工人的工作環

境、地位以及薪酬發生的巨大變化。「濰柴今年首次將全球柴油機本體熱效率提高至51.09%，
進一步提升了我國在全球內燃機行業的話語權。」王樹軍說，從歐II發動機到如今的國六，從傳
統動力到新能源領域，他也見證了中國高端裝備製造業在質量、環保、創新以及智能化方面的高
速發展。
「此次當選黨的二十大代表很激動，感覺國家對我們一線產業工人越來越重視。」王樹軍說，作

為新一代的產業工人，他很慶幸趕上了這個新時代，也要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產業升級做貢獻。

心無旁騖攻主業 幹到老學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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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一聃 ◆版面設計：卓樂

「你去的這個廠區都是國外最先進的加工生產線，
外國技術人員調試的時候，你要把他們調試的細節
和手法記在腦子裏。」李文博上個月從一號工廠調
到濰柴集團的一個新廠區，王樹軍再三叮囑他一定
要做好學習筆記，「好腦子不如爛筆頭。」每天不
管多忙，一定要堅持抽出半個小時去學習。
王樹軍不僅技藝過人，他還將自己總結的經驗
和方法傾囊相授。李文博和王樹軍共事20年，李
文博受王樹軍影響頗大。他也學着王樹軍，把維

修過程中的經驗、教訓記錄下來，已經記錄了十多本。王
樹軍通過首席技師大講堂和濰柴網上學習平台與濰柴全球
各子公司進行技術交流和技術培訓，每年授課達240課
時。李文博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樹軍的創新工作室就
像是濰柴的「黃埔軍校」，他把自己一手帶出來的維修骨
幹，輸送到濰柴旗下各個廠區。
「心無旁騖攻主業。」王樹軍說這句話是他的工作方向，

他還要發揮示範引領作用，大力弘揚新時代工匠精神，讓更
多的年輕人以誠實勞動為榮，以爭當工匠能手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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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百礦集團有限公司廣西東懷礦業車工黃雪慧工

作的地方是一台三尺長的鋼鐵車床，一身粗布工作

服，一頂紅色安全帽。黃雪慧19歲進廠，年復一年面

對的是寒冬冰冷、炎夏高溫的鋼鐵機床。作為一名普

通的車工，鑽頭，車刀，螺紋刀，尖鉗，毛刷，28年

如一日，黃雪慧用柔情纏繞着堅硬鋼鐵車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徵兵 廣西報道

高標準嚴要求踐行新時代工匠精神

黃 雪 慧

黃雪慧的父親是百礦集團前身東筍煤礦的採掘工隊隊長，她是
「資深」的「礦二代」，1994年7月，年僅19歲的黃雪慧從

廣西煤炭技工學校畢業，加入到礦山建設的大軍之中。
「既然做了這份工作，就要認真做好。」作為一名煤礦機修工

人。28年來，她不斷提高業務技能，變成獨當一面的能手。

自製滑輪 提高煤礦搬家移架速度
廣西百色東懷煤礦建井初期，各種工具配件加工繁多而且艱巨。

有一次，礦裏給車間下達了15天內完成加工21套鐵軌叉尖插盤的
任務。加工這些工件不僅工序複雜，而且沒有圖紙，她只能一個一
個地測量和反覆打磨。到下班收工時，她才發現腰部和腿腳部位已
經酸痛得伸不直了，但第二天又爬起來繼續上班。
為了生產工作能夠順利進行，有時候她連續十幾天早班連着中班
一起上，加班加點地幹活。最忙的一次凌晨5點才到家，6點多又
馬上爬起來投入工作中。
在礦井開展綜採工作面搬家期間，十幾噸的液壓支架在絞車水平

牽引下，經常因為地板不平被卡住，而狹窄的巷道又難於清理，往
往卡一次就要耽誤一個班的時間來處理。為解決液壓支架在巷道被
卡住的問題，她和工友反覆摸索和修改，最終設計出了一種新型滑
輪，將原來每個工作班平均能轉移2個架提高到6個架，再一次刷
新了東懷煤礦搬家移架最快紀錄。

能做100% 就不會做99.9%
「作為在『百色起義』這片紅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新時代工匠，繼
承發揚『百色起義』精神，首先要做好本職工作，愛崗敬業，精益
求精。」黃雪慧說，「我要通過自身努力來感染和鼓舞更多職工，
讓『百色起義』精神在這片紅土地生根發芽。」
隨着機電設備不斷升級更新，以及礦井管理水平日益提升，作為
一名車床工的黃雪慧深知必須對本職崗位專業知識有更深層次的了
解。她利用業餘時間學習新知識，積極參加集團公司和礦裏組織的
各項學習培訓，並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一方小小的工作台上
日復一日地鑽研和打磨專業技術，勤懇上進的她逐漸成長為公司的
高級技術人才。
「一微米的差錯都會影響整台機器運轉，機器一停下來，就會

影響整個礦井的生產。」黃雪慧對每一個加工產品都要求精雕細
琢，不允許有絲毫失誤，「能做到 100%的，就不會只做
99.9%。」

19歲成為一名車工，28年來，黃雪慧
沒有離開過煤礦，沒有離開過車工崗
位。她作風扎實，勤於鑽研，在平凡的
崗位上揮灑着努力與執着。
黃雪慧用高標準、嚴要求的工作品質踐
行新時代工匠精神，從一名普通的工人逐步
蛻變成高級技工。「能當選黨的二十大代
表，對於非公企業的產業工人而言，這是一
種激勵，更是一種鞭策。」隨着離黨的二十
大勝利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黃雪慧也在積
極做好準備，結合自身崗位工作實際，準備

會議發言材料，深入工友中談心交心、
傾聽心聲，了解產業工人的所盼所想。
在廣泛調研基礎上，黃雪慧將目光聚焦
到了產業工人隊伍建設上。
「我比較關注中央關於新時代產業

工人隊伍建設方面的新部署新要求，
以及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方面的戰略部
署，我正在修改完善加強新時代產業
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的建議，努力壯大
革命老區產業工人隊伍，為推動工業
振興作出自己的貢獻。」黃雪慧說。

王 樹 軍

◆◆王樹軍王樹軍（（右右））與小組成員進與小組成員進
行項目調試行項目調試。。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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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來，黃雪慧沒有離開
過車工這個崗位。受訪者供圖

◆黃雪慧（右）在綜採液壓支架下工作。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