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李敏

电话：(0532）80889886 Ema i l：qdxw@dzwww.com18 时政
■■寻寻找找““青青岛岛工工匠匠”” 弘弘扬扬““工工匠匠精精神神””

□ 本 报 记 者 白晓
本报通讯员 张黎

啤酒的包装，每一步都需要专注于精，
细致入微，考验的是每个操作人员的敬业心和
精细度。在青岛啤酒，目前担任青岛啤酒厂包
装部6号线线长的郝全青，干的就是这个活。

30年专注做好一件事

1987年，郝全青从部队转业到青岛啤酒厂
工作，从一名普通操作工干起。由于在部队服
役期间，他从事的是大型机械的维护、保养
工作，对机械有着极高的敏感度和敏锐性。

啤酒包装是啤酒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
也是对啤酒质量影响最大的工艺过程之一。
郝全青说：“包装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
到啤酒的酒体质量和外观质量，每一步都需
要专注于精，细致入微，考验的是每个操作
人员的敬业心、精细度。你的心必须是静
的，不能有丝毫的疏忽、疏漏，既要有科学
家的精神，保证啤酒的质量指标；还要兼具
艺术家的气质，精益求精，保证每一瓶啤酒
到达消费者手中都是趋于完美的。”

在啤酒的整个酿造过程中，啤酒包装线
是技术比较复杂、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
线，洗瓶机、贴标机、装箱机、码垛机……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全线
生产效率。

越是智能化，越需要“守住初心”。郝
全青每天不知疲倦地坚守在包装生产线上，
从一名普通装酒机操作工，一步步成长为工

段长。包装线上的每一台单机，他一个机
台、一个机台地研究熟悉，了解它们的脾
性，琢磨更好驾驭它们的办法。从洗瓶机到
码垛机，每一截输送、每一个酒阀，他都反
复琢磨来琢磨去。

“机器越智能，对人的要求也越高，更
需要人的精细化操作和智慧驾驭。工匠精神
对我而言，就是把每一瓶啤酒口味做好，包
装做得极致精美，让每一位消费者不仅喝着
舒服，看着也要舒服。”郝全青说，“其实
我们的追求很简单，就是给消费者提供一瓶
完美无瑕疵的青岛啤酒。”

创造多项操作法

凭借肯钻研、肯学习的一股“钻劲”，
郝全青练就了一身绝活，成为名副其实的
“技能王”。在技术革新、节能降耗、生产
效率等各方面，他创造了多项以个人名字命
名的操作法，2015年荣获青岛市劳动模范称
号，并被聘为青岛市首席技师。

目前，青岛啤酒厂已经开始向“高、
精、特、新”转型，并已形成一套成熟的

“ 小 瓶 化 、 多 频
次、多品种”的生
产模式。“我们以
前就干3个品种，现
在要干 1 5 0多个品
种，这中间频繁的工
艺、设备转换是很繁
琐和复杂的。”郝全
青说。为了攻克罐装
过程“瓶颈性”问题，
他发明了“全青换瓶
法”，在公司60多家
工厂推广。

对于啤酒行业
来说，效率就是效
益，决定效率水平的
关键因素就在于调
车时间。“调车无定
法”，之前一直是行
业公认态度，运气好
点可能就调得快些，

运气差点可能就调得慢些。善于钻研的郝全青
不这么认为，在他的带领下，对一整条线的关
键机台建立了标准化调车手册，“全青调车法”
的调车效率整体提升30%。

装酒机是整条生产线的心脏，在装酒过
程中，氧气含量的控制非常重要，关系到啤
酒的新鲜口感和风味稳定性，这是衡量啤酒
包装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为此，郝全青带
领自己的团队，用了近3年的时间发明了“全
青降TPO法”，突破了这一原本被德国人垄
断的“禁区性”技术。

改造进口设备缺陷

郝全青学历不高，但却凭借一股钻劲
儿，参与各项技术革新项目达33次、优化改
进了多项操作工艺。

德国某公司生产的设备一直被公认为世
界最为先进的啤酒生产设备，在操作过程
中，郝全青发现，罐装线在生产过程中会经
常出现“别车”现象，他将这一情况向设备供应
方进行了反馈，但遭到了该公司德国工程师的
否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在精密测量
的基础上，通过改造灌装机三角导板，对装
酒机相关部位参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奇迹
般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让德国工程师都不得
不佩服，并且该公司最终也采纳了这一改
进，对设备的设计参数进行了统筹调整。

郝全青还主持了青岛啤酒厂包装部6号线
装酒的技改项目，目前这条具有20多年历史的
生产线，系统能力有了巨大提升，成为工厂运
行时间最长，但活力最强的一条生产线。

郝全青：让每一瓶啤酒都成艺术品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痴迷焊接练绝技

虽然年仅31岁，张合礼却已是资深的高
铁焊接大师，先后在时速250公里、时速300
公里、CRH380A、中国标准动车组等高铁车型
制造中挑大梁，一次次完成焊接攻关任务。

作为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最年轻的高级技
师，张合礼近乎痴迷地对待焊接工作，练就
了8项绝技，完成焊接试件1500余组，解决了
30余项技术难题，并在中德焊接对抗赛中夺
魁，让德国人为他点赞。

按工作分工，张合礼所在的班组主要负
责动车组底架的焊接工作。底架是动车组的
关键承载部位，相当于列车的“脊梁”，直
接关乎列车运行的安全性。对高铁焊接来
说，底架是最为关键的一道焊接工序，焊接
的质量要求极高，操作难度非常大。同时，
焊点越少、效率越高、质量也越好。

要想做到严丝合缝，就必须减少环焊
点。底架枕梁抗侧滚补强板焊接，360度环焊
缝要多次才能焊完，而且焊后有多个焊缝接
头，需要后期打磨。一个底架下来，光打磨
就要花掉2个半小时。

一向爱琢磨的张合礼带领同事攻关，独
创了“枕梁抗侧滚补强板焊接环焊缝连续焊
接一次成型”焊接法，整条环焊缝，连续焊接一
次成型。用这种焊法，一个底架的补强板不用
一个小时就能焊完，焊接效率提高了150%。

从“厨师”到高铁工人

张合礼属于“半路出家”。
张合礼老家在西安农村，初中毕业后来

到青岛，在一家小饭馆里当厨师。饭馆附近
是一家技工学校，张合礼渐渐萌发了学习焊
工技术的念头。2005年进入技工学校学习电
焊，成为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除了上课学习，张合礼坚持打两份工维

持生活，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为了充分利
用时间，住在校外的张合礼每天一早帮饭店
卖早餐，再去学校上课，晚上再回饭店打扫
卫生，深夜回家继续学习、查阅资料。

2008年，张合礼获得青岛市职业技工大
赛学生组第一名，并被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录
用，当起了焊工。

进厂后，他一头扎进车间琢磨技术。直
到今天，张合礼依然保持着对电焊技术的学
习热情。“我不玩游戏，不看美剧，手机上除了
QQ和微信，就只剩下与专业相关的软件和电

子书。而我平时放假
最喜欢去的地方就
是书店，那里有很多
电 焊 专 业 的 书
籍。”张合礼说。

2011年，张合
礼 代 表 中 国 参 加
“LVM杯中国德国
焊接对抗赛”。那
段日子，他每天早
上6点钟就到实训的
地方开始训练，一直
持续到晚上10点半，
回到家还要巩固理
论，一天的休息时间
几乎只有三四个小
时，他咬牙坚持了将
近4个月。最终，在
遥远的德国，25岁
的他一举夺得高级
组135（MAG）项

目第一名，令中外同行刮目相看。

擦亮高铁名片

去年，张合礼成为中国标准动车组试制
组的骨干成员。为了获取应用在现车上的参
数，他和同事们连续上夜班做实验、试做产
品，周而复始，持续了一个多月。那段时
间，张合礼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工作，甚
至连刚出生的孩子都来不及多看上几眼。

上夜班，这是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每个一线
工人都避不开的话题。为了保证生产，防止出
现质量问题，夜班生产时必须要有技术高、责
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员工在岗，张合礼在夜班

“压阵”，是班组里上夜班最多的员工。只要生
产需要，他总是随叫随到，决不推诿。

这些年来，张合礼经手的动车组，从时
速250公里、时速300公里CRH2型动车组，到
世界最快的时速可达380公里的CRH380A，再
到中国标准动车组，他一次次“挑大梁”。

在外人看来，张合礼工作时身处嘈杂的
车间，电焊时火花四溅，而且还拿出大量的
私人时间来学习和实践电焊技术，实在太不
容易了。但是张合礼却不这么认为。

“当我看到自己焊接出来的作品很完美
时，真的觉得是一种享受。”张合礼坦言，
电焊对他来说是职业，是兴趣，更是享受。

如今，南来北往的高速动车组，早已成
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张合礼说：
“要让自己亲手焊接的动车组跑得更快更
好，为中国高铁这张名片增光添彩。”

张合礼：“焊”接动车脊梁

□ 本 报 记 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臧在望

从养路工到首席技师

6月1日，在济南铁路局青岛工务段威海
客专线路车间，车间主任葛昌林正为当晚的
铁路养护工作作准备。

每天凌晨零点到4点，当人们还沉睡在梦
乡里时，葛昌林他们已经在单线104 . 7公里长
的铁轨之间查找线路“病害”了。

葛昌林的祖父、父亲都是工务段线路
工。2000年，19岁的葛昌林从父辈手中接过
修路工具，来到青岛工务段成为一名线路
工。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铁三代”，老一辈铁
路人敢于吃苦、耐于劳作的精神，对葛昌林产
生了很深影响。2001年，他主动请缨调到了
当时条件最为艰苦的长沙堡线路工区。

那年夏天，连续的降雨导致蓝烟线上一
处大桥发生滑坡，工区职工全体出动连夜奋
战，终于将险情控制住。为了防止再次出现
滑坡，葛昌林主动留下值守看护，直到防洪
警戒解除。在荒山野岭间度过的十几个夜
晚，让葛昌林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也
让他心生了一个愿望。他说：“通过我们这
一代人的努力，提升线路养修管理的科技含
量和施工效率，让铁路人真正成为铁路现代
化建设的知识型工人。”

愿望的实现需要行动和坚持，葛昌林白
天参加施工维修，晚上捧书研读，十年如一
日，积累了大量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

2008年，27岁的葛昌林参加了“全国铁
道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并荣获冠军，他还先
后获得“全国杰出青年岗位能手”、“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铁路劳动模范”、
以及“山东省首席技师”等荣誉称号。2011
年，葛昌林作为铁路系统劳模代表，受到了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主动请缨精调青荣城轨

“高铁时代的养路工，要熟练应用数字

化、机械化设备，操作标准更严格更精
准。”葛昌林说，他们的工作可以概括为
“精调”两个字，像铁轨的轨距、水平以及
误差都要控制在毫米级。

在列车停运的4小时“天窗”期，养路工
需要俯身观察钢轨的光带变化以判断钢轨方
向是否顺直，把不怎么直的用人力拨正。而
夜间作业如何获得合适的光源就成了工作的
难点。葛昌林带领团队结合所学知识和以往
经验，最终确定了在钢轨两侧安置照明灯，
通过调整灯的角度，利用内外两条光束照射
的交汇处观看轨面光带，从而确定线路病害

的所在位置。在青
荣城际轨道精调期
间，葛昌林和工友
们配合大机捣固8公
里，理顺轨距24公
里 ， 道 岔 精 调 1 3
组，圆满完成了青
荣城际线路的精调
任务。

对于养路工人
而言，日复一日的
重复性检修才是查
找病害的关键。在
葛昌林他们所负责
的单线104 . 7公里长
的铁轨间，只有56
位养路工人。葛昌
林坚持“把时间靠
上去，把身子铺下
来”的工作理念，
每天4点起床，凌晨

才休息，职工两班倒，他全程跟班。2015
年，葛昌林被提拔为青岛工务段威海客专线
路车间主任，虽说可以不去现场了，但葛昌
林仍坚持在现场盯控。

传帮带培养工匠团队

“从实践中培养职工标准化作业习惯，
这种言传身教的办法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辛苦些也值了。”葛昌林说。

在青岛工务段威海客专线路车间检查工
区，有一位90后工长叫李魏林，工友们都亲
切地称他“精调师”。对于这个称号，李魏
林说，以前由于对高铁作业精度掌握不到
位，多次受到师傅批评。在葛昌林的传帮带
下，他把精调误差一步步控制在0 . 5毫米以
内，甚至达到零误差的标准，这在高铁线路
上并不多见。现在，李魏林又把这种严要求
传递给年轻的工友，车间里20多位青年职工
中，不少人已能独当一面。

为了最大化利用数据指导日常检修，以
达到精细化作业的效果，在葛昌林的指导
下，李魏林综合分析动检车图纸和轨道测量
仪数据，使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互为补充，
实现了检查数据的精确化，提高了日常检测
工作效率，节省了工作时长。

济南铁路局青岛工务段负责人称，葛昌
林和李魏林以智慧和执着实现了从工人到工
匠的转变，他们刻苦钻研、不怕吃苦，善于
学习，用近乎严苛到极致的标准对待每一根
钢轨、每一组数据、每一项作业，让大家看
到了新时代铁路养路工人的工匠情怀。

葛昌林：执著成就金牌养路工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吴留文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2日举行的青岛市职工技术创

新竞赛总结表彰大会透露，岛城今年将在广大职工
群众中大力培育“青岛工匠”，推动企业支持职工
提升技能，提高职工群众的整体素质。

借鉴杭州市打造20万名“杭州工匠”的做法，
青岛市总工会会同人社、科技部门研究落实青岛市
的政策意见。其中，市总工会计划在全市企业中开
展“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在广大职工
中掀起“学知识、练技能、比贡献”的热潮，为青
岛制造2025战略实施和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
支撑。

突出工会的“职工素质提升工程”和“职工创
新技术竞赛活动”，青岛市总工会将配合市人社局
等部门，联合组织举办青岛市第十四届职业技能大
赛，设立职工大赛专项奖金，设立青岛工匠杯和振
超杯；与人社局发起“2016全市企业职工岗位大练
兵活动”，推进工会与人社系统资源共享；加强
“工匠精神”宣传工作，在全市掀起“学习工匠精
神、助推青岛制造”大讨论。

青岛市计划引导更多的企业开展职工技术创新
竞赛活动，使竞赛活动成为一线职工创新创造的舞
台。通过竞赛，帮助企业培养更多技能人才和创新
人才，让更多的企业像海尔集团、青岛港集团、中
车股份有限公司那样，依靠职工素质提升、持续创
新而不断发展壮大。

岛城加快培育

“青岛工匠”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3日，青岛市委办公厅、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会同市南区委、区政府，组织社会各
界人民群众代表，开展了人民群众“见证城市发
展，感受全域统筹”走进市南区开放日活动。

参加本次活动的有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的
社区居民代表、媒体代表以及部分机关干部代表等
150余人。市民代表通过“听、看、谈、问”，体
验了市南区“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
要成就。

市民代表还对推动区域均衡融合、保障和改善
民生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市南区

开展市民开放日活动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2日，青岛首个专业从事智慧

交通创意孵化的服务机构——— 1910智慧交通创意孵
化器在交运集团文化传媒公司启动，聘请中国道路
运输网总编奚乐夫、北京道路交通专家及径卫视觉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波等8位专家为创业导师，
并颁发聘书。

1910智慧交通创意孵化器将专注于智慧交通领
域的创意孵化，积极引入创意进行项目指导、项目
孵化、项目路演、对接生产企业，帮助项目快速成
长。

孵化器创意项目重点关注以“车轮子”为主题
的创意及概念设计，主打智能、共享、绿色低碳三
大内涵，如智能立体停车、错时停车共享、汽车充
电、车载智能设备、管道公交、景区低碳微循环交
通等，联合风投、企业，共同解决车车、车路、车
人、车与互联网等问题。

1910智慧交通

创意孵化器启动

□记者 宋弢 通讯员 公伟成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4日至5日，首届青岛直升机

航模特技邀请赛在西海岸生态观光园举行。来自日
本、意大利等地的直升机航模齐聚西海岸，为航模
爱好者带来一场竞技盛宴。

该项赛事由西海岸生态观光园主办，青岛爱索
航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青岛市航空运动协会
等单位协办。竞赛项目包括国际级遥控直升机特技
（F3C普通级）、国际级遥控直升机特技（F3C—P
专业级）和穿越竞速赛。在接下来的两个周末，市
民将能欣赏到航模运动职业选手带来的特技飞行表
演。

F3C是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运动名录下的一个
运动项目，项目全称为“F3C—国际级遥控直升机
特技模型飞机”。通俗讲就是按照规定的比赛动作
规范飞行，悬停的稳定度以及上空特技动作的舒
展、优美程度都是获得高分的必要条件。F3C有十
多种规定动作，比赛是按照运动员操纵模型完成动
作的规范性进行评分。

直升机航模

秀特技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市公安机关依托大数据建立

“刑警反扒联盟”，凭借传统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等
新机制新战法，有力打击了扒窃犯罪。今年以来，
全市刑侦部门已破获扒窃案件210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近200名，打掉扒窃团伙十余个，全市扒窃案
件明显下降。

青岛市公安刑警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资
源，将发案信息、破案信息、行业信息、社会信息
等海量信息与反扒工作紧密融合，精准研判扒窃案
件多发区域、发案特点和作案手段，特别是把本地
有扒窃前科人员和外地高危地区来青人员列为高危
管控对象，实时关注这些高危人员的动向，从中发
现异常情况和犯罪线索，准确“筛”出犯罪嫌疑
人，实施精准打击，让涉扒高危人员在本市“藏不
住、干不成、逃不掉”，挤压了扒窃高危人员的作
案空间，减少扒窃犯罪的发生。

刑警反扒联盟

打掉扒窃团伙十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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