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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蓓

“他是维修工，也是设计师，更像是永
不屈服的斗士！临危请命，只为国之重器不
受制于人。王树军，中国工匠的风骨。在尽
头处超越，在平凡中非凡。”在“大国工匠
年度人物”的颁奖词中，对王树军这样评价
道。

“大国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最美职工”……对于潍柴员工王树军来
说，2019年是难忘的一年，亦是丰收的一
年。不仅一口气获三项国家荣誉，还在2019
年7月潍柴集团举行的科技创新发展暨科技
奖励大会中，被授予“潍柴首席工匠”荣誉
称 号 ， 获 得 了 1 0 0 万 元 奖 励 ， 团 队 的
《WP9H/10H缸盖智能物流系统的设计开发
项目》荣获“潍柴集团工人技术革新成果特
等奖”。

新起点上再出发。2019年12月31日，在
潍柴一号工厂工匠创新工作分站内，大幅的
“2020年度潍柴工匠项目计划工作表”海报
平铺在地上，工人们正一一校对内容。再过
一天，这张新海报将悬挂上墙，将“2019年
度潍柴工匠项目计划工作表”替换下来。

“我们一号工厂工匠创新工作分站一共
有5名驻站工匠，我们5个团队圆满完成了
2019年的年度任务。”王树军自豪地说，这
些任务中包括技术攻关、生产难题、技术培
训、人才培养、设备管理、自动化改造等六
大项近百个项目。仅王树军自己，就有包括
《轻型机械手水平高速滑板的设计制造》

《加工中心完好技术标准的制定》《设计制
作H1封机缸体专用清洗机》等23个项目内
容。

新年伊始，潍柴工匠们又给自己定了新
的任务和目标。“今年的几个项目，感觉压
力有点大啊。”看着新的工作表，王树军感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记者看来，压力大，那也是王树军自

己找的。在2020年计划工作表中，王树军共
有24个项目，而这些计划都是他自己制订
的。其中，在让工匠们感到压力最大的自动
化改造项目中，王树军就定了《设计制作托
盘自动清理装置》《机体翻转检测装置的设
计制作》《设计制作机体缸套自动上料装
置》等5项内容。

王树军有两项高超的技能，其中一项便
是自动化设备的定制化设计及自主研发制
造。从2012年开始，他成了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到2013年，潍柴在全厂推行自动
化改造，王树军无疑是潍柴装备智能升级、
智慧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7年来，潍柴工匠们使出浑身解数，完
成了数以千计的设备自主研发制造的突破。
仅王树军一个团队，就改造、制造柔性设备
生产线5条、自动化设备109台套。“前期好
做的不好做的，都已经做了，可以说是越往
后难度越大，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高。”
在王树军看来，潍柴工匠们都是越困难，越
顶风而上。“只有逼着才能干出事来。”王
树军说这句话时，像极了一个永不屈服的斗
士。

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爱岗敬业、不断
创新，是董事长谭旭光对潍柴工匠精神的定
义。“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践行工匠精
神，用心干活，保质保量地完成全年工作计
划目标，打造高品质、高可靠性的产品，在
新起点上再出发。”王树军说。

广告

“大国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最美职工”王树军———

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 本报记者 张 蓓 宋学宝

“刷刷刷……”1月3日上午11时，一阵
阵声响从潍坊十笏园文化街区一间屋里传
来。这是潍坊木版年画传承人、高级工艺美
术师张运祥正在他的工作室里制作年画。

走进屋内，只见张运祥正在用刷子饱蘸
蓝色水墨，均匀刷在蓝色木版上，纸张铺
好、刷平，轻揭起来，一幅寓意家族平安、
子女上进的《五子登科》文门神年画图的蓝
色便上色完成了。

“这个蓝色是用绿色树叶熬的，而且必
须是用夏天最热时候的树叶，那样的最
好。”张运祥告诉记者，神像里没有粉色，
因为在民间粉色是比较飘的颜色。

刷完蓝色后，张运祥又陆续换了几种颜
色，记者看到，不管是蓝色、黄色，还是紫
色、红色，这些颜色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又稠
又浆。张运祥说，这些都是自己特制的颜
料，黄色是槐米加栀子熬的，紫色是木耳菜
种子熬的，红色是用红土、朱砂熬的，均放
置了一年多。

为何不用普通颜料替代？“因为普通颜料
活性比较强，固色不好固。”张运祥打了个比
方，就好比故宫里的墙，都是用红土刷的，所
以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也没有完全褪色。

张贴年画曾是中国传统年节必不可少的
年俗，如今，这一习俗却已渐渐淡出人们的
生活。“现在贴年画的少了，主要是居住环
境变了。”在张运祥看来，年画是与时俱

进、随俗而变的，艺人需迎合现代新的审美
和生活习惯等进行创作，年画才能一代一代
传下去。

因为纸质年画的消费减少，张运祥20世
纪90年代把年画印在棉布上做成挂毯。如
今，他又把年画贴在大红色的春联纸上装裱
成轴，通过材质、色相等传统技艺上的创新，
迎合时代发展。但无论怎么改，传统的制作
工艺是不变的。

刚刚过去的2019年，张运祥最大的收获
就是创作了两幅四尺整张的大尺幅门神年
画。“尺幅比较大，应该是潍坊地区最大的
了。”顺着张运祥所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了
这两幅门神年画。它们被贴在了红色春联纸
上，装裱成轴，悬挂在工作室最显眼的地

方。“我把年画印在春联纸上，可以增加节
日气氛，这个难度在于调色，年画要把大红
纸颜色盖住，不能把大红纸的颜色翻上来影
响色相。”张运祥说，这些创作深受市民欢迎，
在他看来，虽然居住环境变了，但是老百姓根
深蒂固的情结没有变。

“2020年，我希望能把去年设计的一些
新样子制成版，展现在大家面前，尤其是要
完成这幅《二十四节气》的续篇。”张运祥
边说边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二十四节
气》，这幅作品制作手法跟传统木版年画一
样，但是完全打破了传统年画的构图、用色
等，看着更像一幅清新淡雅的装饰画。

张运祥希望，在2020年，年画艺人能创作
出更多新品，让木版年画事业薪火相传。

潍坊木版年画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张运祥———

让木版年画薪火相传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郑颖雪

“你看我的水果西红柿，只要吃过的都
反映口感好，并且因为品质安全，获得了大
家的认可，口碑竖起来了，线上线下结合，
采摘销售结合，供不应求。”1月6日，在青
州市国才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棚里管理水
果西红柿的合作社理事长郑国才告诉记者，
每天一大早，大棚里都会迎来采摘水果西红
柿的游客。

“我刚开始提出种植采摘西红柿的时
候，几乎没有人支持我，但我认为从安全和
品质入手，肯定能打开销路，建立客户
群。”郑国才说。

郑国才是青州市高柳镇郑家村村民，
1995年从部队退伍回家后开始建造温室大
棚，种植蔬菜。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散户
种植技术缺乏、规模小、质量差，无法满足
市场需要。为更好地提高蔬菜产量和品质，
郑国才于2010年依托本地资源成立青州市国
才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50多户无
技术、无资金的农户建起蔬菜大棚，帮助他
们实现了脱贫致富。

“经过多年的经营管理，我发现自己存
在很多不足，所以我找到青州市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报名参加学习。”郑国才说，通过
学习，引进了4个适合采摘的水果西红柿品
种，发展蔬菜采摘业务。

经过几年来系统的学习，郑国才成为一
个有文化、善经营、会管理、掌握多项技能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他免费为邻村
百姓传播种植技术。当慕名而来的全国网友
向他请教种植经验时，他毫无保留地提供技
术指导，被大家誉为“青州舍得哥”。

“新型职业农民要有新担当。”郑国才
总是这样说。他不仅在农业种植上为乡亲们
免费指导，还积极奉献爱心。去年8月，受
“利奇马”台风影响，青州北部的高柳镇、
何官镇等蔬菜主产区大量大棚进水，受灾严
重。郑国才了解到情况后马上联系一同参加
学习培训的学员张玉忠，组织起手拉手爱心
团队，有水泵的献出家里的水泵，有车的出

车，帮助受灾群众开展大棚排水。由于进水
的大棚太多，各家贡献的水泵根本不够用，
郑国才、张玉忠又自费购买了3台汽油抽水
机供大家使用。

凭借着满腔的热情和精湛的技术，郑国
才入选“青州好人”“潍坊好人”名单，先后被
评为潍坊市级优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训优秀学员。

“2019年，我成立了青州市智奕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努力打造生态农业。今
年，我打算带领社员多走出去，参观考察一
些好的种植品种、种植模式，改变传统的种
植方式，走精品化、高端化路线，树立自己
的品牌。”郑国才说。

免费传农技，积极献爱心，“潍坊好人”“青州舍得哥”郑国才———

精品化种植，打出自己的品牌

□记者 张蓓 报道
潍柴一号工厂工匠创新工作分站培训基地有很多专业书籍，王树军闲暇时间，就喜欢到

这里来看书。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月5日，潍坊市举行全市道德模

范座谈会，51人被授予第七届潍坊市道德模范称号。
这51名道德模范中，有孝老爱亲的榜样，有诚

实守信的典型，有敬业奉献的表率，有见义勇为的
英雄，有助人为乐的楷模。在他们身上，洋溢着感
动社会的道德力量，彰显着凡人善举的精神魅力，
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可亲可敬的学习榜样。

近年来，潍坊市社会道德风尚持续向好，社会
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显著提升。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3人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5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24人被评为山东省道德模范，166人被评为
潍坊市道德模范。

51人获评第七届

潍坊市道德模范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19年12月31日，由潍坊市委宣

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2020潍坊市民新年音
乐会精彩上演。

潍坊市民新年音乐会已连续举办了5年，是潍
坊市品牌性文化惠民活动，今年的新年音乐会更是
加大了惠民力度，分别在文旅发布、潍坊市文化馆
公众号等平台向市民免费赠票。

市民新年音乐会举办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记者从潍坊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按照《潍坊市高级技能人才评选
奖励办法》和《潍坊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等
文件要求，潍坊市评选出2019年度潍坊市首席技师
40名、潍坊市有突出贡献技师60名、潍坊市技术能
手100名。

本次评选出的高技能人才，是潍坊市技能人才
队伍中的杰出代表，在推动本行业、本领域的技术创
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了良好的
引领示范效应。对评选出的高技能人才，除发文公布
之外，潍坊市还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政策给予相应奖
励。比如，潍坊市首席技师在4年管理期内，每人每
月给予600元奖励津贴，管理期内每年拨付一次。

去年潍坊评出200名

高技能人才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

文件公布第七批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潍坊市
珠联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532文化产业园）、
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珠联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532文化产业
园）是利用1917年建厂的大英烟草公司历史文化遗
迹，投资近2亿元打造的集文、商、旅等产业于一
体的文创园区。潍坊滨海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是以文
化旅游产业为核心主业的国有集团公司，成员企业
30多家，涵盖旅游、文体、建设、水产、经贸等多
个板块，依托滨海区独特的“海河湖”资源，高质
量开展海洋生态旅游产业综合开发。

潍坊新增两处省级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孟祥茂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19年12月26日，潍坊峡山区王

家庄街道泛海希望小学五年级一班的黄元萌收到了
老师宋岫锟送来的新棉衣和棉鞋。黄元萌的父亲因
病常年卧床，母亲靠偶尔打点零工贴补家用，是该
区建档立卡低保户。

为了不让一名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王
家庄街道教育管理办公室结合学生资助政策进行了
教师一对一、一对二等帮扶措施，充分利用家长
会、班会、黑板报、宣传栏、一封信等方式，宣传
国家相关资助政策、办理程序及要求。该街道还通
过班级摸底、侧面了解、实地走访，以及结合扶贫
办、民政局、残联等部门最新数据等方式进行细致
排查、摸底，做到精准识别，确保不漏掉一名贫困
学生，做好资助资金准确及时发放工作。同时，该
街道教育管理办公室还积极发动企业、校内外爱心
人士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

不让一名贫困学生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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