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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昊琨
实习生 刘蘅仪 潘 晴

近海防御，我行！远海护卫，我能！
在我国绵延万里的海岸线上，国产航

母正以精良的装备和专业的作战能力，保
卫我国海空两域，守护祖国的安全，是捍
卫我国疆土的国防重器。

航母、船舶由一块块钢板拼接而成，
电焊工被称作“钢铁裁缝”。一艘万吨级
轮船，焊缝长度数以万米计，每一条焊缝
都必须较真儿 。 在 辽 宁 舰 、 山 东 舰 两 艘
国 之 重 器 上 ， 由 于 其 材 料 特 殊 ， 在 焊 接
过 程 中 极 易 产 生 磁 场 ， 过 大 的 磁 场 会 导
致 焊 接 失 稳 ， 产 生 缺 陷 ， 严 重 影 响 焊 缝
质 量 ， 如 何 消 除 或 减 少 磁 场 是 关 键 。 这
一 难 题 ， 是 由 中 国 船 舶 集 团 的 电 焊 工 首
席 技 师 朱 先 波 突 破 的 。 朱 先 波 将 “ 导磁
法”应用到日常的工作中，消除了因外力
作用而产生的磁场。“导磁方法，就好比
在 两 块 磁 铁 中 间 加 一 块 导 磁 块 （铁 板），
原来两块磁铁就变成一块，便可顺利完成
焊接。”正是因为有了朱先波前期的研究
成果，建造辽宁舰、山东舰时，磁场影响
焊接不再是问题。

“ 每 一 条 焊 缝 都 要 达 到 一 级 片 的 标

准，不能有丝毫缺陷。”近日，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跟 随 中 国 船 舶 集 团 2022 年 国

企 开 放 日 ， 来 到 大 连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以
下简称“大船集团”）， 朱 先 波 告 诉 记

者 ， 如 果 焊 缝 里 有 裂 纹 、 气 孔 或 杂 质 ，

就 像 人 得 了 骨 质 疏 松 病 ， 对 在海洋风浪

中航行的巨轮将产生致命影响。而朱先波

的工作，就是做“钢铁裁缝”，确保焊缝

“零瑕疵”。

创新，是敢闯敢试

一次，在建造一艘重点型号水下产品

时，一个关键部件无法完成焊接，集团请

的众多专家都无计可施。

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焊接问题，却

让整个项目都搁置了，一停就是半年。

而这，也在朱先波的心里埋下了一根

“刺”。他清楚，焊接受阻的主要原因是这

种材料焊接时会产生磁场，想要正常焊接

就必须消磁。于是，他借来磁场方面的书

籍研究，并找了 4 名工友一起试验。

先用书上介绍的“左手定律”法，没

有 效 果 ； 再 试 试 “ 隔 离 法 ”，成 本 太 高 ，

还 是 不 可 行 。 后 来 他 发 现 ， 磁 场 是 “ 活

动”的，于是尝试“导磁法”，终于取得

成功，朱先波心里的那根“刺”终于在其

夜以继日的研究和试验后被拔除。在此后

辽宁舰、山东舰的建造过程中，因为有了

朱先波前期的研究成果，磁场影响焊接已

不再是阻碍其生产的因素。

此 外 ， 大 船 集 团 在 2010 年 时 曾 承 接

国 外 矿 石 设 备 料 仓 的 建 造 ， 料 仓 焊 缝 达

3000 米 ， 全 部 使 用 超 声 波 技 术 对 料 仓 进

行探伤，工期紧，焊接量大，特别是料仓

的每个支腿之间的挡距只有 30 厘米，人

钻不进去，焊枪离焊缝太远，无法完成焊

接。这可愁坏了大家：能不能设计一个加

长的焊枪呢？

“遇到‘卡脖子’难题，没有现成的

办法，那就现场找办法。”想到这，朱先波

立即行动，先测量焊缝到焊枪之间的距离，

再找两个铁杆固定在焊枪上。刚开始固定

焊枪的位置过于靠前，铁杆来回颤抖，焊缝

挂不住铁水，把朱先波的脖子烫出一个个

水泡。工友说：“算了吧，德国焊接工程师都

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重新设计制

作支腿吧。”他却说：“不行，如果重新制作，

既延误工期，又浪费材料，会给集团带来近

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在 大 家 绝 望 时 ， 朱 先 波 默 默 坚 持 ，

不 断 调 整 焊 枪 固 定 铁 杆 最 佳 位 置 和 焊 接

合 适 的 角 度 ， 失 败 ， 再 尝 试 ， 再 失 败 ，

再 来 ⋯⋯ 就 这 样 ， 两 天 不 眠 不 休 的 试 验

后，焊缝 UT 探伤一次合格。随后，朱先

波设计的焊枪加长支架，在该设备焊接大

面积应用，使料仓提前一个月交工。德国

工程师兴奋地说，朱先波焊接的焊缝太漂

亮了，他要拍下这些照片永远珍藏。

得到美誉，朱先波心里美滋滋的，更

坚定了技能报国的信念。朱先波在日常工

作中，攻克下一道道生产难关，哪里有难

啃的骨头，哪里就有朱先波的身影。与焊

花为伴的 20 余年里，朱先波先后解决了

20 余项国家重点项目的施工难题，确保

了多个国家重大项目圆满完成。

“看到自己参与建造的大国重器撑起

国 防 的 屏 障 ， 有 多 苦 有 多 累 ， 都 值 得

了。”朱先波说。

焊接，有用！

“ 学 焊 接 ？ 就 是 焊 洋 铁 壶 、 修 自 行

车，有用吗？”今天的国家级技术能手当

年 却 被 别 人 误 解 。 但 朱 先 波 却 坚 持 说 ：

“有用！”

1995 年 6 月，20 岁的朱先波从山东沂

蒙山区来到辽宁大连打工。当时，大船集团

急缺电焊工，恰好在老家学过几天电焊的

朱先波“捡漏”被招进大船集团锅压分厂，

当起临时工，开始了他一波三折的试用期。

“刚拿起焊枪时，眼看着焊花掉进手

臂、大腿，极易烫伤，我心里发慌，手上

发抖。”朱先波接手的第一件活儿是将一

块厚铁板补好。然而，这么简单的活儿他

都没干好，把铁板烧出了一个洞。

结 果 ， 他 只 能 在 施 工 现 场 做 清 扫 工

了 。 朱 先 波 痛 定 思 痛 ：“ 电 焊 就 是 饭 碗，

一定要端好！”为了端好饭碗，打扫现场

时，朱先波悄悄把稍长点的电焊头收集起

来，等别人下班后，他就找电焊机自己练

到很晚，赶最后一班车回家。

他在焊枪上绑重物、练手劲。每天下

班后，蒙住眼睛，拿着焊枪，在废弃的钢

板 上 画 “S” 形 状 ， 用 枪 头 去 寻 找 焊 口 ，

用心感受“人枪合一”。慢慢地，他不抖

了 ， 耳 朵 灵 了 ， 焊 接 时 闭 着 眼 睛 只 听 声

音，就能辨别焊缝是否笔直。

朱先波的勤奋和努力，师傅们都看在

眼里，有打下手的活儿经常找他帮忙，并

借机指导一二。

两个多月后，清扫工朱先波终于被安

排了一个技术活儿——钉焊，就是把零部

件用焊接的方法固定。固定完第一个机座

后，朱先波一时“技痒”，连夜加班将一

批 活 儿 全 焊 完 了 。 这 是 他 第 一 次 独 立 操

作 ， 心 里 特 别 高 兴 。 没 想 到 第 二 天 一 大

早，班长就在班前会上发火了：“首件还

没通过船检质量检查就开始批量干，如果

这批活儿不合格，少说得损失 20 万元！”

朱先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班长请来船检，量尺寸、做探伤、看焊

缝，得出的结论是，“活儿干得不错”。班长

转怒为喜：“以后别再打杂了，干焊工吧。”

成为正式工后，朱先波便“一路开挂”。

未来，是“深蓝”的

在“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一度成为

热议话题的当下，大船集团像一个“反其

道而行之”的样本。

“干得好，厂子不会亏待你。”在任何

性质的用人单位中，自己是被当作随意使

用的“人手”，还是可培养的“人才”，员

工心中都有清晰的感受，而每个个体的感

受组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无处不在的

氛 围 ， 反 过 来 又 感 染 着 身 处 其 中 的 人 。

“谁行谁上！”与 20 多年前一样，朱先波

和单位新来的“小年轻”在工作中“肆无

忌惮”地施展着拳脚。

“从进厂起，年轻人就知道通过做什

么能得到什么，这是一种安全感。”电焊

工王玉坤说。8 年前，21 岁的王玉坤刚进

大船集团，除了同一车间的同事，他最早

认识的“大船”人就是朱先波。“那段时

间，每天去食堂吃饭，闭路电视上都在滚

动 播 出 关 于 朱 师 傅 的 报 道 。” 从 报 道 中 ，

王玉坤了解到，朱先波也是学电焊的，是

大船集团首位挣年薪的工人。“在这里当

工人能有这么好的前途？”一度因为只考

上职业技术学院而感到失落的王玉坤有些

不敢相信。

同样的疑惑，高丽娟多年前也有过。

高丽娟毕业于原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船舶

与海洋工程系，是同期进厂的为数不多的

大学生。她刚参加工作时，造船市场不景

气，最难的时候，每年大船集团能拿到的

造船订单只有一两单。公司业绩不好，员

工收入也受影响，和高丽娟一起进厂的大

学生都陆续转行离开了。

高丽娟没走。她说，一来自己专业对

口，她舍不得扔下学了 4 年的船舶相关知

识。更重要的是，那时生产任务少，集团

就一个接一个地给员工办培训班。“我是

个新人，能同时得到理论和实操老师的指

导，机会很难得。”高丽娟先后参加了船

舶总体设计、软件应用、船级社规范和船

舶技术等多项培训。除了上课，她还自己

画船舶设计图，再拿着它们向老师和厂里

的师傅请教，“相当于带薪深造了”。

后来，船舶市场行情开始好转，大船

集团接到的造船订单明显增多。那年 35
岁的高丽娟被一次性安排了两艘船的总体

设计工作——一艘可装载 1800 箱的集装

箱船、一艘 7.6 万吨的油轮。这让高丽娟

又惊又喜，“以往这种重要的工作都是交

给经验丰富的老技术人员，年轻人只能打

打下手”。

“年轻人需要被尊重、被认可，要让他

们拥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和空间。”朱先

波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

接力棒，一同踏浪深海，并肩绘制一幅幅碧

海丹青、海洋报国的梦想蓝图。

工作中，朱先波见证着中国船舶集团

向着全面建设世界一流船舶集团的愿景越

来越清晰，见证着我国在世界船舶工业领

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更多中国方案被国

际船东认可，更多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他感到很自豪。“以前买国外的技术，现在

挣国外的钱，这是产业转型升级；原来 10
多 年 建 造 一 艘 炮 艇、驱 逐 舰 ，现 在 它 们 像

‘下饺子’一样纷纷投入使用，这是日渐增

强的实力；以前，想干也干不起，现在越做

越大，这是规模成型后的底气；以前的油轮

很‘迷你’，现在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油

轮之一，这是建造技术上的崛起；以前学人

家日韩，现在日韩来学我们，这是实力对比

间的进步⋯⋯”朱先波认为，“没有国家的

托举，就没有我们的成长。我们做好本职工

作，其实就是跟国家共同成长”。

“钢铁裁缝”护我舰船焊接零瑕疵

□ 尤 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鹤溪

社 区 的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内 ，1990 年 出 生

的河南小伙儿张维达操着一柄发梳、一

把剪刀，忙个不停。“就是巡回在 12 个

小区，为 60 岁以上的居民、10 岁以下

的小孩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像开巡回演

唱会一样受居民欢迎。”

一边理发，社区工作人员、民警还

会为居民们带来“暖场项目”，向老人

分发传单，进行反诈骗、垃圾分类、禁

毒等公益宣传。“疫情后，大家待在家

中的时间变长了。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了

一个个‘小胶囊’。”鹤溪社区党委副书

记谢炳元说，这样的巡回义务理发服务

让居民有序地聚了起来，为基层管理增

添了活力与凝聚力。

2013 年 ， 张 维 达 从 河 南 来 到 苏 州

打拼。没过几年，从事美发服务行业多

年的他就创办了自己的美发门店——荟

诚养生造型，“生意一直不错，店面就

开在小区里，许多居民都是老顾客、老

熟人”。

今年，张维达感受到了疫情对服务

行 业 的 压 力 ， 店 里 “ 生 意 是 冷 清 了 一

些，不过还过得去”。

让张维达感到变化最大的是，居民

之间见面交流的次数变得少了，“平常

店里总是欢声笑语的，有些大爷大妈不

剪发，来店里聊聊天”。

志愿者高温下穿着防护服奔波忙碌

的身影让张维达感动，“如果没有这些

人我们也不会战胜这轮疫情。”他也想为

大家做点什么。

苏州新冠肺炎疫情平缓后，每天早

上是工作最清闲的时候。店里没什么顾

客，张维达想到了自己的手艺，“如果

我们把上午的时间空出来，义务给老人

和小孩剪发，这不是很好吗？”

今年 7 月，他走进了望亭镇鹤溪社

区的党群服务中心。谢炳元听了他的想

法后，非常开心。“好多老人腿脚不好，不

能走太远，到理发店里理发。”在谢炳元

看来，张维达的义务剪发行动可以扩展

为“巡回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鹤溪社区下辖有 12 个住宅小区。每

个小区都有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等

公共空间。“我们来提供场地，你们来支

援人手。”张维达与谢炳元一拍即合。

说干就干，张维达集中起上午的时

间，联合店内的 7 名理发师组成了“鹤

溪社区巡回义务理发队”。

在 他 提 出 想 法 后 ， 同 事 都 十 分 支

持：“正好上午没活干，这下子有事情

做了，还是助人为乐的好事！”

队伍拉起来以后，他们立即来到了

该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

中心内，大多都是老人在休闲、聊

天 。 80 多 岁 的 许 白 男 是 这 里 的 “ 常

客”。他也成为体验巡回义务理发队服

务的第一位体验者。

夏天天气热，许白男希望头发剪短

一点，“凉快”。但他年纪大了，感觉去

剪发的路太长，而且“一次还要 20 多

元，挺贵”。

明白了许白男的要求后，张维达手

中的剪刀“咔咔咔”地工作了起来。15
分钟后，许白男看着精致的短发，操着

一口苏州话夸奖张维达。

张维达听不懂苏州话。二人只能边

比划边说，场面一度让谢炳元感到“喜

感十足”。他立马当起了张维达与许白

男的“翻译”。

两 个 多 小 时 下 来 ， 靠 着 谢 炳 元 的

“翻译”，张维达清楚地知道了每一位老

人 对 于 发 型 的 要 求 ， 并 为 他 们 免 费 理

发。“小伙子，你是在哪里开店啊？我

们 以 后 就 去 你 那 边 理 发 了 。” 不 少 大

爷、大妈都这样说。

“大爷、大妈你们不用折腾，我隔

三岔五就会来咱们小区一回，到时候提

前 通 知 您 ， 还 是 这 个 地 方 ， 不 见 不

散。”张维达说。

张彩华是小区的一名楼道长。她听

说“巡回义务理发队”的事情后，寻思着，

理发队到每一个小区一回不容易，要怎

样集结起想要剪发的老人和小孩呢？

张维达一来，她就号召每一名楼道

长，通过“喊话”的方式，召集楼上楼

下的老人和孩子去“老地方”剪发。

居民们对此幽默地评价：“像喊我

们做核酸一样喊我们免费理发，都是为

我们着想，做好事呢！”张彩华也年过

花甲，等到小区中的老人、小孩都剪完

发以后，她也享受了一次服务：“感觉

美极了！”

老 大 爷 和 小 孩 剪 发 大 约 需 要 15 分

钟，大妈差不多要 40 分钟。张维达将

每一个小区的服务人数都估摸着记在了

心里：“如果人数多，我们就下午或者

改天再来一次，尽可能做到不落一人！”

张维达说，“巡回义务理发队”不

会解散，会坚持

定 期 行 动 ， 为

社 区 的 老 人 提

供 义 务 服 务 ，

成为社区基层管

理 的 一 支 “ 别

动队”。

“义剪队”下社区，号召力堪比巡回演唱会

左：朱先波正在检测焊脚尺寸。右：朱先波正在大连市技师学院讲解双相不绣钢焊接技术。 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在御亭花苑小区爱心义剪。 谢炳元/摄

朱先波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