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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的时代强音愈发响

亮。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奋斗者用拼搏与奉献书写着壮丽篇章。

今日，我们特推出“看见”栏目。在这里，您将看到那些在自身领域极具代表性

的人物。他们或许只是浩瀚时代浪潮中的渺小个体，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以

自身的坚守与奋斗，汇聚成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力量。

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以小见大，看到行业的变迁，感受国家的发展脉动。让我

们一同走进他们的世界，“看见”那些不平凡的奋斗，“看见”祖国的辉煌成就，共同

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新中国成立 7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国家的发展历程，无数的奋斗者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铸就了祖国的辉

煌。在高铁领域，有这样一位匠人，以执着的信念、精湛的技艺和无私的奉献，为中国高铁的腾飞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就是中国中车首席技能操作专家张雪松。

□□ 本报记者 刘珲 赵雅静 通讯员 吴可超

1992 年，从技校毕业的张雪松，穿上了那

套蓝色工服，成为一名钳工。他心里始终憋着

一股劲儿：“谁说‘工’字不出头？把‘工’字变

成‘干’，不就出头了吗？”带着这样的决心，张

雪松踏上了职业征程。

白天，张雪松跟在师傅们身后，眼睛紧紧

盯着师傅们的每一个动作，生怕错过任何一

个细节；晚上，当工厂的喧嚣渐渐平息，张雪

松则一头扎进书本里，仔细地翻阅一本本专

业书籍。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张雪松逐

渐掌握了扎实的技术功底。他能够熟练地操

作各种机床，对机械加工的工艺也有了深入

的理解。

凭借着勤学苦练，张雪松逐渐练就了一手

“绝活儿”，能独自加工精度达到“六分之一头发

丝”的工件，还琢磨出了多种技术难题的解决方

案。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深知，要想在这个行业

中有所作为，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于是，他开始自学铆工、焊工、电气、机械和计算机

等业务知识，努力让自己做到一专多能。他的努

力和才华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很快，他就

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潜心锤炼潜心锤炼潜心锤炼潜心锤炼，，，，逐梦而行逐梦而行逐梦而行逐梦而行

在中国高铁不断前行的进程中，高速动车

组的制造堪称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制造高

速动车组有九大核心技术，铝合金车体就是其

中之一，其难就难在铝合金型材的焊接和加工

技术上。2004 年底，公司开始试制铝合金车

体，张雪松从安装设备之初便参与进来，成为

铝合金车体生产项目的一员。“使用铝合金材

质能使车体更轻，有利于动车组提高运行速

度，提升车辆的密闭性等，但对精度要求更高，

制造难度也更大。”

从传统碳钢车体生产转向铝合金车体生

产，张雪松和团队成员面临许多挑战。起初，

由于没有铝合金车体焊接制造技术经验，工

友们明显感到原来的焊枪不那么顺手了，工

装夹具都是自己没见过的，铝合金型材焊接

后变形、开裂……

张雪松带领全班员工反复摸索铝合金车

体侧墙、端墙、车顶组装调修的组焊工艺，从

一个小小的截面开始进行试验调整，2 米、5

米、10 米，再到整辆车的组焊拼接，进行分步

试验调整。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后，他们

记录积累了“变形量”“焊后调修”“调修加热

温度控制”等 8 种翔实的数据，总结出了“调

整装配法”和“夹具压紧点多点支撑”的系列

铝合金型材组合焊接工艺方法，保证了动车

组车体的各项尺寸精度，很好地解决了焊接

变形难题。

2007 年，国产高速动车组实现大规模生

产后，公司又从国外引进了几十台大型数控

设备。为了提高自主维护设备的能力，张雪

松又从铆钳工“转行”数控机床装调维修，

做 进 口 设 备 的“ 保 健 医 生 ”。 一 开 始 ，他 搞

不清楚数控设备的机械结构，又看不懂电气

图纸，但他没有退缩，又开启了白天工作、晚

上学习的模式，在设备间对照图纸一个零件

一个零件地观察分析，参照电气图查找设备

布 线 。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他 逐 渐 摸 索 总 结

出“三分修七分养”“周期定点养护”等设备

维护模式，使设备故障率和加工件缺陷率降

到 1% 以下 ，还为每台机器建了一份“病历

档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第一辆铝合金车

体试制开始，张雪松和团队成员已经累计生产

和谐号、复兴号等各种型号的高速动车组 700

余列，总计近 6000 辆，并创下了车体制造质量

零缺陷的纪录。

高铁征程高铁征程高铁征程高铁征程，，，，迎难而上迎难而上迎难而上迎难而上

张雪松调试数控机械手。 吴可超 摄

“我们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用匠心铸就

高质量。”张雪松始终坚持学习，一方面阅读大

量的理论书籍，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与工友们互

相交流提高技艺。

2017 年，公司转向智能制造新模式，引进

了一台智能设备——车体侧墙焊缝自动化打

磨设备。“智能制造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达到

更高精度。”回忆起机器人进入车间的场景，张

雪松和团队成员既兴奋又忐忑。他们对照机

器人作业程序，仔细观察每一个动作，记录每

一组参数，钻研攻关每一项程序。

在学习的过程中，张雪松发现，这一设备

存在打磨前焊缝检测时间过长等问题。如何

优化这一设备，提高车体制作的精度和效率？

通过查阅相关书籍、与设备厂家共同探讨，融

入新的技术、制作新的装置……耗时近一年，

张雪松带着团队将设备的检测环节由原先的

点激光检测升级为线激光检测，检测效率提高

了 3 倍；在打磨环节设计制作了铣刀定位测量

工装和打磨工具安装定位工装等精度检测装

置，实现快速定位安装刀具的同时，将精度提

升了 30%左右。

铝合金车体生产线的入口处便是张雪松

的工作室，里面满是多品种工业机器人虚实融

合实验台、智能数控机床等多种设备。张雪松

说：“技术的创新离不开团队的力量，高铁的发

展更需要工匠精神的传承。”2007 年 4 月，以

张雪松名字命名的金蓝领工作室在中车唐山

公司铝合金厂成立；2013 年，该工作室被命名

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这里，成为许多技

术能手快速成长的“摇篮”。他把 10 多万字

的工作日志毫无保留地与工友们分享，还经常

组织召开班组攻关讨论会、绝招演示会，通过

“教学练比”等现场技能切磋活动，促使员工互

相交流、共同提高。张雪松和团队成员还利用

工作室平台，培养了大量的一线技术工人，其

中 工 业 机 器 人 技 术 工 人 就 培 训 了 300 多 人

次。目前，这批掌握数字化生产线技能的工

匠，已投身到动车组的智能制造中，有力地促

进了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他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工友投身于学

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热潮中。他们如同点

点繁星，汇聚成推动装备制造业不断前行的璀

璨星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他们以匠心铸就

高质量，为国家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贡献更多的

智慧和力量。如今，工作室有几十名骨干成

员，覆盖动车组、城轨等车体制造全部工序，共

完成质量攻关 60 余项、生产操作创新成果 311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4项，多项工艺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创新引领创新引领创新引领创新引领，，，，传承匠心传承匠心传承匠心传承匠心

张雪松（中）现场指导徒弟们。 吴可超 摄

作为一名在高铁行业奋斗多年的从业者，我亲身

经历了这个行业的巨大变化。

回首过去，当我初入这个行业时，是传统的机车制

造。20年前，高速动车组制造在我国起步，那时的技术

相对落后，我们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记得在试制

铝合金车体时，我们对铝合金型材的焊接和加工技术知

之甚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但我们没有退缩，凭

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反复试验、不断调整，终于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如今，中国高铁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

无到有，从追赶到超越，我们不仅掌握了高铁制造的核

心技术，还实现了大规模生产。高速动车组在中华大

地上飞驰，成了中国装备制造领域的一张亮丽名片。

这一路走来，我深感自豪。我自豪于能够参与到

中国高铁的建设中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自豪于我们的团队能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实现技

术的创新和突破；我自豪于中国高铁能够走向世界，赢

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的日益

强大。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我们才能

够在高铁领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祖国的发展为我

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机遇，让我们能够充分发挥自

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我心潮

澎湃，有千言万语想对祖国诉说：祖国母亲，我满怀感

恩之情，深深感激您赋予我们的坚实支撑与悉心呵

护。我们始终感受到那源源不断的力量，如同温暖而

强大的后盾，给予我们勇气和信心去攀登一个又一个

技术高峰。

作为一名高铁人，我将永远坚守自己的岗位，做一枚

永远发光的螺丝钉，镶嵌在高速动车组上，为祖国的交通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

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共同为中国高铁的发展努力奋

斗。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拼搏！衷心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张雪松：中车首席技能操作专家、机械

钳工特级技师、数控装调维修工高级技师。

2017 年至今，他带领工友们在智能检测、智

能工装、智能打磨、智能产线 4 个方面不断攻

关创新，先后开展技术革新 109 项，摸索出高

速动车组铝合金车体生产的多项技术参数，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张雪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最美铁路人等荣誉称号，是中华技能大奖获

得者，并当选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

八大、十九大代表和中国工会十七大、十八大

代表。

【我的深情告白】

从行业之变从行业之变从行业之变从行业之变，，，，看祖国华章看祖国华章看祖国华章看祖国华章
□□ 张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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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松的经历，是中国高铁发展的一个缩

影。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的历程中，中国高

铁从无到有、从追赶到超越，成了中国装备制

造领域的一张亮丽名片。张雪松和无数的高

铁人一起，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为祖国的发

展贡献着力量。

“我愿做一枚永远发光的螺丝钉，镶嵌在

高速动车组上，畅游中华大地；我愿做一名优

秀的高铁工人，为国家生产最好最快的动车

组 。”这 是 张 雪 松 在 一 篇 日 记 中 写 下 的 话 。

工作 20 多年来，他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坚持

不懈探索钻研高铁装备制造技术，先后完成

109 项 技 术 革 新 ，并 获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等 荣

誉。面对成绩，他说：“制造动车组是数万名

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时代在发展，技术在

进 步 ，我 不 断 求 索 、努 力 创 新 的 脚 步 不 会 停

歇。”对高铁事业的热爱，让他在面对困难和

挑战时，从不退缩，始终勇往直前。他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工匠精神。在他

的心中，高铁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

种责任和使命。

展 望 未 来 ，中 国 高 铁 的 发 展 前 景 广

阔 。 张 雪 松 和 他 的 团 队 已 经 做 好 准 备 ，肩

负 起 历 史 赋 予 的 使 命 ，不 断 探 索 创 新 ，为

中 国 高 铁 的 腾 飞 贡 献 更 多 的 力 量 。 他 们 将

用 自 己 的 实 际 行 动 ，向 世 界 展 示 中 国 高 铁

的 魅 力 ，为 建 设 交 通 强 国 、制 造 强 国 而 努 力

奋 斗 。

高铁匠人高铁匠人高铁匠人高铁匠人，，，，与国同行与国同行与国同行与国同行

张雪松成为第十一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吴可超 摄

张雪松出席党的十九大归来。吴可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