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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数控的楷模！”“蓝领的楷
模！”“令人敬佩的劳模！”“他是上
海工人阶级的典范。”“在这个浮躁
的时代，安心发挥自己的力量，培
育了许多优秀的技师技工，连我的
老师都是您的学生，太可惜了！”
“每当有人觉得来读技校职校中专
就是荒废青春的时候，老师都会
说，你要是有能耐就多学学李斌，
李斌不也是从技校开始读起的
吗？”……昨天，劳模李斌去世的消
息传出后，震惊了世人。市民纷纷
在讣告微信后台留言。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
上海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上海电
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液压泵厂数
控工段长李斌，因病在上海市徐汇
区中心医院去世，年仅 &%岁。
他 '$%"年进入上海液压泵厂

工作。至今 ($年，他没有离开过企
业一线岗位。他把一生全部奉献给
了他所热爱、坚守的中国液压气动
制造业。他，再也没法穿着蓝色工
作服，围着心爱的机床工作；再也
无法带领徒弟攻克技术难关；再也
不能在大会上呼吁加强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提高技术工人待遇……

好工人
一生守一线 让我试一试

采访过李斌的记者都有个感
受。采访他真是既简单又痛苦。简
单的是，只要他没出差没参加活
动，去单位准能找到他，哪怕是休
息天，他也会出现在单位。痛苦的
是，他沉默寡言，总是腼腆地笑着
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也就是天天
在厂里，做着该做的事。”但只要一
谈到他心爱的数控机床，李斌马上
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判若两人。

'$%"年，李斌从上海液压泵
厂技校毕业，被分配到二车间铣床
组当学徒。他话不多，但好学，爱思
考，很快掌握车、钳、铣、刨、磨全套
加工技术。李斌的工友知道，李斌
有个口头禅，“让我试一试”。当时
有一批零件加工精度高、时间紧。
李斌看了一会儿，对师傅说：“让我
试一试，把加工转速提高一档，看
能不能保证现在的加工精度。”
正巧，车间通知师傅去开会，

李斌用慢速加工了一个零件，第二
个零件就采用提高一档转速的方
法加工。等师傅开会回来，他已经
把三个零件加工完毕。师傅一一测
量后，发现完全符合要求。师傅拍
着李斌的肩膀说：“你学技术蛮会
动脑筋的嘛！”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数控机

床还很少。'$%)年和 '$%%年，李
斌两次被单位派往德国海卓玛蒂
克公司瑞士分公司学习培训。李斌
白天除了操作机床外，一有机会就
跟在老外后面学习数控机床调试
技术和编程。晚上整理资料，做好

笔记，一次次测算数据，一次次画
图纸，一遍遍设计程序。他以极其
刻苦的精神，掌握了数控设备的加
工、编程、工艺、维修等四大技能。
当年圣诞节，外方技术人员都

不在岗位，恰巧要加工一批急用零
件，外方管理人员相当着急。李斌
站出来说“让我试一试”，对方以疑
惑的眼神表示“可以”。李斌一番计
算，完成工艺编制、制定数控程序、
准备刀具、按动电钮，输入程序，整
个流程一气呵成。对方检测后，发
现李斌加工的零件完全符合标准。
就这样李斌成为瑞士公司第一个
中国工人调试员。

从进工厂到离开人世，($ 年
来，他一直在一线，穿着那套蓝色
的工作服，围着机床，一直在“让我
试一试”。
爱学习爱钻研的习惯，陪伴了

李斌一辈子。斜轴泵主轴是产品的
“心脏”。加工设备、技术全套从国
外引进，可是主轴球窝与柱塞球面
配合的间隙超过产品标准。
设备、技术、工艺全套进口，为

什么还会出现质量问题？李斌苦苦
思索。他照例早早来到单位，开始
查阅资料，做了初步推测：可能是
进口设备设定的纵横配合补偿参

数有误，导致误差累积，使主轴球
窝的圆度达不到技术要求。为了验
证这个推测，他坐在计算机前，仔
细观察刀尖放大 !""倍后的工作
轨迹，发现确实存在着差异。经过
反复思考，他重新编写数控加工程
序，调整轨迹设定。一番调整后，经
过检测，按照李斌新编写的程序加
工的主轴球窝与柱塞球的配合吻
合。七球窝的球度均可控制在 (*&

微米，而一根头发丝直径为 +"*%"

微米，精度提高了 )倍，合格率大
幅提高。
在李斌一生中，这样的故事说

也说不完。

好党员
横着做根梁 竖着做根柱

'$%!年，李斌进入上海电视
大学学习，花 (年时间攻读机械工
艺与设备专业，'$$% 年考入上海
市第二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本
科专业。在不断学习中，他从一个
技校毕业的操作型工人一步步成
长为技能型、知识型、创新型工人。
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不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他努力消化吸收
引进设备，领衔的高压轴向柱塞泵
马达国产化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突

破了 ''项关键技术，达到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水平，使我国真正拥
有国际先进的液压元件制造技术，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近十年来，
李斌带领团队共完成新产品项目
'"! 项，申报专利 '$! 项，完成工
艺攻关 (&"项，设计专用工具、夹
具 &&"把，为企业创造效益超过 )

亿元人民币。!"'"年，李斌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一名技术工
人所能获得的国家科技最高奖项。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李斌不断
创新，不断进步？有记者曾经采访
李斌，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入
党为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提供了长
久的动力。”
李斌是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
次、十七次、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瑞士学习
培训的时候，一个外国工程师说了
一句“你们中国人加工的合格零
件，还不如我们的废品”。这深深地
刺痛了李斌的心。李斌在电大学习
时曾申请入党，在瑞士时，再度向
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事后他
回忆说，“就是向党组织表决心，愿
意学好这门技术，要为我们中国的

技术工人争气。”
回国后，李斌正式加入中国共

产党。
李斌一生面对很多诱惑。($

年间，李斌经历了企业亏损、调整、
搬迁等重大时刻。因为李斌在业内
是业务能力最突出的，同行中名气
最响的，曾有外企和合资企业愿意
高薪聘请，连海卓玛蒂克公司都三
番五次想挖走李斌，但他从未动
心。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李斌说，
“在党旗下宣了誓，就要一辈子对
照着党员的要求去做。”“我是党
员，面对很多问题就会自己说服自
己以集体利益为重。我的愿望很简
单，就是热爱企业，做一个好工人，
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横着做
根梁，竖着做根柱。”

徒弟同事走了，赚钱比李斌
多。记者问李斌有没有想法。他回
答，人嘛，想法总是有的。但老是想
着钱，人活着就没什么大意思了。
“其实外面的世界我都知道，但我
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整天想工作
还来不及”。

好代表
不遗余力 为工人鼓与呼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当
工人；为什么四年本科毕业，到了
工厂动手能力还不如技校生；为
什么进了单位没做多久就想跳
槽……这些年，李斌还担任了许
多社会职务，他把目光投向更高更
深的地方。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劳动模范
协会会长、上海市技师协会会长，
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会代表
大会代表、上海市总工会兼职副主
席。长期在一线工作，他太了解人
才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了，近年
来，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在不
同场合呼吁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打造一支
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
敢担当、讲奉献的产业工人队伍。

!"')年 (月 &日下午，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第二个发言的
李斌围绕“加强技工队伍建设刻不
容缓”这一主题，提出要实现从“中
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应
当加强技能工人队伍建设的建议，
他的建议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呼应，“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引进
和集聚人才，加快集聚一批站在行
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
人才。”
正是这个发言，推进了中国新

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进
程。!"'+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方案》，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
次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专门
进行谋划和部署。此外，中办、国办
印发的《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
见》，也汲取了李斌的多项建议。

去年 ,月，上海发布《关于推
进新时期上海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的实施意见》，李斌全程见证
并深度参与《实施意见》出台过程，
其中不少内容是他提出的建议。

劳模李斌
一路走好！

本报记者
鲁哲

记者手记 他的话让我解开了心结
! ! ! !昨天下午! 当手机跳出劳模

李斌去世的消息时!心中一惊!心

想不会是他吧" 急忙点开推送!

一张熟悉的照片出现在眼前!心

情沉到了谷底# 一年多前曾采访

过他!当时的我心中满是迷茫!他

的一番话却使我受益良多#

那是 !"#$ 年 % 月 ## 日!十

九大前夕! 我接到采访全国党代

表$劳模李斌的任务#穿着一身工

装的李斌走进会议室! 礼貌地向

我们问好# 他低调$朴实!说话声

音不响! 就如同一位温和的邻家

大叔!丝毫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

人& 是他在采访中最常重复的一

句话#他的故事没有大起大落!没

有惊天动地! 只有数十年如一日

的默默耕耘! 在最基层的岗位上

做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我问'

%您觉得!一辈子当工人算不算一

种成功的人生" &李斌听后愣了一

下!沉思片刻!微笑着回答'%这个

问题也曾困扰过我! 但后来我想

明白了!一辈子当一个普通工人!

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 &

李斌告诉我! 对于成功人生

的定义!每个人标准不同!有人想

升官发财!有人清心寡欲!其实没

有对错! 只在于自己是否享受这

个过程#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岗

位上待得时间久了!没有变化!就

是不思进取#他也曾经为此困扰!

一手带出的徒弟或是步步高升!

或是高薪跳槽!有人嘲笑他%教会

徒弟饿死师傅&!几十年还是原地

踏步#但他最终还是想明白了!自

己最大的快乐! 来自于技术上的

突破$业务的提升与难关的攻破!

既然如此又何必庸人自扰"

%一辈子当工人不丢脸!在基

层岗位勤勤恳恳把工作做到极

致!同样也能受到尊重!成为社会

的精英栋梁# &在得到他这样的回

答后!我如释重负!除了终于找到

出彩的采访亮点! 更多的则是因

为压抑在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结!

突然被解开了#

就在昨天下午!得知他病逝前

几个小时!一个许久不联系的朋友

问我怎么还在当记者# %一辈子做

好一件事情就不容易了!况且我现

在还不算做得最好# &不承想!回

复发出后!手机再次响起!看到的

却是他去世的噩耗# 分享这次令

人难忘的采访经历! 可能就是我

对他最好的纪念# 李一能

" 李斌(左五)和工友们在一起(资料照片) 市总工会 供图

“一辈子当一个普通工人，对我来说就是最
好的选择。”

“学知识、学技能，仅仅是我的第一步追求，
用知识和技能搞创新，为企业和国家创造更大
的效益，才是我的最终追求。”

“认定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有所作为，乐于奉
献，特别是要帮助更多的人成才。”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