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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9项创新成果亮相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中山智造“C位”出圈
7月28日至30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暨大国工匠论

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47个参展单位的500余名劳模工匠、1200

多件创新作品现场参展，在炎炎夏日刮起了一场最炫“工匠风”。

记者了解到，在参展的1200多件创新作品中，有9件来自中

山。这些作品不仅集中展现了中山劳模工匠以匠心筑梦、以技能报

国的信心和决心，更展现了中山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加

快建设制造强市的坚定信念。

据悉，此次大会在 2022年举办的首
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和首届大国工
匠论坛的基础上，实现了会、展、论坛相结
合，在以展品直观呈现大国工匠为代表的
广大高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成果的同时，通
过论坛交流，进一步探讨大国工匠成长成
才、培育选树、作用发挥的机制。

对于这一点，王冰深有感触。“无论是
展览、工匠路演还是大会论坛，每一项活
动我都积极参与，真的不得不感叹，此次
大会是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齐聚一堂
的盛会，也是创新创造思想火花碰撞的好
平台。”王冰表示，相较于第一届大国工匠
创新交流大会，此次大会互动性更强，在
不同的展区里，总会有来自不同行业的参
观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一起交流心得，
大家聚在一起“头脑风暴”，总会有一些新
的启发。

“我这3天也和王冰老师一样，除了在
自己的展位上，多数时间都在和其他劳模工
匠们交流，他们会给我的作品提一些意见建
议，创新思路一下就打开了。”黄俊杰告诉记
者，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创新成果参加如此高
规格的大会，不仅感受到多年努力付出得到
了肯定，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也
有其他劳模工匠带来了一些与视觉精准捕
捉技术相关的应用，期待在未来能和他们有
一些新的合作，也希望我能在智能制造行业
再有新突破。”黄俊杰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创新、互动，传承也
是这次大会的热词，当 500多位劳模工匠
聚在一起时，不仅探讨产业发展，劳模工
匠精神传承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
造的重要基础。作为一名老师，传承劳模
工匠精神，最有意义的体现，就是培养更
多的产业技能人才。”黄俊杰表示，在和前
辈们的交流沟通中，他得到了很多关于技
能人才培养的好建议。接下来，他将以“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为载体，积极
探索校企融合发展模式，带动、培养更多
的专业技能人才，在智能制造行业刻苦钻
研，共同为中国制造出力。

“大家聚在一起时，会将自己所知道
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我想
这就是这个时代对于传承和发展的最好
诠释。”王冰表示，对于劳模工匠们来说，
能感召和凝聚更多群众一起投身祖国建
设伟大事业，就是他们最大的期许。“这也
是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存在的意
义，以此弘扬劳模精神、培养创新人才、推
进科技进步、助力经济发展。”

截至目前，中山已创建 72个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其中全国示范性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1个，广东省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17个，中山市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54个，4个工
作室已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联盟。这些工作室充分发挥
创新创造示范效应，在开展劳模和工匠人
才“传帮带”活动、总结推广先进技术、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成为标杆，带动本
行业发展。此外，以劳模工匠技能大师作
为领军带头人的制度，也超越了传统意义
上的师徒制，为单位或企业优秀青年人才
队伍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市上下尊重人
才、呵护人才、包容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下，中山市创新工作室的申报数量、质量逐
年提升。单是2022年，就有35家工作室报
名参评，最终选出的 16家，既有为国家卡
脖子核心技术项目联合攻关的“节点技
术”，也有为装备制造业提供自动化生产设
备设计研发的工作母机，更有工作室的工
作条件和工作成果可与国内著名高校的实
验室相媲美。据介绍，这些创新工作室符合
时代发展需要，在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创
造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创建创新工作室传承大国工匠精神

发 展

王冰（左）和黄俊杰在展会现场合影。

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预
制关键技术及核心装备亮相展会。

王冰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的作品亮相展会。

“我是 7月 31日晚上 9点多才回到中
山的，真的特别激动，直到现在我依旧很
兴奋。”8月 1日下午，在中山市盈科轴承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科轴承”）3楼
王冰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里，一见
到记者，总工程师王冰就满脸笑意地分享
起自己赴京参会的心得感受。

在多数人看来，王冰作为中国轴承制
造业的“铿锵玫瑰”，获得过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等多项全国性
荣誉，并受邀出席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等多种大型活
动。就连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她也连续参
加了两届，为什么心情还是如此激动？王冰
则是笑着说道：“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在王冰展示的图片里，记者看到，此
次王冰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入展
的 5件作品，都被摆放在了全国总工会展
区装备制造业板块的核心位置，“差不多
一进门，最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小轴承！”
王冰笑着告诉记者，在此次大国工匠创
新交流大会上，全国总工会展区共展出
了来自航天、电力、轨道交通、海洋装
备、交通通信、能源化工、机械制造等多
个领域的 114件创新成果实物，其中中山
制造的轴承，被安排在了装备制造业板块

的核心位置，与液压元件、电子轴等零部
件一起围绕着大型机械模型环状排开，这
充分肯定了中山制造轴承在装备制造业
产业集群式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不止是参会的那些‘大国工匠’，很
多逛展的亲子家庭，也都会在小轴承前驻
足观赏。”王冰告诉记者，有不少次，她都
会从孩子们熟悉的玩具开始讲起，用通俗
易懂的故事和比喻，让孩子们对机械基础
件、制造业有一个新的认识。

和王冰一样，中山市建斌职业技术学
校机电专业和工业机器人专业负责人黄
俊杰也受邀赴京参加活动。展会期间，他
一直守在广东省总工会展区里，向参会嘉
宾们介绍黄俊杰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的书法大师工业机器人以及高速分
拣搬运工业机器人。

“真的很多人，这 3天，我们的书法大
师工业机器人差不多写了 300余幅书法
作品，我们的分拣搬运工业机器人，也是
不停地在进行操作演示。”黄俊杰告诉记
者，为了更好地与现场嘉宾进行互动交
流，展现中山制造的成效，抵达北京后，他
第一时间就和团队成员一起直奔展区进行
设备点验、硬件搭建和通电调试，不仅圆满
地完成了此次展览任务，展演的两款设备
还获得了多家国家级、省级媒体报道。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大国工匠创新交
流大会上，全国的作品现场同台展示，其
中 9件来自中山。9件作品突破了多项关
键技术瓶颈。

如来自王冰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的“小轴承”，在重要装备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大作用”。

精密高速机床主轴轴承，可为精密高
速数控车床、钻铣加工中心、数控磨床及
其他高刚度高速精密应用需求提供可靠
主轴支承。电梯曳引系统专用轴承单元，
通过支承轴承与多楔带轮一体化功能集
成设计及关键制造和检验试验技术开发，
可突破有限限位空间内轴承承载能力及
运行可靠性技术难题，实现带轮传递作用
与轴承减摩作用有机结合，轴承寿命期内
免维护。

航空飞行器操控系统精密调心轴承
单元，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承载大和
低启动力矩、少倾覆力矩、耐高低温、抗

颤振及密封预润滑等综合优势的可靠姿
态操控系统重要部件。

又如，陈韶章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的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预制关
键技术及核心装备，已经在深圳至中山跨
江通道项目中全面应用，填补了该技术领
域空白，促使我国海底钢壳混凝土脱空检
测技术位于国际前沿。

此外，来自黄俊杰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的高速分拣搬运工业机器人，则
配合FANUC彩色视觉系统，可以有效分
拣外观接近但颜色不同的小零件，适用于
自动化工厂的小零件分拣、整列、装盒，有
效提高分拣效率、保证稳定性，大大降低
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来自马驰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的基于全光谱低蓝光
LED技术的生理健康和视觉保护照明灯
具，目前已获得 6项国家发明专利，30余
项实用专利，是我国青少年近视防控关键
技术支撑。

“中山智造”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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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件作品凝聚多项关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