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菲出身农村，上技校，当纺织工人，创新

技术，刺激行业发展，走出了普通农村青年的逆

袭之路。

如今，王晓菲的身上有很多光环：“山东省首

席技师”“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了近 20 年

时间，诠释了新时代“一线纺织女工”勤学苦练、

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

2003 年 7 月，王晓菲到了德棉股份有限公

司，成为一名纺织女工。“噪声大、环境差、三班

倒。”高温高湿的盛夏，轰隆隆的机器声和四处飞

溅的棉絮，再加上车间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这些

现实让王晓菲一度“吃不消”。

2008 年，是王晓菲改变命运最重要的转折

点。那一年，同批进厂的 40 多名学员中，陆续离

开很多人。“我不甘心做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5
年坚持在一线重复劳动，生活枯燥。”王晓菲想离

开这个行业。

也在这一年，王晓菲迎来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的机会。王晓菲虽然进入了公司的“种子队”，但

她并不拔尖。带队老师告诉王晓菲：“这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尝试一次再做决定。”

备战全国技能大赛时，王晓菲的压力才真正

到来。“我的优点是稳。缺点是心理素质不好。”

王晓菲在训练的时候，只要有人在旁围观，她的

手就会紧张得哆嗦。后来，公司同事、领导只要看

到王晓菲在“练兵”，都会拿起秒表帮她掐时间。

临近比赛的中秋节，王晓菲留在公司车间继

续练兵，重复训练动作。那时候，她的体重瘦到了

40 多公斤。

2008 年 9 月，王晓菲参加全国棉纺行业细纱

工职业技能竞赛，最终以 102.626 分的成绩夺得

大赛冠军，同时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全

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称号。“这对我来说，是一

个很大的鞭策，也是技能和经验的总结。更重要

的是，我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挚爱，我决定一如既

往地当一个纺织工人。”王晓菲感慨。

作为一名纺织工人，王晓菲是“不安分”的，她想改变传统

的操作方法，做出突破和创新。王晓菲心里想：“有捷径可走，那

就不要被老套路束缚。”

2007 年，公司改造“罗卡丝紧密纺”，本想提升纱线的强力，

降低纱线毛羽，但改装完一台细纱机之后，发现断头特别多。这

不仅增加了工人的工作量，还影响车间产量。纺织设备更新换

代，这也倒逼着操作人员改变。

“我一直泡在设备机台上，突然发现采用斜接头操作方法，

能降低断头率，这也突破了传统的正向抵管接头法。”创新是

“偶然”的，但“偶然”的出现却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实验。2 个月

时间里，王晓菲奔走在实验室和车间中，从每一道工序上寻找

断头的原因以及改进的方法。

新方法使开车效率提高至 95%，一天 43 台车可增加产量

1011kg，每班用工由 11 人减至 5 人，三个班共减少用工 18 人，

而且提高了络筒效率，成纱毛羽下降 50%，强力增加 10%。

“衣食住行，衣是第一位的，老百姓穿衣离不开纺织业。我

相信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坚持创新引领，传统产业也

能成为朝阳产业。而工匠精神既存在于高精尖的产业领域，也

在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车间里发光彩。”王晓菲说。

2019 年，国家批复了“王晓菲技能大师工作室”，王晓菲通

过开展技能培训、技术革新和研发等相关工作，培养了大批纺

织业优秀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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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辽宁省昌图县人，航天技术
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中国
工程院首批院士。长期致力于中国战略
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与研制工
作，参加和主持了 6 个导弹型号、2 个运
载火箭型号和“神舟”系列飞船的设计研
制工作。

“苏联航天之父”的第一副手

毫无保留地向他悉心指导

“1957 年是‘火箭年’，这一年我成

为‘火箭人’，这一年是我人生重大转折

的一年。”虽有不舍与忐忑，但王永志很

快调整好心态，坚定了服从国家发展需

要、学好火箭导弹技术的决心。

莫斯科航空学院拥有世界一流的科

研设施，会聚了许多蜚声国际的航空航

天专家、教授，如“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

夫的第一副手、时任莫斯科航空学院火

箭教研室主任米申教授。

1960 年，王永志毕业在即，米申看

中了这名勤奋且充满天赋的中国青年，

主动提出带王永志做毕业论文。在中苏

关系紧张破裂的局势下，米申依然对王

永志坦诚相待，宽慰他不要担忧，坦言他

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不会因此而改变，并

鼓励王永志不要有任何顾虑，把毕业论

文做好。在米申毫无保留的悉心指导下，

王永志完成了毕业论文 《洲际导弹设

计》，且获得了答辩老师的高度评价。米

申十分高兴，对王永志寄予厚望，勉励他

道：“这是你第一次当洲际导弹的‘总设

计师’，希望这不是你最后一次当总设计

师。”

在跟随米申学习期间，年轻的王永

志找到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养成了良好

的科学思维方式，迅速走向航空科技的

前沿地带。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成为了他的恩师

1961 年，王永志回国。此时正是中

国的火箭航天事业上马之时，他立即投

入到我国第一代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在

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等老一辈科学家

的言传身教下开展工作。这些老科学家

广博精深的学识、严谨求实的作风、敢于

较真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精神使王永志

受益良多，帮助他在刚参加工作的十几

年里，快速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导弹研制

的重要技术骨干。

其中，“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对

王永志的影响最为深远。早在王永志的

学生时代，这位中国科学界的巨擘便是

他崇拜的偶像。参加工作后，他被分配

在钱学森担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工作，有幸直接聆听钱学森的教诲和

指导。

1964 年 6 月底，担任中近程火箭总

体设计组组长的王永志第一次走进大漠

戈壁，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

中近程导弹任务。因天气炎热，火箭推进

剂在高温下膨胀，燃料储箱内不能灌进

足量的燃料，致使导弹射程不够，无法打

入落点。就在专家们考虑在有限的火箭

燃料贮箱中添加推进剂时，王永志对戈

壁滩高温导致密度变化后的推进剂配比

进行了严密计算，得出了卸出 600 公斤

燃料，火箭就会命中目标的结论。

当时王永志是在场所有人中军衔级

别最低的，又是个年轻的新面孔，他的设

想并没有得到专家们的支持，他们认为

减少燃料和提高射程之间是南辕北辙。

王永志坚持自己的观点，鼓起勇气越级

向当时的最高技术决策人钱学森陈述。

钱学森认为王永志的意见有道理，批准

实施这一方案。卸出燃料后，果然射程提

高了，火箭连打 3 发均中目标。

王永志敢于打破旧有规则，其创新

路线和逆向思维得到了同事们的赞赏，

也得到了钱学森的关注与肯定。

普通人退休之年

他踏上载人航天新征程

事实上，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王永志

总能打破常规，用创新精神赢得主动，以

批判思维锐意进取。其创新思维不仅体

现在制定各种重大技术方案上，还体现

在工程实践的具体设计中。

1986 年，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六任院长。当时，国际

国内形势对中国火箭研制工作既形成巨

大压力，又提供了绝佳机遇：国内市场萎

缩，研制经费缩减；国际上，欧美航天发

射接连失事，卫星发射运力短缺。打入国

际卫星发射市场，成为中国火箭研制走

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火箭最大推力达

8 吨的运力需求，王永志提出了放弃串

联方式，采用横向并联捆绑、增加四个助

推器以提升火箭推力的全新思路，将运

载能力从 2.5 吨提高到 9.2 吨。而采用这

一思路开发出的火箭型号，就是大名鼎

鼎的“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以下

简称“长二捆”）。

王永志的思路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

可，而王永志谨慎判断、果断决策、敢为

人先的胆略同样为人称道。

1992 年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之

年，对王永志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征程。

迈入花甲之年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在此期间，他勇于创新，在一些关系

到实验成功与否的重要时刻作出了及时

决策，如将主着陆场由河南黄泛区改址

为内蒙古草原、发射场采用“三垂一远”

新模式等，并提出了飞行轨道设计要求，

为七大系统尽早开展方案设计工作铺平

了道路。

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王永志经

常前往一线与科研人员研讨，帮助各系

统制定自主创新又切实可行的技术方

案，完成了具有自主故障诊断和逃逸控

制能力的“长征二号 F”火箭的研制方

案、三舱飞船研制方案、陆海基 S 波段统

一测空通信网方案……这一系列闪烁着

智慧光芒的自主创新成果，为中国的载

人航天铺就了成功之路。

王永志说，他一生干了 3 件事，3 件

事干了一生———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

送中国人进入太空。30 年从事导弹与火

箭研制，20 余年从事载人航天，他将毕

生心血都投入到国防科研和载人航天事

业中，将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前进的方

向，不仅让中国人梦圆飞天、揽月九霄，

更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后续发展打下

基础、铺平道路。

屠晨昕

K 弘扬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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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人有所热爱

并不懈坚持才能心中有梦，眼里有光。9 月 4
日，《科学导报》记者采访了太原理工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管理中心、测试中心

主任张敏，黝黑的皮肤、温暖的笑容，让人倍

感亲切。

“我告诉学生们，希望在今后的求学之路

上，他们能够做学习的主人、做自己的主人，

按照自己的兴趣，凭借自己心中的热爱去谋

划未来，激发探索人生无限可能的强大精神

动力。”张敏说。

三尺讲台“有料”

从 2016 年进入太原理工大学工作开始，

张敏就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了实验教学一

线。他坚持“立足行业、面向社会、强化应用、

突出实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为目的构建教学体系，以重点

服务山西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

立足山西、服务行业、面向全国，以培养高水

平应用型人才为总目标。

张敏积极推动“以教学为中心”到“以学

习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转变，以学生为主体，

以“主体教学”为核心，建立“主体教育”模式，

构建以实践教育、创新教育为主体的课程体

系，鼓励实行“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互动

式”等教学组织模式。深入推进翻转课堂、微

课、混合式教学、MOOC 等教学方式在课堂教

学中的应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注重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

“我们增加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

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的占比，形成以能力

为导向的项目式、过程式等学业考核评价方

式，并强化教学过程的管理，根据课程和教学

环节的类型和特点，灵活设置考核形式和计

分方式。”张敏说。正是这些教学上的创新理

念，让他分别于 2022 年和 2023 年获得“中国

有色金属学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和

二等奖。而他主讲的“光学金相显微技术”“金

属材料专业实验 A”“金属材料专业实验 B”等

3 门本科课程及“工程伦理”1 门研究生课程

也受到学生热爱。工作期间，张敏还多次荣获

“优秀共产党员”“年度先进个人”“优秀团学

指导教师”等荣誉。

以赛育人“烹料”

打磨、抛光、浸蚀、观测……2020 年第九

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在太原理工大学

迎西校区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 1500 余名大

学生在试验台上尽显身手，争当“能工巧匠”。

回忆起比赛时的场景，张敏感慨良多，连续带

队参赛多年，终于将国赛“带”到了太原。

“金相是指金属或合金的内部结构，即金

属或合金的化学成分以及各种成分在合金内

部的物理状态和化学状态，是判断材料性能

优劣的依据。”张敏说。该赛事于 2012 年发

起，每年举办一次，旨在“以赛促教、以赛促

改、以赛促学”，是全国普通高校材料类专业

规格最高、制度最健全、覆盖面最广、影响力

最大的一项赛事。

从 2017 年起，张敏作为带队老师参加金

相大赛，至今已有 8 年了。在带队参赛的过程

中，张敏不断总结金相试样制备经验，耐心指

导每一届参赛选手，使得太原理工大学代表

的比赛成绩显著提升，在近几届金相大赛中

几乎每年都能斩获一枚个人一等奖。

第十届金相大赛中，张敏作为大赛筹备

组的核心人员、赛场协调组的副组长，经过

连续几天的高强度工作后，在决赛开始前

的那个晚上病倒了。“几乎每一届大赛我都

是超负荷运行，只能见缝插针地休息，坐着

都能睡着。但每场大赛的成功举办都让我

觉得特别值，因为热爱，所以甘愿。”张敏笑

着说道。

现在，张敏已经成为全国大学生金相技

能大赛的副主任。在一张张奖牌、一个个证

书、一次次成就中，张敏不断地突破自己，在

每一场大赛中坚持着自己内心的那份热爱。

2020 年，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的第九届全国

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成为当年全国唯一线

下举办的大型国家级赛事，这也是迄今为止

张敏最骄傲的一件事。最终，那一届的比赛成

绩不仅让张敏倍感欣慰，闭幕式上大赛委员

会还向太原理工大学颁发了金相大赛“特殊

贡献奖”。

回顾金相大赛的参赛之路，走的每一步

都很不容易，但张敏表示，在这件事上，他挥

出的每一拳都是有力量的，实现了自我价值

的体现，从零奖牌到个人一等奖及团体二等

奖，参赛选手的进步鲜明而又深刻，他们每一

个脚印都是满腔热忱踏出来的。

扬帆科海“锻料”

“贴心的张老师。”“感谢张老师解惑。”

“无论改成什么名字，我都会是张老师的铁杆

粉丝！”

“10 万+”的粉丝量，每条视频下几乎都是

上百条留言，张敏对待学生、家长及热心网友

的问题耐心解答，热门话题的讨论、犀利的观

点让他赢得了一众网友的支持。他通过学校

的各类平台、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对金相大赛

及材料专业进行了积极宣传，用一个一线教

师的视角为学生及家长们答疑解惑。张敏还

把小学生领进金相实验室，让小学生们亲自

操作显微镜，体验微观世界的神奇之处。结合

幽默风趣的讲解，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颗金

相的种子。

在教学和指导学生之余，张敏还深耕于科

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方向主

要聚焦于高熵合金成分设计及性能优化方面，

在研究中，他一遍遍重复自己的实验，只为寻

找最精准的数据，保证最准确的结果。也正是

他这种严谨的科研态度，让他成功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 1 项。同时，他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 30 余篇。

身为人师，言传身教；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张敏就是这样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钻研

科研教育的规律，不断践行着为师为学的责

任。他心怀赤诚投身育人事业，奉献了青春，铸

造了太原理工大学的金相荣光。

■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王俊丽

张敏（左一）
指导学生进行
金相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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