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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路 上 的创 新 路 上 的 6060 岁岁““ 少 年少 年 ””
——记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凡

刀 尖 上 跳 舞 的 光 明 卫 士
本报记者 李 景

培养更多一流产业技术工人

温济聪

走进位于宁夏银川市的宁夏共享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老式红砖厂房内，近百名工

人用传统的翻砂、制芯等工艺铸造发动机机

体，这是“傻大黑粗”的体力活。隔壁贴有灰

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中，电子屏幕上每

个铸件的生产参数一目了然，一台台无人值

守的铸造 3D 打印设备高效运转，这是“窈窕

淑女”般的技术活。

望着眼前“黑白分明”的两座厂房，62 岁

的公司董事长彭凡自豪地说，“这就是全球

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智能工厂。今年年

底，公司所有生产线将全面升级为以 3D 打

印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线”。

彭凡是个执着的人，而正是骨子里“要

做就要做到最好”的执拗劲儿，成就了宁夏

共享集团，也成就了彭凡。“没有一成不变的

产业，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司，我们永远在路

上，永远在创新。虽然我已经 60 多岁了，但

还是个奔跑的少年。”他说。

质量制胜

1983 年，彭凡从重庆大学毕业。他坐

了 3 天绿皮火车，来到荒凉戈壁，成为长城

机床铸造厂（共享集团前身）的工人。

自打那时起，彭凡就立志“必须干出个

样子来”。他跟着师傅早出晚归学习技能，

从一线工人、技术工程师到车间主任，一步

一个脚印成长为公司负责人。

1994 年，长城机床铸造厂开始公司制

改革。“这次改革对企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不仅解决了企业发展资金的问

题，更推动企业从宁夏走向全国、走向全

球。”彭凡认为。

改制初期，彭凡和很多老员工坐上南来

北往的火车跑市场。他说，“虽然开拓了 40

多家客户，但由于过去长期做配套生产，加

之产品缺乏创新，公司一度濒临亏损边缘”。

为了推动公司生产的铸件出口，1996

年，时任厂长前往国外拜访世界机床行业

企业时，却被当地一家铸造业协会会长当

面评价：“中国的铸件也就是做马葫芦盖

（下水井盖）的水平，你们怎么能够做出出

口铸件呢？”

这句话，让在旁边的彭凡憋了一口气：

必须尽快扭转颓势，让世界对我们的铸造产

品刮目相看。

“不得不承认当时的铸造水平不高，但

是 我 们 一 定 能 做 出 高 质 量 的 出 口 铸 件 产

品。”彭凡说。

后来，企业接到国外公司

的铸件订单。彭凡和工

人们一个多月吃住在

生 产 车 间 ，生 产 出 符

合 出 口 标 准 的 铸 件 ，

逐 渐 打 开 了 外 销

窗口。

2003 年 ，通 过 股

份 制 改 革 ，长 城 机 床

铸造厂转型为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彭

凡带领企业立志要做高端铸造产品。

一次次的攻坚克难，让产品质量与日提

高，获得越来越多公司的认可。如今，共享

集团拥有大量的国际客户，80%以上的客户

是世界 500 强或行业领先者。

坚持创新

“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十年磨一剑进行

变革和创新。坚持很难，但很重要。没有

这个决心和毅力，就没有铸造 3D 打印技术

和 规 模 化 应 用 。”回 顾 走 过 的 路 ，彭 凡 感

慨道。

十几年前，3D 打印技术在国外渐渐兴

起。彭凡敏锐地发现，这项技术有助于破解

铸造行业人工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生产环

境差等难题，这或许就是实现铸造行业由大

变强、弯道超车的“秘钥”。

当时，内行人大多认为，传统铸造嫁接

3D 打印是异想天开。一旦推进，就意味着

进入了铸造的“无人区”，只能成功不许失

败。一旦失败，企业积攒多年的家底不仅将

被败光，还会错失发展机遇。因此，当彭凡

提出要走“铸造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这条路

时，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彭 凡 仍 坚 持 押 注 3D 打 印 技 术 ，斥 资

2500 多万元从国外购买了 3 台小型 3D 打

印 机 ，开 启 了 铸 造 3D 打 印 产 业 化 应 用 之

路 。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却 遭 遇 使 用 成 本 高

昂 、生 产 效 率 不 高 、维 修 服 务 价 格 高 等

难题。

面对挑战，彭凡一边组织工人继续生产

应用，一边通过大量的科学计算分析，得出

了成本可以降低、效率能大幅提升的结论。

彭凡拿着结论找到外商谈合作，但想

通 过 在 国 内 设 立 合 资 企 业 ，扩 大 3D 技 术

应用的想法吃了闭

门 羹 。 认 准 新

技术的前景，

彭 凡 带 领

平均年龄

仅 有 28

岁的科研团队一头扎进厂房，用时 5 年突

破了铸造 3D 打印材料、工艺、软件、关键

零部件及集成等产业化应用的技术难题，

成功实现铸造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的国内

首创。

彭凡认为，作为一名企业家，首先就是

要创新，要不断适应市场和外部环境的变

化。“创新要成为日常工作中一个持续的过

程，当然创新也要看到结果，让企业每一天

都有变化和进步。”

在彭凡的坚守中，当初只有一张办公桌

大小的 3D 打印设备，变成一间房子大小的

设备，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成为变革铸造行

业的生产利器。截至目前，该项技术已取得

500 多项专利授权。

2017 年，由共享集团研发的 3D 打印设

备对外销售；2021 年，陶瓷 3D 打印设备对

外销售；2023 年，团队成功研制出超级砂型

3D 打印设备，效率是市场同类设备的 5 倍。

竞逐智能

在共享集团发展中，数智化与 3D 打印

技术并行发展。“公司从 2012 年起，就把数

智化转型纳入经营方针，计划 2026 年实现

数字化企业的建设。到 2030 年将实现智能

化企业的建设，打造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领航

级智能工厂。”当下，彭凡聚焦目标，梳理出

100 多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自 主 研 发 的 铸 造 行 业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 —— 铸造云，增材制造领域首个综合性

工业互联网平台——增材云，水泵行业首个

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水泵云，只需在

云端一键开通，即可助力其他企业实现数字

化转型⋯⋯

“ 只 有 打 造 好 智 能 化 样 板 间 ，才 能 赋

能更多行业。”彭凡带领共享集团投入大

量 经 费 搞 科 研 ，壮 大 人 才 队 伍 ，不

断推进数智化转型，努力打造智能

化“样板间”。

有一家制造业大型企业，斥资 30

亿元搬迁新址，亟需建成一个智能工厂，邀

请共享集团做新厂规划。

原有的技术要改造升级，部分落后技

术全部淘汰，有的工艺和技术需要重新设

计制定⋯⋯面对一道道难题，共享集团的

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常涛

和技术人员扎进车间，从学习对方工艺做

起，设计流程、规划布局，用半年时间圆

满完成订单。

很 快 ，共 享 创 新 中 心 接 到 了 第

二单。“这次我们把业务拓展到智

能工厂总体建设，真正实现了定

制 智 能 工 厂 的 目 标 。”常 涛 说 ，

从 硬 件 到 软 件 、从 咨 询 到 交

付 ，共 享 创 新 中 心 给 对 方 做

成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方 案 。 得 益

于这次“一炮打响”，“西北有家

企 业 会 定 制 智 能 工 厂 ”在 业 内 广

为流传。

目前，共享创新中心的定制服务

已覆盖近 20 个省份，成功应用于近百

家企业，在帮助企业提质降本增效、节

能减排降耗的同时，正在发挥区域示范

带动作用。

“ 企 业 基 因 中 已 经 融 入 了 创 新 要 素 ，

只有不断突破才能满足客户需求。”彭凡

说，“不论是中央近期召开的民营企业座

谈会，还是宁夏召开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大会，都在传递‘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

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的信号，让我对未

来发展信心满满，今后要和大家继续攀登

创新高峰。”

“输电带电作业是指在高压电气设备上

不停电进行检修和测试，由于操作难度大、

危险性高，被形象地称为‘在刀尖上跳舞’。”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浙江省电力

有限公司金华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特战班”

领衔人蒋卫东这样形容从事了 30 多年的

事业。

蒋卫东介绍，带电作业经常要面对常人

难以想象的极端状况，解决十分棘手的问

题，必须具备勇往直前的勇气。2024 年春

节期间，金华市遭遇寒潮，电力线路覆冰厚

度严重超出设计标准，供电线路遭到严重损

害。在抗冰抢险前线，50 多岁的蒋卫东全

力以赴，冒着寒风、顶着冻雨，带领团队在冰

凌密布的“钢铁丛林”中连续鏖战，顺利完成

最严重受灾线路的抢修工作，保障电力安全

稳定供应。

“ 每 当 看 到 经 过 我 们 的 努 力 ，一 条 条

‘银线’跨越山川，将光明和温暖输送到千

家万户，心中就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

深 知 自 己 的 付 出 是 特 别 值 得 的 。”蒋 卫

东说。

这 只 是 蒋 卫 东 从 事 电 力 事 业 以 来 不

惧困难、敢于挑战的缩影。他曾率队登上

370 米高的舟山大猫山岛输电铁塔进行带

电作业，顶着六级海风在高空抢修；完成

全国首次 1000 千伏同塔双回线路带电作

业，为我国高电压带电作业领域积累了宝

贵经验。

输电线路是电网的命脉，故障如同病

灶，而蒋卫东是精准切除病灶的“手术专

家”。他最拿手的带电作业是快速、无痕消

除输电线路缺陷的方式。这是一项对安全

要求极高的工作。“高空、高电压的环境要求

作业中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无比，每一次操作

都关乎着带电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电力

的稳定供应。”蒋卫东说。

“输电线路带电作业要求极高，传统工

具有时无法满足复杂的作业环境和严格的

安全要求。”蒋卫东认为，唯有通过不断的

技术创新，才能提升带电作业效率并充分

保障安全。因此，他组建起“蒋卫东劳模创

新工作室”这一技术攻坚团队，以解决现场

难题为导向，开展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

新工法、新工具的创新研究，并取得较好

成效。

“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需求，就是我们

攻关的着力点。我们要敢为人先、大胆探

索、能闯难关，用工匠精神挑战一切不可

能。”蒋卫东说。

依托系统化技术攻关体系，蒋卫东带领

团队构建“需求分析—理论研究—实践改

进”的研发模式，深度解构带电作业全流程

技术痛点。他们首创的“绝缘小士字梯等电

位作业法”被纳入国网超高压作业标准体

系，研发的“承力工具绳索化作业法”开创国

内绝缘承力工器具绳索化的先河。他带领

工作室取得诸多创新成果，逐步构建起覆盖

常规电压到特高压、从地面作业到空中操作

的全方位带电作业技术体系。

“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技艺传承下去，才

能让国家的电力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近年

来，蒋卫东马不停蹄地投入教学工作，将带

电作业全套流程拆解为多个标准动作模块，

主导编制《带电作业标准化操作流程》等 23

部技术教材，构建起输电专业岗位能力标准

图谱，为浙江省电力行业输电线路岗位培训

提供有效参考。

目前，他带出来的学生构建起老中青梯

次衔接的技术团队，活跃在浙闽皖三省电力

一线，将标准化作业流程与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融入日常工作。

“我的愿望很简单，希望在我的手上没

有修不好的输电线路。”蒋卫东始终保持着

电力工人的赤诚与初心，用他自己的话说，

输电线路就像他的孩子，照顾孩子是他的

责任。正是成千上万像蒋卫东一样的“电

网卫士”，在空中“起舞”，与高压线“对话”，

在实验室奋力钻研，在铁塔施展拳脚，守护

着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用奋斗书写人生

华章。

□ 本报记者 马呈忠马呈忠

彭凡彭凡（（中中））在和研发人在和研发人

员探讨技术问题员探讨技术问题。。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共享集团基于共享集团基于 33DD 打印技打印技

术的生产线术的生产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弘

扬工匠精神，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

队伍。这项加强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和

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举措，将有力促进

人才队伍质量的提高。

产业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

中坚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

力量。而一流产业技术工人

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关键要素，

其技能水平、创新能力及职业

素养直接关系产品质量、企业竞

争力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制造业强国目

标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

超大规模的市场等诸多优势条件，但

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断点”“堵点”。

要 打 通 这 些 难 点 ，实 现 科 技 自 立 自

强，需要一大批一流产业技术工人。

2024年 10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提出，以培养更多大国工匠和各级

工匠人才为引领，带动一流产业技术

工人队伍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建设一

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各界协同

推进。

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着

力提升产业技术工人素质和能力。当

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

新材料技术等融合应用，孕育出一大

批更智能、更高效、更安全的新型生产

工具以及自动化设备。深化产教融

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

础，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工会参与的

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有助于培养更多

满足产业快速迭代需求的产业工人。

通过为产业工人提供丰富的学习和实

践机会，帮助他们积累更多实操经验、

掌握先进数字技术，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提升操作技能水平，向一流产业

技术工人的目标不断迈进。

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激发产业技

术工人创新创造活力。构建更加科学公平的评价机制，用多把

尺子衡量产业工人，从不同侧面发掘其优势，重点评价其在创新

操作技术方法、解决技术难题、推广技术工艺等方面的贡献，引

导产业工人争做实干先锋。持续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畅通职业

发展通道，打破晋升壁垒，鼓励产业工人深度参与技术研发管理

等工作，成长为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一流产业技术工

人，并推动其创新融入企业研发链条、国家创新体系。

维护产业技术工人的合法权益，增强其成就感、获得感、幸

福感。增强产业工人服务保障，维护产业工人安全健康权益，充

分保障其主人翁地位；企业依法落实工时和休息休假制度，充分

保障产业工人的身心健康。同时，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重技

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让产业工人得到更多认可和尊重，乐

于自我提升、敢于追赶超越，通过奋斗成就精彩人生。

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必将打造出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让

他们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