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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在很多人眼里，航天是与女性绝缘的领域，技

术工人是女性最不愿从事的工作，可苗俭偏偏把

这两项都“沾上”了。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边

工作边学习，练就出高超的技能，把航天重要部件

打磨到满分，也从一名技校毕业生，成长为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首席技师。她说：“作为一名一

线技术工人，我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精密加工的零

件最终用到哪个‘弹船星箭器’上，但这并不影响

我身为一名航天人的自豪，我知道我的每一分努

力最终都会映射在中国航天事业的改革发展上。”

“男孩子能干的，我也能干”

1977年出生的苗俭在中考时发挥失常，进入
了技工学校的铣工班。报到那天，她发现班里只有

3名女生，男同学说的“‘铣工行’是男性的特长，女
孩子是学不精、做不久的”，不由在耳畔响起，消极

情绪顿时涌上心头。

不久，带班老师朱红新发现了苗俭的小情绪，

便把她带到实习车间，展示了如何把一块粗糙的

铝合金变成光滑的六面体。一通操作下来，苗俭对

朱老师心生崇拜，虚心向他请教方法。见她来了兴

趣，朱老师趁机开导：“女性有男性没有的细心和

耐心，通过练习一样可以有精湛的技能，成为一名

出色的铣工。”

在朱老师的鼓励下，苗俭渐渐对铣工产生了

兴趣，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1994年，计算机应用
程度较高的数控专业在技校的教学中兴起，成绩

优异的苗俭被选拔到数控班。第一次接触数控，苗

俭发现数控不但能减轻操作者的劳动强度，而且

我想“敬业”和“认真”这两个词最能体现工匠精神。一个人无论被放

到什么样的岗位上，把敬业和认真做到位了，“出头”就是早晚的事。

———苗俭

 越女争锋

从技校生到国家级首席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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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操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她像海绵般吮吸着

知识的甘霖，说：“我不是因为兴趣而学技术，却在

学习中找到了兴趣。”

1995年，苗俭从技校毕业。尽管她手握数控、
铣工、车工三张技术资格证书，但在就业分配时被

现实“泼了一盆冷水”，因为不少单位都只招男生

当铣工。幸运的是，上海航天局804研究所一直招
不到合适的男生做铣工，带班老师听到消息后，极

力推荐苗俭。苗俭也信誓旦旦地对招聘人员表态：

“男孩子能干的，我也能干！”

就这样，苗俭被分配到了一线的铣工岗位。虽

然她对专攻的数控专业无法学以致用而略有遗

憾，但一想到在航天局工作，她的骄傲感油然而

生。

工作之初，车间里没有空调，夏天在近40℃的
环境中工作，热得像蒸桑拿。不过，这对苗俭来说

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面对同一张图纸，老师傅

很快能加工出一件漂亮的零件，她看上大半天却

不知从何下手。苗俭的自信心降至极点，耳畔也时

不时传来声音：“女生果然不能胜任这种技术性

高、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啊……”

听到这话，苗俭不服输的那股劲又上来了，她

决定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默默地对自己说，一定

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上班时，她认真地跟随

师傅学技术，仔细观

察，潜心揣摩，用心

实践。下班后，她翻

阅资料加深对操作

的理解，不弄懂不

罢休。

师傅见苗俭那么

好学，就主动悉心传授自己

总结的小技巧。在师傅的言传身

教下，苗俭不仅掌握了航天产品的操作技能，还感

受到了航天人的敬业精神。

工作一年，苗俭大有进步，师傅开始让她独立

操作机床。一天，师傅交给苗俭一项艰巨的任务。

航天产品中叫“翼板”的零件，需要铣工在不锈钢

材料上完成五条圆弧筋板的加工，且平衡试验要

小于2克。对于这种高难度的技术，都是要求经验
丰富的老师傅来完成。靠普通铣床，老师傅们一般

需要通过近20次的夹装定位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熟知难度的苗俭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经过反复琢磨，再结合书上的理论知识对工

装加以改进，苗俭一一攻克了刀具、装夹等难关，

让高精度复合变曲面不锈钢翼板的五点动平衡重

量误差，从2克减少到1克，产品合格率从10%提高
到100%，苗俭出乎意料地完成了师傅布置的任
务，成为车间生产技术骨干。这次成功不仅让苗俭

收获了一致好评，还激发了她对技术攻关的兴趣。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一往无前”

干一线铣工，即使是男工，对体能、毅力、技能

都是莫大的考验，更何况是女工。可苗俭是认准目

标就不会轻言放弃的人。她像男工一样操作重达

几百公斤的超大零件，搬运重达几十公斤的机床

压板。她说：“很多个绝招，师傅说的时候，我没觉

得特别难，但当自己动手做的时候，发现很难入这

个门。”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一往无前。”

为此，苗俭给自己拟定

了一个“五年计划”，

目标是拿到数控专

业大专文凭。确定

目标后，她报考了

上海机电职工大学

数控应用技术专业大

专班，边工作边读书。虽然

很辛苦，但她甘之如饴。班里40多
名学员，苗俭作为唯一的女生，每次测验的成绩总

让男同学汗颜。2000年，苗俭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
数控应用技术专业的大专文凭。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2002年，单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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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台龙门数控加工设备，设备上遍布的英文

标志及厚厚的软件资料吓退了不少操作能手，苗

俭隐隐觉得这是她着手数控工作的一个机会。于

是，她主动请缨。领导考虑再三，决定让25岁的苗
俭独立承担操作数控机床的任务。苗俭就这样结

束了7年的铣工工作，走向了一直向往的数控岗
位。

苗俭刚着手数控工作时，都需要一一攻克龙

门机床设备上的编程、加工、代码、英文，而最大的

坎是大型龙门机床设备的工作台面比家里的床还

大，很多的大型零件都要起装吊夹。面对难题，苗

俭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在加工一个体积大、质量轻

的副反射板时，她和工艺师们自制测量工具，优化

加工参数，最终按时保质地完成了生产任务。苗俭

圆满地完成了换岗的过渡，加工出多个用于国家

重点型号的各类型号产品零件，不仅为研究所节

约了大量外协费用，还大大地缩短了制造周期，提

高了产品质量。

2004年，苗俭被破格晋升为铣工、数控加工双
工种高级技师，是航天局里最年轻的高级技师。同

年，她参加了上海航天局组织的赴德先进加工技

术培训班的学习。德国之行，开阔了苗俭的眼界，

航天数控领域的精密加工带给她很多启发性思

考。回国后，她悄悄给自己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

划”，向本科文凭进发。11月，苗俭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了同济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本科班，开

启“拼命工作、疯狂求学、倒头即睡”的模式。

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苗俭把理论和实践紧

密结合，练就了复杂数控机床的操作能力和精湛

技艺，在男技师扎堆的全国技能数控大赛中捧获

一座座奖杯，对招聘时的那句表态交出了最佳答

卷。

“既要‘抬头问天’，也要‘低头钻研’”

2012年，国家为了重点培养高技能人才，在全
国首批建立了50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苗俭
的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工作室的首席技师

兼负责人，也是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中唯一的

一位女性。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苗俭谦虚地说：“我还

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一切还得从零开始。”她是

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苗俭又为自己制定了第三

个“五年计划”———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合格的数

控操作人员，还要在编程、设计等方面努力学习，

成为一流的智能型人才。

航天产品照射器天线模胎是个庞然大物，超

出了数控机床的加工范围。苗俭经过仔细测算，打

破常规思维，大胆采用多刀具分段加工的方法。此

外，苗俭还开发运用多款软件系统，完成了“导弹

翼板”“频率综合器盒体”等复杂产品的机械加工，

使研究所的制造水平迈进了一大步。

从一线铣工，到数控机床工，到加工中心操作

工双工种高级技师，到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

首席技师，中国航天技术的高速发展对苗俭不断

提出高标准、高要求，她一次又一次实现自我突破

和全面提升。2016年，苗俭入选“上海工匠”。
“航天人既要‘抬头问天’，也要‘低头钻研’。”

这是苗俭常嘴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她对工作室

同事们的要求。苗俭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先进数控

加工专业为主要方向，集结了14名航天技术型男
性能手，承担着我国航天事业控制系统的精密机

械加工任务。苗俭深知这群人的技艺代表着不断

更新换代的的航天加工技术，因此她不遗余力地

帮助他们进行职场规划，提供发展空间，鼓励他们

参加各种技术攻关、竞赛。负责工作室生产管理的

秦文津乐呵呵地说：“苗俭是很全面的复合型技能

管理人才，除了在一线工作外，她在管理岗位也做

得很好，能很快适应和转换角色。”

今年6月，苗俭应邀参加在上海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举办的“技能大师进校园”活动。在被问到“什

么是工匠精神”时，苗俭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应

该是‘敬业’和‘认真’这两个词。一个人无论被放

到什么样的岗位上，把敬业和认真做到位了，‘出

头’就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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