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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勋师傅做事认真负责，没
有怨言，他用奉献赢得大家的尊
重。”据捻织二厂布机保全工段设
备维修工陶润生说，在捻织二厂，
王建勋有个绰号叫“全能义工”，他
可以是人员紧张时一线的上架工、
维修工，疏通堵塞卫生间的保洁
工，也可以是纵身一跃跳入垃圾池
的清洁工。甚至在十多年前因为
有个电焊工退休导致技术人员缺
乏，他竟主动考取了焊工证，拿起
焊枪当了十几年的“义务焊接工”。

据捻织二厂布机保全工段设
备维修工陈旭透露，王建勋有一条
特制的“钢板”腰带，“那次给洋设
备动刀，在狭小空间半蹲3个小时
累得腰椎病加重后，建勋师傅就用
10根钢条穿在医疗护腰带上，一干
活就系上它，减少对腰椎的伤害”。

原籍山东青岛的王建勋，父
母均为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
第一代高级工程师。王建勋高中
毕业后，正赶上大招工，进了帘子
布公司后一直干修理维护，后来

通过单位培训和艰苦自学考上了
高级技师职称。由于技术水平过
硬且善于钻研创新，总有更高的
平台和工作机会主动召唤王建
勋，但他丝毫不为所动。

“月工资 2000 多元那个时
候，南方有两个公司开出了高薪
待遇，想挖我过去，一连给我打了
半个月的电话，我最后还是拒绝
了。”王建勋认为，他是在帘子布
公司成长起来的，对公司有很深
的感情，总感觉自己“离不开根”。

33年来，王建勋早来晚走，累
计义务奉献 1000 多个工作日。
2013年，他把荣获集团“最美共产
党员”的3000元奖金交了特殊党
费，以后每年七一建党节那天，他都
会交上至少1000元的特殊党费。

“我市创建‘中国尼龙城’的发
展战略很好，帘子布公司引进的设
备和项目都处于国内外尖端水
平。通过平时在外开会交流，我感
到行业前景广阔，我愿为平顶山的
尼龙事业干一辈子！”王建勋说。

捻织机中穿梭忙碌33年的技术“大牛”

王建勋：愿为鹰城尼龙事业奉献一生
□本报记者 吕占伟/文 张鹏/图

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公司捻织
二厂布机保全工段长王建勋参加工
作33年来，进行了43项发明创造，其
中12项获国家专利，6项获国优成果，
为公司累计创造近亿元的经济价值。

每天，他都会提前一个小时上
班，至少晚一个小时下班。无论是
鹅毛大雪的凌晨、酷暑难耐的夏夜，
还是万家欢乐的除夕夜，只要接到
厂里的紧急电话，他都会随叫随到。
这种习惯，他已经保持了33年。

去年12月27日，第五届平顶山
市道德模范暨新时代楷模表彰大会
在市行政服务综合楼会议室举行，
全市10名道德模范和100名新时代
楷模受到表彰，王建勋位列其中，获
得第五届平顶山市道德模范称号。

“有活儿干，充实最好，一闲下
来我就会无所适从。”“在帘子布公
司的捻织厂布机保全工岗位上，我
愿意一直干到退休！”这是 51 岁的
王建勋日前接受采访时，给记者留
下印象最深的两句话。

艺高人胆大。2013年，帘子
布公司捻织二厂第一台喷气织机
左侧齿轮箱出现故障。因为这是
当时最先进的进口设备，公司联
系厂家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花
上30万元购买整套的新齿轮箱；
二是等待外国专家过来维修，薪
酬是按小时计费。

这两个方案能解决问题，但
不能解燃眉之急，怎么办？这个
时候王建勋站出来主动请缨。工
友们顾虑的是没有图纸，拆除后
装不上该咋办。王建勋给出的方
案是“我们拿着摄像机把每一个
螺丝的位置都一点一点录下来”。

王建勋的前工友、现任帘子
布公司捻织二厂党总支书记的王
永红回忆，当时王建勋紧缩全身，
钻进了不到半平方米的车底。当

他小心翼翼地拆除上百个零部件
后，3个小时已悄然而逝。工友们
报以热烈的掌声，却迟迟不见王
建勋出来，因为他已经无法自己
站起来。当工友把他拽出来的时
候，他脸色发白，双腿跪地。两天
后，织机恢复了正常运转。

创新出成果。1月15日下午，
在捻织车间的一角，一名工人师
傅正在一台机器前用手辅助做着
拉丝的动作，机器“吐”出的丝经
由传送机和传送带传送到机器底
部，再缠绕成一大团。这台机器
叫作初复捻拉丝机，机器架子加
上传送机、传送带、开关按钮，都
是王建勋拆卸以前设备上的下脚
料焊接后重新加工做成的。它是
王建勋带领团队在2015年研制出
来的，现已普及应用到整个帘子

布公司的捻织厂生产线，基本实
现了捻拉丝的自动化，比原来节
省了一半人力。

帘子布织造过程产生的棉尘
俗称“花毛”，就像煤矿瓦斯一样，
是引起火灾的主要危险源。如何
减少花毛、收集花毛，这是一直困
扰捻织车间的老大难问题。2018
年，帘子布公司借鉴煤矿治理瓦
斯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像煤矿
治理瓦斯一样治理花毛”的安全
理念，确定了“零花毛”的安全目
标。

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建勋查
资料、画图纸、买配件、找工具，经
过反复试验，成功制作出了“棉尘
收集装置”。用它，一个机台一天
就能收集45克左右的花毛，棉尘
收集率提高了3倍。

曾任捻织二厂厂长的帘子布
公司品质保证部党支部书记田萍
说，去年，法国米其林公司来到帘
子布公司进行审核，米其林全球
技术总监在捻织二厂观摩时，对
这个棉尘收集装置竖起了大拇
指：“你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同类供
应商中最干净的车间！”这个发明
获得了国家专利，也拿下了平顶
山市QC成果发布第一名。目前，
该装置在喷气织机上的推广应
用，使得棉尘收集率达87%以上，
成功破解了困扰帘子布行业的棉
尘火险防治难题。

33年来，像这样的改造有很
多：王建勋拉丝机、双面氧化铝导
丝器、综框防护板，喷气织机主喷
嘴维修工具，喷气织机按钮安全
防护装置，等等。

■33年如一日
穿梭于织布机
当中做“医生”

1 月 15日下午，与户外低温对
比强烈的是，车间里保持着25℃至
26℃的恒温。穿着蓝色工装、戴着
防护口罩和特制耳塞的挡车工们在
各自的工位前穿梭忙碌。此时，捻
线机加着捻，织布机织着布，“咔咔
咔”的机器响声持续而充满节奏感。

这里是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
公司捻织二厂的车间，一位同样穿
蓝色工装、管理人员模样的中年男
子在各个工位前走来走去，不时停
下脚步，同挡车工进行交流。这名
男子就是51岁的王建勋，他是该厂
布机保全工段长，主要负责管理和
维修喷气织机，确保生产遵照正常
安全的轨道进行。

“纺出的丝可以用来制作降落
伞的网绳，如果纺得更细一些，可以
用来制作户外装置，比如登山用的服
装和背带等；织好的帘布则会被运往
下道工序——浸胶，浸胶处理后运往
合作厂家，再加工后用于制作汽车轮
胎内的骨架材料。”王建勋指着静置
在车间里的一匝匝布匹说。

每天早上7时，王建勋总会准
时或者提前出现在车间。“整个过程
就像医院的‘查房’和中医的‘望闻
问切’四诊法：先是同运转班进行交
流，了解头一天机器运行情况，发现
问题后立即安排工人进行维修；同
时需要仔细用眼观察机器和捻丝的
状态，用耳听机器的响声，用鼻子嗅
有无因设备异常而发出的异味，有
时还要用手进行触摸，以分辨机器
运转是否存在异常。这一趟转下来
得用掉一个钟头，然后8点开班组
会，周末也要过来转一转。”

在这循环往复的工序中，王建
勋耗费了33年的光阴。

■敢啃“硬骨头”、善想好点子 他拥有多项技术革新成果

■借助“建勋创新工作室”无私培育技术人才梯队

以王建勋的名字命名的“建
勋创新工作室”位于捻织车间的
斜对面，各种维修工具摆满了室
内好几个大柜子，其中有手电钻、
电动移动工具、空气捻接器等。
工作室分割为学习、实操、设计三
个部分。

刚进实操室，记者就闻到一
股焦煳味儿，王建勋解释说这里
刚刚焊接过零件。旁边的工作台
上，一名年轻的女工正一丝不苟

地伏在工作台前画设计图，其 4
年前进入该工作室，属于布机设
备的技术员。

“建勋创新工作室”主要开展
尼龙66帘子布织造装备的改造、
攻关以及高技能工艺操作人才和
设备维护人才的培养工作，目前
包括设备技术员、工艺技术员、设
备维修工、电气维修工、挡车操作
工等 20 名成员。虽然成员平均
年龄不大，但不乏拥有省级“技术

能手”和公司级、厂级“培训师”等
称号的人才。

其中，布机保全工张勇凭借
过硬技术，在帘子布公司百岗千
人大比武中获得第一名，成为“金
牌技术工人”；布机挡车工郭亚娜
夺得省石化系统竞技比赛第一
名，获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称号。

“师傅（王建勋）主要是让我
们自己去感悟，而不是灌输式的

传授。他丝毫没有架子，传授技
术毫无保留，所以我们才能成长
得这么快！”在日前的采访中，工
作室成员张勇感慨地说。

在王建勋的带领下，工作室
团队在帘子布公司开设的“大师
讲堂”上经常为企业中高层领导
及技术人员传授技艺，先后培训
各类技术人员 500 余人次，为公
司乃至全市的尼龙事业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

■抵制高薪诱惑 他愿把根一辈子扎到我市尼龙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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