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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上的“牡丹花
城”洛阳，这座城市里有个门
禁森严的大院，至今保留着
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风格，
大院主楼上书大字“航空报
国强军富民”。这里正是中
国专业化研制空空导弹的单
位，也是鲁宏勋和他的团队
成长的地方。

作为数控程序编程员和
高级技师，鲁宏勋灵活自如
地运用的工具叫数控机床，
他让机床变成了服务于各项
急难任务的“机器人”。他称
自己是让机器与人对话的“翻
译官”。

从钳工专业的技校生到

高级数控机床的“翻译官”，
鲁宏勋30多年走的路可不轻
松。与前辈航空人一穷二白
的起点相比，现在的工作环
境随着我国航空工业和装备
水平的进步变得越来越现代
化，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越
来越艰巨——把那些功能更
强大、结构复杂的部件更好
地装进空空导弹极为有限的
空间里。

曾经，鲁宏勋接手了导弹
结构最为复杂的部件，上面有
着各个方向百余个大小不等、
相交或相贯的孔，最小的孔直
径不足3毫米，要求精度非常
之高。作为重要部件，它的加

工周期至少要6个月，成为严
重牵制生产任务交付完成的
瓶颈。“我们能改善优化的只
有加工工艺，而这即使对于数
控机床应用灵活的高级技工
来说也是难度极大的挑战。”
鲁宏勋说。

新挑战反而激发了鲁宏
勋创新的热情和动力。于
是，他尝试使用新刀具、采用
高速加工等新技术，再加上
工序的改进，把原来的十道
精加工工序压缩到三道，更
是“教会”了多台设备都能实
现对这个零件的加工。终
于，加工周期缩短了两个半
月，产品顺利交付。

为空空导弹装“眼睛”的人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像鲁宏勋
一样默默奉献于祖国的“大
国工匠”获得更多的关注和
敬意。

“在中航工业，有一句话
叫‘型号成功我成才’。鲁宏
勋对于导弹院来说，一个人
改变一个班组；一个班组升
华一个群体；一个群体正在
托起一项辉煌的事业。”中航
工业空空导弹研究院党委书
记徐东来说。

对于一个肩负着国家重
大任务的集体来讲，只有每
一个人成功了，才能有集体
的成功。有31名成员的鲁
宏勋班可谓高技术工人的

“梦之队”，其中有5名全国
技术能手、9名河南省技术
能手及一名世界技能大赛金
牌获得者。

在有“技能奥林匹克”之
称的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
鲁宏勋连续三届被聘为数控
铣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

练，全程负责中国选手的选
拔和集训，在2015年巴西圣
保罗举办的第43届世界技
能大赛上一举夺金，实现了
金牌零的突破。

世界技能大赛制造团队
挑战赛项目金牌获得者林
春泷曾是鲁宏勋指导过的
90后技术工人之一。“鲁大
师话不多，但很多细节都
在他眼里、心里。在训练
中，当我遇到难题时，他很
少直接告诉我解决路径，
却经常是一句话点亮我的
思路。”林春泷说。

在中航工业空空导弹
研究院不断承接国家型号
任务研制的过程中，鲁宏
勋从普通的技术工人成长
为在空空导弹事业上的

“大国工匠”。这一切折射
出中国航空工业整体实力
的提升——与发达国家相
比，从曾经的“望尘莫及”到

“望其项背”，再到今天的
“同台竞技”，未来将会“并
驾齐驱”，甚至领先。

空中格斗，导弹“一招
制敌”。一个国家空空导弹
的实力，直接影响着航空器
的威力。

“每一颗导弹发射都决
定生死存亡，分毫不能差。
技术工人的工作就是要把导
弹设计人员图纸上的部件变
成实际装机的部件，设计提
出的精度就是我们的任务。”
鲁宏勋说，他和同事要做的
就是把一个个“思路”从图纸
变成现实可用的零件。

“每一次成功，都好比完
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一件
精美的雕塑，这时的我完全
把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作快
乐的事情。”鲁宏勋说，岗位
可以平凡，人生不能平淡，
无论干什么都有机会干出
点儿名堂。

这个听上去很酷、说起
来很美的工作，实际上有着
无法言说之难，因为他们做
的是要求极为苛刻的空空导
弹。然而，正是在30多年里
要把这份最难最重任务做好
的鲁宏勋，成了今天的“大国
工匠”。

“高考不利，与大学梦擦
肩而过，我赶上从小长大的

导弹院首届技校招生，以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技校。”鲁
宏勋说，那时候他对技工的
全部了解来自一名同学的
父亲，这位导弹院的老车工
是连续十几年的劳模，家里
的奖状贴满了墙。

于是，鲁宏勋开始了钳
工的学习。凭着从小的绘画
和航模制作基础，他在机械
结构和工程制图上几乎无
师自通。跟着最出色的师
傅和前辈学技艺、上夜大、
学外语、学编程，他从来没
停止过的是学习新知识，尝
试去创新。

鲁宏勋在数控机床上编
出了导弹院第一个加工程
序，做出了第一个数控加工
零件，成为院里第一个较全
面掌握数控机床操作和编
程的技术工人。甚至在同
行专家看来，当时这个年轻
技工已经是集工装夹具研
究和数控变成调试于一身
的革新高手。

随之而来的是认可和更
大的舞台：1990年，26岁的
他荣获了原航空航天部一等
功。在颁奖大会上，他是唯
一的技术工人。

□新华社记者 呼涛 王烁 齐中熙

在军工大院里长大，鲁宏勋从小就知道父辈做的是颇为神秘的事业。与大学
梦遗憾擦肩，他没当成梦想中的科学家，却两次被请上天安门广场的阅兵观礼台。

看到我们自己的“战鹰”从头顶掠过，看见“战鹰”上挂载的空空导弹，他心里
升腾起航空人的自豪感。53岁的鲁宏勋，就是给这些导弹装上“眼睛”的人。伴随着
国家航空业高端武器装备的一路成长，他成为航空工业培养起来的“大国工匠”。

“航空鲁班”从中国走向世界3

航空技工炼成“大国工匠”2

对话数控机床的“翻译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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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日，根据中宣部安排，10余家中央、省级媒体记者来洛，集中采访中航工业空空导弹研究院数控程序

编程员、高级技师鲁宏勋。昨日，新华社在《劳动者之歌》栏目中播发长篇通讯，对鲁宏勋勤奋钻研扎实掌握生产技能、
创新实践提高生产效率、无私授艺带出优秀队伍等先进事迹进行介绍。本报予以全文转发，敬请关注。

新华社聚焦“大国工匠”、中航工业空空导弹研究院数控程序编程员、高级技师鲁宏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