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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劳模就是一面旗帜。
在淮阴卷烟厂这个流淌着红色基因的企业，从三次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宗明开始，77年来，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爱岗敬业、锐意创新、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先
进模范。他们传承着淮烟人的优良品质与光荣传统，与祖国同
成长、与时代齐奋进、与企业共发展，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的主旋律，书写了“劳动最美丽”的时代新篇章。

——淮阴卷烟厂劳模风采录

奋斗是劳动者最美的姿态
全国劳动模范 薛兆明

“劳模，有故障，快来。”“劳模师傅，机台有问题，请您
来看看。”在淮阴卷烟厂，“劳模”是大家对薛兆明的昵称。

他从200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后，这个昵称已被大家叫
了22年。大家之所以不喊名字喊劳模，是因为薛兆明
这位“劳模”实至名归。

1986年，20岁的薛兆明高中毕业后进入淮阴
卷烟厂原二车间，成为一名一线操作工。

“不怕脏、不怕累”是薛兆明对自己年轻时的
评价。当时生产条件简陋，车间里烟丝粉尘弥漫，
薛兆明凭借不怕脏、不怕累的工作态度在车间脱
颖而出。在当时盛行的劳动竞赛中，年轻的薛兆
明曾连续两个多月荣获第一名的好成绩。“那时，
车间主任会带队敲锣打鼓把红旗送到机台，别提多
光荣了。”薛兆明回忆说。

凭借出色的表现，1996年，薛兆明被选拔为修理
工，从此与机械设备“较真”了26年。
“设备维修不像生产线，不仅要勤奋，还要钻研。”到

了新岗位，面对复杂的设备，高中毕业的薛兆明开始新的“求
学”之路。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纸和笔，每当老师傅修理机器

时，他都认真观察修理过程，记下每一个细节，回家后再仔细分析、归纳
汇总。为提升业务技能，他报名参加淮阴卷烟厂与原淮阴工专联办的机电一
体化大专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通过4年努力，不仅拿到了大专文凭，还系统
掌握了丰富的机械知识，由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工人技师。

在“九五”技改期间，淮阴卷烟厂生产设备大提升。那几年，薛兆明每天
与设备为伴，一上班就巡查机台，了解设备运转情况，下班后刻苦学习新技
术、钻研新方法。特别是1997年至1999年间，薛兆明所负责的卷包车间甲班
PROTOS卷接机组完成卷烟产量223049.22箱，卷烟质量平均得分98分，高
于95分的计划指标。同时，善于摸索钻研的他还总结了许多降本增效的小工
艺，有效降低了生产卷烟盘纸和咀棒材料消耗，为企业节约成本3705.39万
元。

命运不会辜负每一分努力和坚持。2000年，薛兆明先后获得江苏省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收获了劳动者的最高荣誉。“其实能成为全国劳模
自己也很意外，我没有突出的贡献和特别的技术，唯有踏实肯干，干一行精一
行。”在薛兆明看来，“劳模”就是靠自己干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淮阴卷烟厂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十五”技改、“十一五”技
改，一大批一流设备进入淮阴卷烟厂，薛兆明也变得越来越忙。“从每分钟生
产1000支烟的‘昆明机’到如今每分钟最高可产16000支烟的高速机，生产设
备快速提档，我们更要不断学习，适应新要求。”薛兆明说。劳模不老，如今已
56岁的他依然奋战在一线，用行动诠释一名劳模的责任与担当，用奋斗诠释
劳动者最美的姿态。

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李树奎

“奎师傅，我们家设备出了故障，麻烦您来修一下。”“奎
师傅，成品高架堵了，有时间帮忙搬一下成品箱。”“奎师傅，

不忙的话，一起看一下机台安全文明生产和质量自检记
录。”……李树奎是生产制造处卷包车间甲板卷接维修
工，大家都喊他“奎师傅”。

1993 年，李树奎高考落榜。有句名言说得好
“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正当李树奎不知何去何从时，正好赶上淮阴卷烟厂
招工，厂里要招收一批高考落榜但成绩靠前、能吃
苦耐劳的农村子弟，他就这样进了厂。

从此，李树奎立志在这个行业用心耕耘，“好
好干，才能对得起这份工作！”从操作工做到维修
工，从最开始的国产人工机到世界最先进的进口智
能机，李树奎一干就近30年。辛苦的日子不是没

有，上世纪90年代，生产任务重，白天黑夜大家轮流
上早晚班，就连春节都没有休息时间。有一年除夕夜，

恰逢雪天，正是万家团圆时，李树奎却顶风冒雪，在鞭炮
声中赶去上班。第二天一大早，车间外白茫茫一片，鞭炮声

仍然此起彼伏，他这才踩着雪下班回家。
李树奎踏实肯干，不怕苦、不怕累，工作中遇到任何不懂的设备

结构原理，不搞清楚、不弄明白、不钻研透，他决不罢休。随着企业设备的不
断更新、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李树奎认识到只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扎实的技
术功底才能掌控现代化、智能化的卷烟设备。工作期间，他不忘继续深造，并
顺利拿到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本科学历。

2012年，江苏中烟PT70卷烟机操作竞赛在淮阴卷烟厂举行。李树奎为
了参赛脱产训练两个月，每一个动作都要求快速规范，每一个步伐都要求科
学合理，训练、训练、再训练！每一个零部件调整误差不超过0.1毫米、烟舌侧
边间距不超过0.3毫米，机械手抓取交接一次成功……“机械般的操作、魔鬼
式的训练。”李树奎如此形容那段时间，几乎把自己练成了“人机一体”。功夫
不负有心人。他勇摘桂冠，并荣获江苏省总工会颁发的江苏省五一劳动奖
章。

李树奎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光与热，还积极发扬“传帮带”精神。近
年来，他把自己学习和实践中的经验无私传授给新员工，并注重培养“多能
工”，要求一个操作工至少会操作两种及以上机型。由他培养出来的徒弟，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人人可以独当一面。
回首过去，李树奎一直庆幸自己当年能获得这个工作机会。近30年来，

他兢兢业业，初心不改，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出最炫的光和彩，并印证那句
名言：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甘当绿叶衬红花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李青

1988年，20出头的李青从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毕业后被分配到淮阴卷烟厂工作，在车间实习一年后来
到新产品开发科。该科室的工作跟李青在校学习的烟
草工艺专业十分对口，研发新产品、打造新品牌、提高
产品质量、开展技术创新……大大激发了他的工作
热情。

1991年，淮阴卷烟厂着手研制新品——“一品
梅”，李青有幸参与该系列产品的研发。全厂上下
团结一心，领导高度重视，职工尽心尽责，厂里专
门成立“选叶车间”，当时烟叶的等级分类只有15
级，远没有现在的标准严格、细化，全靠人工手挑。
淮阴卷烟厂还与当年烟草行业龙头——云南玉溪
卷烟厂建立合作关系，李青被选派到玉溪卷烟厂学

习。“技术、管理，什么都学。”李青表示，玉溪卷烟厂远
在云南，他每周都得去两趟。当年交通不便，云南那边

一个电话过来，李青说走就走。有一回路上堵车，他怕赶
不上飞机，下了出租车跳上一辆摩的，从乡间小道抄近路

才没误事。这段经历，李青至今仍记忆犹新，他将学习到的宝贵
经验应用在具体工作中，使技术水平有了提高、质量管理上了轨道、

厂容厂貌焕然一新，“一品梅”也风靡全国，并成功创成“国优”品牌。
品牌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李青深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员工都要脚

踏实地。创品牌、上水平、规模化、特色化……李青从未停止学习、思考、创新、开
拓。

作为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李青牵头建立产品质量风险防控体系，对生产全
过程潜在质量隐患进行排查梳理，对可能产生质量隐患的因素进行分析，制定相
应的防控措施，减少或杜绝质量问题。作为技术人员，他是中国烟草学会工业专
业委员会烟草工艺学组会员、江苏中烟卷烟感官质量评委、ISO9000质量体系内
部审核员、全国质量管理诊断师、中国质量协会QC小组活动诊断师。

创新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源泉。2016年，淮阴卷烟厂开始生产细支香烟，细
支香烟对烟丝的要求更高，“烟丝要没有梗，还要更短。”李青介绍，当时常规切
丝技术一直达不到切割要求，他天天琢磨，有一天理发时突然产生灵感——给切
割机器安装一套切丝装置，“简单地说，就像剪头发那样，先用梳子撩起长的烟
叶，再用铡刀切，铡刀还分定刀和动刀……”这套设备完美切出15毫米以内的烟
丝。技术难题解决了，细支香烟产量随之大增。后来，这种“柔性断丝”技术也成
为专有技术，在细支香烟生产中广泛应用。

2013年，李青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在快退休了，但还在忙。”李青笑
称，“以前我是红花，现在甘当绿叶。”技术传承不会停止，理想信念已深深根植
于年轻人的心中，“我们老一辈的劳模虽然要退了，但新一辈的劳模正迅速成长，
有他们在，企业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用心用情练就真本领
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张健

从2015年到2022年，张健和制丝烟机已一起走过
近7年时间。对张健而言，制丝烟机不是冰冷的机器，而
是他的伙伴，他们互相成就、一起“成长”，并成就更好
的自己。

刚参加工作时，张健接触的第一种机型就是
SQ37切丝机。那会儿，他笨手笨脚，有时刀门间
隙调大了，生产时会产生跑片；刀片进给不到
位，盘动刀辊时会磕碰到刀门条……几番折腾
下来，张健已头晕脑涨。为改变这一尴尬状况，
他花了近7年时间，用心琢磨切丝机的“脾性”，
现在凭目测就能精准判断刀片进给位置。

秉持“永远不服输，永远不向困难低头，永
远争第一”的信念，张健不满足于现有的技术水
平，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开阔视野、增强本领、提

升技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2019年，他得
知我市举办职工技能竞赛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报了

名。首战告捷——张健以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
决赛是强手之间的较量，他丝毫不敢懈怠，备赛的那些日

子，班前、班后一有时间就练习，换刀、换砂轮、换刀门条，这些
看似简单的操作，其实涉及锁紧、制动、限位、进给、安全等一系列装

置，而且要考虑零部件的保养润滑和相互间的配合……在保证设备高速运转的
同时，还要切出宽度合格的烟丝。命运从不辜负努力向上的人，张健在比赛中
拔得头筹，并荣获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是张健的追求；将自己掌握的技术
充分运用到工作中促进生产，更让他觉得活得有价值。2017年，车间新上一
条生产线——白肋烟线。从设备进厂到安装调试，再到生产运行，张健一路相
伴，那阵子，一忙就是24小时。他不仅亲眼见证了一堆零件变成一条生产线的
过程，还参与了设备改造项目。为进一步展示维修工作成果和创新成果，张健
特意学习了新的技能——机械图设计软件。学平面设计的他，从头开始学习设
计立体模型，从二维到三维的变化，让他感受到了奇妙的“立体世界”。从此，他
更加热衷于设备改造的研究和探索，使机器运行更流畅、更高效。张健积极参
与各种创新活动，加料流量计在线自动清洗装置的研制、提高梗丝加料均匀性
的相关研究、白肋烟自动吸料装置的研制等，看着设备变得越来越好，张健内心
充满成就感。

“干一行，爱一行，用心用情练就真本领，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做专、做
精。”张健说，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未来将踏着前辈的足迹，一步一个脚
印稳扎稳打，在平凡的岗位上将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江苏省劳动模范 陈金来

“这套新设备谁能开？让小陈来试试。”“这台机器怎么
又出故障了？只有老陈能修好。”“所罗门群岛，陈金来不去可

不行。”……从“小陈”到“老陈”，40年岁月更迭，变的是称
呼，不变的是陈金来实干担当、创新创造、认真负责、坚
韧顽强的劳模品质。

军人出身的陈金来，1981年退伍后，进入淮阴
卷烟厂成为一名卷烟机操作工。工作仅一年，他
因为表现突出，成为全厂最年轻的修理工。面对
从未接触过的卷烟设备，他刻苦钻研、忘我工作，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卷接设备的修理
上。那时，别人修不了的机器，陈金来能修。遇
到复杂的问题，他不吃不喝也要琢磨个究竟来。
陈金来爱动脑、肯琢磨，有他在，工友们心里踏实。

1994年，厂里上了台新设备，这是当年最先进
的进口卷接包一体机，机器上写的全是英文。做了

十年“金牌”修理工的陈金来，又回头当起了操作
工。为啥？他修机器技术最好、开机器也最稳，这台新

设备大家都没操作过，让他打头阵，大家放心。机器操
作说明书就一套，相当珍贵，大家只能在厂里看，不能带出

厂。陈金来跟厂办的领导磨了半天，领导答应借给他——一个
晚上！陈金来把说明书捧回家研究了一宿。第二天，他“忍痛”花了一个

月工资，把说明书复印了一份，这下安心了。从此，他晚上学习，记下机器上所有英文和
翻译；白天上机再操作研究，不仅自己学，还带着身边人学。

“对待机器设备，就得多琢磨、多钻研。”1999年，厂里遇到一个技术难题——香烟滤
嘴水松纸有一圈金属装饰圈总是粘不牢。“粘不牢就会漏气，影响香烟质量，也影响产
能。”技术部门始终一筹莫展，大家研究了近半年，想了好多办法就是搞不定。对此，陈金
来也魔怔了，天天围着机器转。最后，他试着改进切纸轮、加大吸风量和上胶量，没想到
竟然成功了！这一举措震动了全厂，陈金来也因此获得“一品梅特殊贡献奖”。

2017年，淮阴卷烟厂深入践行上级倡导的“走出去”战略，派出一大批技术骨干前往
所罗门群岛。作为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陈金来毅然迈向新征程，在极度贫困
落后的地方，克服环境、气候、习俗的不适感，帮助当地建设烟厂。设备安装阶段，缺少合
适的工具，他和同事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工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陈金来三次前往
所罗门群岛，和同事凭借硬实力一次又一次彰显中国智慧，从设备全线打通到具备生产
条件仅用一周时间。

40年来，陈金来一直不忘初心，“金牌职工”“一品梅特殊贡献奖”“市劳动模范”“省劳
动模范”……他用行动践行劳模精神，也将老一代职工最朴素的匠人情怀、最宝贵的敬业
精神传递给后人。

以初心至匠心
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郭红军

到今年，郭红军已在生产一线奋斗了28个年头。说起初
心，质朴的郭红军总结为一句话：“用心做好一件事。”28年来，

他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将最美好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操
作岗位。

1994年，郭红军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淮阴卷
烟厂的一名操作工。当时，年仅20岁的他充满干
劲，“那时车间实行三班倒，有时上完大夜班紧接
着就要上二班，只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郭红
军回忆说，工作虽然苦，但一心想把工作做好，
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

多年来，不管再忙再累，郭红军始终把产
品效率和质量摆在首位。刚工作时，不懂就问
就学；工作时间长了，就开始钻研设备。“设备是
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把设备性能吃透了，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才能提高。”郭红军说，为此，他

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借阅查看各种
与卷烟设备相关的书籍，有人问他：“都是老师傅了，

还要学啊？”他笑着说：“活到老，学到老。要想机器好
开、把机器开好，必须得学！”

于是，郭红军就成了卷包车间生产竞赛中的“一面旗帜”。“郭
师傅开的机台这个月又是第一！”提到郭红军的开机技术，卷包车

间的同事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
2020年，郭红军积累多年的技术和知识终于有了展示的机会。当年，我市举办职

工职业技能竞赛（ZB45包装工、烟机设备修理工技能竞赛）。对此，郭红军精心备战，
每天下班后，从理论到实操，反复进行练习。决赛时，面对近百人的竞赛选手，郭红军
出手快、准、狠，仅用时20分钟就完成零部件组装、保养等一系列流程，比第二名选手领
先6分钟。郭红军一举夺魁，并荣获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

功夫不负有心人。“岗位虽然平凡，但只要努力付出，就一定能创造奇迹。”正如郭
红军所说的那样，“只要努力，平凡的操作岗也能成就不一样的精彩。”

郭红军的精彩仍在继续。去年，淮阴卷烟厂又新上一批FX2高速卷包设备。作为
卷包车间的主力和标杆，郭红军再担重任。调试设备、试生产、正式生产，每个环节都
有他忙碌的身影。仅工作时间，他的步数就超过1万步。

平日里，作为青年职工的榜样，郭红军还有一项任务——“传帮带”。“我要把老一
辈的好方法、好传统传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快速成长，成为淮阴卷烟厂发展的栋梁。”
郭红军表示，自己已记不清曾带过多少徒弟，但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地当好模范与榜样，
让淮烟人的工匠精神代代相传。

第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宗明

■融媒体记者 季明稳 李 蓉
通 讯 员 任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