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大国工匠刘伯鸣

出生于 1971 年的刘伯鸣现为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铸锻钢

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副厂长。 1990 年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

一重水压机 | 锻造厂工作。 20 多年来,
 

通过艰苦学习与生产实

践,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专家型技术工人,
 

成长为一名生产管

理干部。 在推进第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锻件国产化、
 

产业化进程

中,
 

他带领的创新团队发扬工匠精神,
 

成功锻造出国内最大的首

件 CAP1400 锥形简体,
 

填补了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中仿形锻造技

术的空白。

一、
 

造改的带头人,
 

工作室里的老大哥

在水压机锻造厂提起刘伯鸣,
 

无人不竖起大拇指,
 

他带领的

劳模创新工作室攻克了生产诸多超大、
 

超难锻件及核电高端产品

锻造工艺难关,
 

填补了多项国内行业空白,
 

打破了国外垄断,
 

为

我国在超大锻件制造领域赢得了国际话语权。 他先后获得全国技

术能手、
 

黑龙江省劳动模范、
 

中国一重首席技能大师等名荣誉称

号,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劳模创新工作室年龄最小、

 

今年 35 岁的王勇岗的眼中,
 

刘

伯鸣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是一个感情细腻的老大哥。 在与

记者交谈中,
 

王勇岗回忆起工作室 2014 年刚成立时 AP1000 锥形

筒体的锻造,
 

因为其锻造不仅要保证筒体大、
 

小圆的同心度,
 

还

不允许出现较大椭圆,
 

且锻件容易出现壁厚“不均匀”现象,
 

锻造



难度远远高于普通筒体锻件。 王勇岗告诉记者:“我记得那时候,
 

鸣哥差不多得有一周时间吃住都在厂里,
 

一直在工作岗位上紧盯

着,
 

累了就回休息间眯一会,
 

同时遇到难题的时候先自己琢磨,
 

琢磨不透再找工作室其他成员一起协商,
 

反复研讨更可靠更有效

的操作方案。”
AP1000 的成功锻造也为 CAP1400 打下了基础,

 

在锻造

CAP1400 时,
 

刘伯鸣精确指挥锻件变形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严格

控制锻件的轴向串动和旋转角度,
 

精细调整水压机的压下量,
 

保

证了活件壁厚均匀,
 

最终成功锻造出国内最大的首件 CAP1400
锥形筒体。

二、
 

工友的贴心人,
 

锻造厂里的大工匠

一名专家型技术工人又是如何蜕变成了生产管理干部? 水压

机锻造厂党总支书记、
 

厂长许四海告诉记者:“2018 年公司党代

会后,
 

为了打通技术与技能人才上升的通道,
 

刘伯鸣因业务突

出,
 

被选拔成我们厂的副厂长。 但他却没有领导的架子,
 

依旧保

持着一名技术工人的初心。”
刘伯鸣因 20 余年一线锻工的身份,

 

并且为人随和,
 

使其即便

走上了领导岗位,
 

依旧是工友们的知心人,
 

工友们有什么事都爱

跟凡事认真的刘伯鸣说,
 

就这样刘伯鸣成了工友与领导层的“传

声筒”。 许四海说:“就是因为伯鸣的这种特质,
 

才能把工人们的

需求反馈上来,
 

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
 

使其安心

工作,
 

既保证了生产效率,
 

也保证了工作时的安全,
 

有时同样的

一句话,
 

我们说给工人听,
 

远没有伯鸣说的效果好。”
正是这种从不把自己当领导的领导,

 

才能与群众走得更近。
许多工友们在遇到生产困难时,

 

总愿意找他咨询解决,
 

针对这种

情况,
 

刘伯鸣充分发挥了“传、
 

帮、
 

带”的作用培养了一批优秀员



工,
 

解决了企业生产的实际难题,
 

为提高生产效率、
 

产品质量及

节能降耗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

 

刘伯鸣也从未忘记业务骨干的身份,
 

他通过开展岗位

技术练习、
 

重点锻件生产经验交流、
 

每月生产技术经验总结、
 

建

立岗位练兵台,
 

互学互助结“对子”等灵活多样的岗位培训活动,
 

全面提升锻造厂工人的技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