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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银华机械入选福建省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标杆企业，并在
2022中国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评选中荣膺“制造行
业数字化典范案例”奖。

在银华机械生产线，一块巨大的显示屏滚动
显示银华机械“智能管理驾驶舱”的情况，订单执
行情况、订单排产情况、生产异常情况、质量管控
概况、销售订单概况等60多张分析报表“一屏
尽览”。“我们从2013年开始推进数字化，到现在
近10年了，不断迭代升级。”郭松告诉记者，得益
于“智能管理驾驶舱”，公司管理实现精细化，产品
种类从1000多种提升到4000多种，但库存水平
至少下降20%，库存准确率居行业前列。

与此同时，今年，银华机械5G+数字化工厂一
期项目建成并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内孔为250
毫米、280毫米、350毫米的缸筒成品整齐堆放，各
种类型刀具一应俱全，该项目主要生产高端盾构
机油缸，盾构机油缸性能决定着盾构机这个“隧道
掘进神器”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我们对生产线的
数控车床、焊接机器人、磨床等10余种生产设备
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5G网络切片、传感器、智能
网关、数据挖掘等新技术，搭建了生产运营统一调
度平台。”项目经理林义腾介绍。

经评估，通过该项目的实施，百分钟生产消耗
成本下降12.7%，设备有效利用率提高16%，生产
交付准时率提高16%。同时，项目中采用的技术
手段有效解决了传统机械制造业的生产环节核心
痛点，为同类型的传统中小制造业企业探索出了
数字化转型升级之路。

这家有着51年历史的制造业企业，围绕“数
字化转型”的战略发展主线，以“研发数字化”“数
字化引领柔性制造”“可靠性工程”“高端制造业人
才团队”四个核心能力建设为抓手，主动迎接市场
挑战，拓展新客户新领域，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升
级，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文/本报记者 刘艳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焊花飞舞，激情飞扬。12月2

日，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集美灌
口的厂区内气氛热烈又紧张，第三
届职工技能大赛拉开战幕，近60名
选手同台竞技、现场“比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努力
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
才。创建于1971年的银华机械，是
国贸控股集团下属海翼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专注液压油缸制造40余
年，是国内主要液压油缸生产基地
之一。“银华机械注重人才、注重技
术、注重质量。此次职工技能大赛
是公司实施人才战略、加快数字化
建设、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
重要抓手。”银华机械副董事长郭
松表示，“我们通过岗位大练兵、实
战大比武，鼓励员工坚持传承一流
引领的标准、真实担当的作风、奋
斗为本的姿态，进一步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

头戴电焊防护面罩、身穿帆布料
工装，一手拿焊条、一手拿焊枪，现场
火花四溅，焊机声此起彼伏……员工
张友才正在进行手工焊接技术比赛，
他要焊接的是两个油口和支座。“70
后”的他，已经是银华机械的老工匠。

手工焊接是一道特殊工序，也是
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技能。手工焊接
易学难精，看似简单，可是想要焊出
好活儿却不容易，焊枪火焰温度达
2000多摄氏度，要求焊工眼要准、
手要稳、心要静。银华机械副总经
理叶清洪告诉记者，液压油缸的焊接
质量是影响产品可靠性的重要因素，
提高焊接水平，是提升产品质量的重
要一环。近年来，企业职工传承“工
匠精神”，精益求精，稳步降低产品焊
漏率。目前，银华机械油缸产品焊漏
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在数控车加工技术赛区，员工陈亮正在数控深
孔刮滚机床前认真编程。编程后，按下启动键，伴
随着“嗡嗡嗡”的机器声，数控车床便开始对缸盖

“雕刻”起来。这项比赛主要考核加工的尺寸精度、
粗糙度、形位公差等。

近年来，银华机械在不断创新与变革中，探
索新路径，开拓新赛道，从传统制造工厂逐步升
级为智能化制造企业，着力打造“智造工厂”。
这对工人的技能水平有了新的要求，要求员工
具备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数控编程、数控机床结
构及维护使用等多学科知识。

银华机械有大大小小20多个工
种，是我市门类较为齐全的机械制造
企业，产品自制率达到70%。公司产
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设备、环境工
程、高空作业平台、工程机械、特种车
辆、机场港口设备等领域，其中，公司
高压重型液压缸（盾构机油缸）获得

“福建省单项冠军产品”称号。此次大
赛选择了数控车加工技术、装配钳工
加工技术、手工焊接技术、机加钳工技
术、外圆磨技术等五个比较关键的工
种进行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比赛还鼓励
员工跨工种参赛。叶清洪表示，我们
通过挖掘和培养一线工人一人多技，
有效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
活力，从而实现“遇到急件有人顶，人
人都是多面手”，打造柔性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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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巧匠 比手艺拼智力
银华机械举行第三届职工技能大赛，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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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机械第三届职工技能大赛比赛在集美灌口厂区举行银华机械第三届职工技能大赛比赛在集美灌口厂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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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猜猜我画的是什么桥？”“从结
构上来看，这是三跨悬索桥，你画的是海
沧大桥。”欢笑声不断地从蔡月松家里传
出，原来是一家三口又在进行孩子喜欢的
桥梁知识问答。夫妻俩一致认为，小学一
年级的儿子艾士承对于梁式桥、拱式桥、
斜拉桥等不同结构的桥梁如数家珍，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他们都是科普工作者。

蔡月松一边从客厅的书架上取出《中
国桥》等与桥梁有关的书籍，一边介绍：

“儿子3岁时就对桥梁特别感兴趣，我们除
了通过绘本向他科普桥梁，也尽可能多陪
他去实地看桥。”以厦漳大桥来说，蔡月松
已记不清带着孩子自驾前往多少次，每次
奔赴都仅仅是为了近距离感受斜拉桥的
结构。

按照丈夫艾存博的话来说，科普工作
者可以敏锐地保护孩子们的求知欲和探
索欲，并给予鼓励与引导。“是啊，特别是
我和先生是同行，在自家孩子的科普教育
方面更是默契十足。”蔡月松告诉记者，科
技馆经常会推出不同的科普活动、展教活
动等，儿子基本上也是“泡”在科技馆长大
的。

2001年，蔡月松加入厦门市青少年科
技馆（厦门科技馆前身），成为一名科技馆
辅导员。那时，科普宣讲活动还不多，她

和同事就组织一支科普小分队，利用平时
空闲时间进入各个学校开展科普活动。

多年的科普工作经验，令蔡月松印象
深刻的是一名叫魏何的小学生，他因对科
技馆的展品非常感兴趣，主动请缨当志愿
者。“魏何虽然是馆里年龄最小的志愿者，
不过，他的服务时间长达9年，是科技馆志
愿服务年限最长的志愿者。”蔡月松说，得
知魏何得益于科技特长，如今顺利考进清
华大学后，更觉科普教育可通往无限可
能。

“让科学更好玩，点亮孩子们的‘科学
梦’，这是科技馆一直在做的事情。”对于
蔡月松来说，二十多年来陪伴一批又一批
孩子成长的同时，与科技馆一起不断探索
公益事业市场化运作的特色经营模式，是
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作为团队的一员，蔡月松也从基层走
向了管理岗位。她认为，压力和责任更大
了，展览水平、专业领域探讨水平等要再
上台阶，更需不断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
保持创新。“在忙碌紧张的工作节奏里，很
感谢家人的支持。”蔡月松话音刚落，一旁
的艾存博说道：“都是‘战友’，彼此支撑、
互相理解不是应该的嘛。”

这时，正在书桌上做磁铁实验的艾士
承笑着说：“虽然我还是小学生，但是我每
天也很忙呀！”家里又是一阵此起彼伏的
欢笑声。

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梦
本报记者走进两位科普工作者家中，了解她们在科学与公众之间“搭桥梁”的故事

科普研学“厦
门经验”走向全
国，日前，厦门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
责任公司成员企
业厦门科技馆公
司中标青岛市科
技馆运营项目，进
一步推动厦门科
普研学经验走向
全国。

本期家访，我
们走进两位科普
工作者家中——
她们一位是关注
青少年科普工作
的科技馆管理者，
一位是链接受众
与科学的策划，她
们不仅点亮一批
批孩子的“科学
梦”，也把科普融
入日常生活中，让
她们的孩子对科
学充满了兴趣。

文/本报记者 罗子泓 实习生 林家佳
图/本报记者 张江毅
翻出手机里的老照片，拿来儿子喜欢的

科学绘本和玩具模型……家访当天，董凯琳
和丈夫、儿子围坐在一起，将他们与科普的
情缘娓娓道来。

“这是我十一岁时参观上海科技馆拍的
照片。”董凯琳指着手机屏幕说。彼时，国内
科普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不论家庭出游还是
学校活动，上海科技馆都是首选目的地，她
也由此形成了对“科普”二字的初印象。

一年半前，董凯琳开始和厦门科技馆产生
交集。因为成了“厦门媳妇”，她离开工作生活
多年的上海，入职厦门科技馆从事展览活动策
划、项目内容研发等工作。“她很热爱这份事
业，每每谈起，眼里都有光。”刘科尔说。

董凯琳将自己比作桥梁——科研人员
和广大受众之间存在语境、知识体系差异，
受众可能看不懂、听不懂科学知识，因此，科
普人要做的便是撕下科技馆“严肃”的刻板
标签，用更艺术的表达，拉近科学与受众之
间的距离。

去年，董凯琳和同事驱车前往福建梅花山
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学习，筹备虎年生肖展。
在山林里，他们听科学家讲述数十年如一日
的科研工作，感受他们对传播科学知识的执
着与渴望。“提及华南虎的繁育与野化研究工
作时，科学家们兴奋得好像在说自家孩子，他
们的眼里有质朴和执着……”董凯琳说。

这次经历加深了董凯琳对科普的理解，

科普人不应只传播科学知识，还要把科学的
温度传递出去。“从科学到受众，我们要做两
次‘翻译’。一是把艰涩专业的内容转化为
通俗易懂的语言；二是把它们以展览、活动、
演艺等形式传达出去。”董凯琳说，厦门科技
馆的口号是“让科学更好玩”，她想在“好玩”
的基础上赋予科普更多意义。

厦门科技馆今年暑期“上新”的《漠名奇
妙·颠倒沙漠》展，就是董凯琳和同事们的一
次新尝试。“打破传统静态展台形式，我们打
造了全干旱、半干旱、绿洲等场景，让市民置
身于真实的沙漠世界，把科学变成可观、可
感、可参与的东西。”董凯琳介绍。

刘科尔在一旁听得很专注，就像平时听
妻子描述新策划时那样。“他是我的‘第一听
众’。展览主题吸不吸引人，科普文案能不
能看懂，他都会站在普通市民的角度给我建
议。”董凯琳笑着说。刘科尔乐在其中，他对
妻子策划过的展览如数家珍，“我不仅是‘第
一听众’，还每次都会去现场看展！这些有
意思的科普展览，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采访间隙，儿子刘一然一会儿在走廊发
出“啊”的声音，一会儿跑到董凯琳跟前和她
分享新发现——回声。“你在哪儿发现的回
声？快去找找哪儿还有。”听到妈妈的鼓励，
一然开心地跑开，继续“啊”去了。董凯琳的
目光追随着儿子，“科普的根本，是让大家对
世界充满好奇。我们会尽力呵护孩子与生
俱来的好奇心，也会努力把科技馆打造成激
发人们科学兴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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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物
董凯琳，32岁，

厦门科技馆外联部
策划；丈夫刘科尔，
32 岁，地产领域从
业人员；儿子刘一
然，2岁半
●家庭地址：

思明区会展路
●心愿：

通过科普人的
努力，让科学更好
玩、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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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物
蔡月松，41岁，

厦门科技馆副总经
理；丈夫艾存博，41
岁，厦门科技馆机
器人课程教师；儿
子艾士承，小学一
年级
●家庭地址：

思明区
虎溪社区

●心愿：
始终保有对世

界的好奇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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