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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人才活力    建设人才高地

宝鸡市委组织部  宝鸡日报社 联办

企业篇
（之五）

能工巧匠看宝鸡能工巧匠看宝鸡

没有 99.9% 的产品
只有 100% 的产品

1982年，19岁的刘湘宾退伍，

进入7107厂，从此与航天结缘。

当时7107厂地处大山深处的

我市凤县。作为厂里最年轻的中共

党员，刘湘宾被安排到机关工作，

可他却主动要求下车间学习技术。

“都说学技术苦，但我是部队培养

出来的，最不怕的就是吃苦！”刘

湘宾说，上班第一天，师傅就教育

他：“你制作的每一个零件都是要

上天的，所以任何一步都要做好。

没有99.9%的产品，所有产品的

标准必须是100%！”

铣工是机械加工里最难的

工种之一，它要求工人不仅要懂

机械操作，还要懂数学、物理等学

科的知识。刘湘宾参加工作时，没

有数控机床，制作产品用的还是

手动机床，所以对手工计算要求

极高，空间尺寸的测量也要精确

到微米。一有空，刘湘宾就拿起书

本，边学边记，很快成为厂里技术

最过硬的铣工。

半球谐振陀螺仪是世界上

最先进的精密陀螺仪之一，在航

天和防务装备领域都属于关键核

心零部件。而作为材料的石英玻

璃既硬又脆，形状是薄壁半球壳

形，精密加工难度极大，在机械加

工领域一直被视为衡量工匠技艺

水平的“试金石”。2015 年，为了

突破这一“卡脖子”技术，厂里派

刘湘宾到国外学习，并引进一台

专门用于加工复杂曲面的高精度

数控机床。

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的刘

湘宾，完全靠死记硬背学会了操

作机床。然而，学会操作机床还远

远不够，要将直径 25毫米的实心

玻璃一点一点掏成球壳，需要极

为精湛的技艺。在机床主轴的超

高速运转下，刀具的运行速度也

从零瞬间上升到每秒 200 转。每

次进刀都是刘湘宾最为紧张的时

刻，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内外

壁厚度出现偏差。

一次次画图、建模、调整刀

具、修改编程，刘湘宾反复改进，

整整六年时间，成千上万次的实

验，最终将精密加工精度提升至1

微米，仅仅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

1/70，远远超出了设计要求，成功

打破技术垄断与封锁。

正是为了 100% 的产品，多

年来，刘湘宾从不喝酒。他担心

喝酒会麻痹神经，影响到手脚，

做不好超精密复杂形状产品的

加工。他常常说，我做的不是产

品，是工艺品。闲下来时，他会把

自己造出来的一些零件整齐地

摆在桌子上，静静地欣赏，细细

地琢磨有没有什么地方还可以

改进得更完美。

74 次试刀
自主研发刀具替代进口

如今的刘湘宾是企业的数

控组长，主要承担国家防务装备

惯性导航系统关键件的精密、超

精密车铣加工任务。他的团队加

工的惯性导航产品参加了近百次

国家防务装备、重点工程、载人航

天、探月工程等大型飞行试验任

务。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长征系列

火箭导航产品关键零件、卫星中

的重要部件。

2018 年，某型号特急项生产

任务进入数控组，时间紧、任务

重，一点点失误都会导致后续发

射任务的失败。“我们接到任务

后，打破常规生产模式，工艺、技

术人员提前‘铺路’，生产人员一

人多机三班倒，检验保障人员统

筹安排、全力配合，两个月的任

务最后只用了 22 天就完成，为

随后的装配调试争取了更多的

宝贵时间。”

某型号导航控制系统支装

件使用的航天第三代材料是由

20%-45%的碳化硅组成，“加工这

样的零件就像‘在砂轮上磨刀’，刀

具非常容易被磨坏。”刘湘宾说，

以前，刀具都是从瑞典进口，一把

需要2000元，导致生产成本居高

不下。2016 年，刘湘宾向企业提

出申请：靠国外进口总是受制于

人，能不能尝试自己生产刀具？

在企业的支持下，刘湘宾和西安

万威机械制造公司、西北工业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联合进行复合

材料立铣刀国产化研究。到 2018

年4月，经过74次反复试刀、改进，

终于成功研制出一套高精度机床

加工刀具，比进口刀具耐用度高4

倍以上，不仅表面加工质量高、可

以完全替代进口产品，每年还可为

公司生产节约80余万元，降低了

生产成本。2019年，这一研发项

目还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在某型号球阀的加工过程

中，为保证毡垫在高速旋转时的

定位准确度，刘湘宾将传统硬

对硬的加工模式改为软对硬的

加工方式，自创了抛光轮。采用

工装压表的方法控制机床坐标

的位移精度，使球体圆度达到了

0.1 微米（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的

七百分之一），光洁度达到 13 级

的设计要求，产品合格率也达到

98% 以上。

在国家某型号新型材料三

种关键零件攻关中，刘湘宾通过

调整设计专用刀具、工装夹具、

机床精度的参数，大幅提高了止

口端对公共轴线垂直度的加工

精度，同时提升了生产效率、延

长了刀具使用寿命、节约了加工

成本，为后续加工生产奠定了有

力基础。

这些年，由他加工过的微米

级、亚微米级产品，保持了产品合

格率 100%、安全事故为零的骄人

纪录。

“狼群团队”
不断突破挑战不可能

以匠人之心，铸大国重器。在

以微米度量的世界里，刘湘宾不

断超越，用一点点缩小的精度，一

次又一次实现超越，挑战不可能。

他也先后获得“三秦工匠”“全国

技术能手”“中国质量工匠”“航天

贡献奖”等多项荣誉。

刘湘宾说，回首四十年，最

大的财富不是荣誉，而是收获了

一个值得信赖、敢于攻坚克难的

“狼群团队”。2015 年，刘湘宾劳

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以精密加工

技术攻关研究为依托，为企业精

密、超精密加工制造保驾护航。

现在，他所在团队的轴圆柱度、

半球球面度等加工精度在西北

地区独占鳌头，先后荣获航天科

技集团“金牌班组”、陕西省“工

人先锋号”等称号。

2017 年，刘湘宾主动请缨，

带领团队在班组建立了半球、球

碗生产单元，全力配合进行技术

攻关，对比刀具参数、优化加工工

序，进行工装设计和改制。攻关后

的半球、球碗两种零件的合格率

由原来的 55%提高到 90%，单件

成本降低 50%，生产效率提升了

近 3倍。

2018年，他又带领团队开展

了以某型产品零件加工为代表的

航天硬脆材料零件超声振动低应

力精密加工技术研究。经过9个月

反复试验，使加工精度达到了壁厚

0.5-0.8毫米、内外球面同轴度1

微米，首次在国内行业实现了球形

薄壁石英玻璃的加工需求。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刘湘

宾，心里依然有一个“航天强国

梦”。他说，作为一个一线的技能

操作者，要把钻技术、传技能、带

好人、出精品这 12个字牢牢放在

心里。“工匠就是要对自己的本职

工作有一颗热爱的心，只有热爱，

才能把产品做到极致，做到精益

求精。”

刘湘宾是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九院 7107 厂数控铣工，他是

敢打硬仗、善于攻关的军工人。

他带领数控铣工团队生产的惯

性导航产品在多个国家防务装

备、重点工程、载人航天、探月

工程中使用，并在飞行试验任

务中获得圆满成功。他先后获得

“宝鸡市劳动模范”“陕西省劳动

模范”“三秦工匠”“全国技术能

手”“中国质量工匠”“航天贡献

奖”等多项荣誉。

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隆重举行。当彰显“强军利刃”“强

国之盾”的火箭军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身处千里之外宝鸡的国家特级技师刘湘宾，掩

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国重器上有我们的产品，我清楚地知道它装在火箭的哪个部位！”

刘湘宾所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 7107 厂，主要生产大国重器导航系统的关键

零部件——陀螺仪。卫星能否到达预定轨道、导弹能否命中目标、潜水器能否到达指定海

域，靠的就是陀螺仪这双“眼睛”的精准定位。

从 1982 年退伍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 7107 厂，40 年时间里，铣工刘湘宾只

做了这一件事 ：擦亮大国重器的“眼睛”。

年干好一件事
——记“三秦工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 7107 厂数控铣工刘湘宾

■ 本报记者  郑晔
40

刘湘宾带领“狼群团队”不断开展技术攻关，助力航
天事业快速发展。

对航天事业的热爱，让刘湘宾扎根铣工岗位 40 年痴心不改。

年近花甲的刘湘宾依然扎根一线，钻研技
术，追求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