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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命悬一线
获胜后石保奇挑战评审组专家
代表了他的不懈追求

《中国大能手》比赛的第四关：命悬一线。
要求选手通过观察活塞体，操作数控车床制作出与之

匹配的活塞缸，通过配重，对活塞密闭程度进行测试，密闭
程度优者获胜。

选手需要制作出与已知活塞相匹配的缸体，在达到一
定真空度的前提下，对于活塞和缸体之间的距离，要求非常
之高。小于这个间隙，很难把活塞装入缸体，或者勉强装进
去，但在里面的运动不能够顺畅。而大于这个间隙，就相当
于俗称的“漏气”，不能严丝合缝。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石保奇期待已久的大舞台
终于到来了。

这次《中国大能手》赛前在全国报名和推荐的优秀选手
中进行筛选，选拔了10名顶尖高手，在五一期间“打擂”。因
为石保奇拿过郑州市数控车床、数控铣床的两个第一名，是
业内凤毛麟角的“双状元”，而这次比赛叫作“数控组合”，所
以专家组对他很感兴趣，把他列入选手名单。

而和石保奇一起进入最后决战的，是来自中国航天院
科工二院283厂的冀晓渊，这让石保奇回忆起自己在全省比
赛中，多次落败于军工企业选手的遗憾。这次他憋着一股
劲，要在全国观众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展示郑州的水平。

■镜头闪回赛场:制作完成之后，要进行活塞缸的
承重测试。把他们做好的活塞缸挂起，上面吊上一个水桶，
每隔30秒钟，两个水桶内都会加入一公斤的水，来加大重量，
看谁的活塞缸承重力最强。

第一次加水，两位选手的活塞缸依然纹丝不动。
第二次加水，还是难分伯仲。
第三次加水，活塞体开始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第四次，由选手自己选择是否加水。如果选择加水

的选手，其活塞体坚持 30 秒没有落地，即战胜没有加水
的选手。两位选手都选择加水，而活塞缸上挂的水桶依
然很稳当。

为了分出胜负，他们又都选择了第五次加水。这时候，
活塞缸上的活塞体，开始被下面几乎装满的水桶拉着缓慢
下坠。但还能坚持。

冀晓渊喊出第六次加水，石保奇坚决跟进。戏剧性的
是，千钧一发之际冀晓渊第六次要加的水还没有注入水桶，
他做的缸体里的活塞体脱落出来，上面挂着的水桶便自动
落地了。石保奇险胜！

夺冠后的石保奇并没有停下脚步，竟然向中国大能手
评审专家组的专家发起了挑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四研究所数控车高级技师、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胡胜专
家，欣然接受了他的挑战。

他们还是按照第四关的规则进行巅峰对决，而且又是
加到了第六杯水不分胜负。到了第七杯水的时候，石保奇
的活塞缸不堪重负，水桶滑落。而专家的水桶安然无恙。

胡胜专家制作的缸体加到了第十杯水，承重15000克，
仍保持完好。直到加到12杯水，达到了17000千克，水桶里
的水都溢出来了，在坚持了11分24秒，才被水桶坠下。真
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石保奇说，之所以要向专家挑战，是想利用这次难得的
机会，看专家做的有什么可取之处，偷一点技艺。通过跟专
家的比拼，发现自己还有差距，那么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应该更好地夯实基础，挑战更多的难关。

现在成了“中国大能手”的冠军，也有企业向他开出了更
高的价码想把他挖走，但石保奇表示不会离开培养自己的这
片土壤，可以为求助的企业解决某个技术难题，但还是要把
根牢牢地扎在技术学校，为郑州、为河南、为中国教授出更多
的“大工匠”和“小工匠”，为“中国制造2025”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感谢郑州市技师学校禹医、刘鹏伟老师为本文提供素
材支持）

开栏的话

郑州，历来就是一座充满正能量
的城市。

自人文始祖黄帝以来，崇德向善
始终是这座城市不竭的精神源泉，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今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映生辉，更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了温暖
之城、大爱之城、正能量之城。

近期举行的阿里巴巴正能量评
选，河南位居正能量省份首位，省会
郑州也入选“全国十大正能量城
市”。雨中跪地救人女护士，90后“袋
鼠妈妈”，为流浪人员义务理发帅小
伙，主动担责送奶工……正能量故事
温暖绿城，温暖全国。

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
15届，河南15人（群体）当选，郑州走
出去的就有9位，其中由郑州报业集
团旗下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
等媒体推出的大爱仁医胡佩兰、陇海
大院爱心群体、卖唱救孤王宽家等，
于2013、2014、2015连续三年当选，
开创了一座城市连续三年当选的先
河，成为河南正能量的典范，在中国
道德高地上隆起了郑州丰碑。

这些人物和群体，都是生活在我
们身边的平凡人，他们用温情温暖、
向上向善的事迹和举动，成就了他们
的不平凡，更为这座城市积淀了持续
不断、后劲满满的正能量。

德不孤，必有邻。
每一个正能量的人物和群体，每

一次正能量的事迹和行为，都是郑州历
史底蕴和时代精神的传承和坚守，都是
正能量之城的进一步铺垫和延展。

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宣传和弘扬
正能量，即日起，我们推出“身边正能
量”专题报道，通过讲述身边正能量
故事，在更大范围、更亲近视角弘扬
和传承正能量，呼吁和感染更多人
从身边小事做起，从日常工作做起，
以温情温暖、向上向善之举彰显和
传递正能量，为文明城市建设增添精
神动力。

也希望市民和读者朋友与我们
一起发现正能量、宣传正能量、传递
正能量。您可以为我们提供新闻线
索，也可以用笔墨、镜头记录身边的
温暖和感动，为我们提供文字和视
频。一经核实采用，我们将在报纸、
网络、杂志和“两微一端”新媒体、冬
呱视频等正式刊发、推送。

正能量热线：0371-67655551、
0371-96678，或@郑州日报、郑州晚
报、中原网官方微博、微信和“身边”

“郑州观察”客户端。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缺口巨大，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而数控技工在某些地区
更是万金难求。数控，是数字控制的简称，数控技术是利用数字化信息，对机械运动及加工过程
进行控制的一种方法。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数控，大到工业制造，小到生活中的各种零件，都是在
数控机床上加工而来。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家人社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中国大能手》（第三季）数控组
合项目电视总决赛，在CCTV2黄金时段播出。10名国内顶尖的数控技能高手在新乡同台竞
技，堪称该行业的“华山论剑”！

最终，郑州参赛选手、郑州技师学院教师石保奇，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娴熟的技术操作及现
场沉稳的发挥，过关斩将，勇夺桂冠！实现了自己的赛前宣言：“中国大能手，我中！”

载誉归来后，石保奇接受了中央和省市媒体的采访，郑报融媒记者更是与他进行了多次深入
对话。我们发现，他的技术人生，与这次的赛场历程，有不少奇妙的交织和映照。请读者跟随我
们的“蒙太奇”视角，边重温紧张激烈的比赛，边了解这位为郑州、为河南争光的“大工匠”。
郑报融媒记者 张翼飞 文/图

第一关：快速开瓶
来自南阳的农家孩子，在郑州闯出一片天地

《中国大能手》数控组合项目电视总决赛分为四关，第
一关，十进六；第二关，六进四；第三关，四进二；第四关，总
决赛（二选一）。比赛主题为“鬼斧神工”。

第一关叫作快速开瓶。
要求选手在十分钟内，通过数控铣床，精准开启啤酒

瓶盖，且不能损坏瓶口瓶身。符合以上标准，开启瓶盖数
量多者晋级。选手通过抽签决定自己使用的机床。

这轮比拼不仅要快，把握刀具与瓶盖之间的距离更为
重要。刀和瓶口的距离只能控制在零点几毫米之内，如果
近了，会把瓶子磨坏或者挤碎。如果远了，拉不开盖子。
真正有效的距离是在 0.5毫米以内。0.5毫米是什么概念
呢，它只相当于我们手指甲的厚度。

赛前面对镜头，石保奇说：“遇见强手的时候，我不会
表现得怕别人。一定要冲击冠军。”

石保奇，1979年7月7日出生，南阳镇平人。老家是农
村的一般家庭，没有底子，不允许他挥霍青春，必须尽快自
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做生意一样，只能赚不能赔”。

1999年，他考入磨料磨具工业职工大学，来郑州上
学。在学校学的是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机电一体化，数控机床就是机电一体化的典型设备。

2002年毕业后，他曾在郑州一家公司打工，干了三个
月。干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无关，而且收入很低，一个月仅
能开 600多元，但他还是尽心尽力。后来有同学介绍，说
当时恒天重工的前身郑纺机在招工，需要数控方面的人
才，干得好的能开三四千元。他决定去试试。顺利通过招
聘，他当年 9月进厂，先当了 3个月的学徒，期满后正式成
为一名技术工人。

石保奇认为自己很适合做数控工作，因为他能做到：
细心，耐心、恒心。虽然年轻，却能耐得住性子，把心思都
放在钻研技术上。

他在郑纺机主要做的是加工一些精密的、关键的纺织
器材零部件，技术含量很高，工作也比较辛苦，经常“三班
倒”。当时他就感到，数控是未来机械企业发展的方向，必
须用数字化控制，降低劳动者的强度。

在郑纺机，除了纺织机械，还承接过国家军工方面的

订单，那些零部件要求更高，也激发了他攻坚克难、精益求
精的劲头。

2005年3月份，中国纺机集团在各个下属企业进行内
部技术大赛，20多个工厂参与，相当于一个全国比赛。在
郑纺机的选拔赛上，进厂不到3年的石保奇就获得了第二
名。然后代表郑纺机到青岛参加集团的决赛，最终夺得第
三名。

■镜头闪回赛场：快速开瓶的比赛中，石保齐
和山东选手王校春、北京选手刘朝辉三人在规定时间内开
启了10个啤酒瓶盖，并且没有损伤，顺利晋级，其他两名
选手开了9个瓶盖也过关。新乡选手冯超，和同样开了8
个瓶盖的一名女选手加赛，获得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第二关：机械宝藏 通过各种比赛的历练，赢得郑州技师学院的关注
《中国大能手》比赛的第二关是：机械宝藏。
要求选手先观察透明矿泉水中的钥匙，然后通过数

控铣床，制作出记忆中的钥匙，打开锁具，获得宝藏。前
四名获得宝藏的选手晋级。难度是选手不能用手直接
接触钥匙。而且这主要是考验铣工作业的比赛，车工不
占优势。

专家组说，这项比赛的难点在于选手对钥匙的齿型、
尺寸、形状的记忆能力。有几个齿，有几个波峰，有几个波
谷，完全要用大脑记下来，绝对一个严峻的考验。

作为郑纺机的后起之秀，石保奇已经达到了一个高
度，如果他满足于现状，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当个师
傅。但是他却并未停下脚步，希望能有更多的锻炼机
会，接受更多的考验。

2006年，他代表郑纺机参加获第二届全国数控大
赛，荣获河南赛区加工中心第四名，已经是除军工企业
外的地方企业的最好成绩，可是他却对没有进入前三耿
耿于怀。当时郑州技师学院也有选手参加，他对这所培
养技师的学校有了印象。2007年，该校开始招教师，他
不知道信息错过了。

2007年，石保奇又获得中国纺机集团青年职工技术
比武加工中心第二名，郑州市第四届职工技术运动会加

工中心第一名，并被授予郑州市技术状元称号和郑州市
五一劳动奖章。

2008年底，郑州技师学院又一次招教，对石保奇这颗
行业内涌现的技术新星十分青睐，校领导主动电话联系
他，希望他能来任教。在这一年，石保奇又获得第三届全
国数控大赛河南赛区加工中心第四名，前三名都是洛阳一
家军工企业的选手。他的成绩虽然不错，但很不服气。他
觉得如果再有更合适的平台，他一定要证明自己。

■镜头闪回赛场:在本轮比赛中，石保奇遇

到了从未出现过的麻烦，刚开始时刀具拔不下来，所以
举手示意自己使用的机器有问题。经过测试，是他比赛
紧张导致操作失误，并非机器故障。

比赛进行了半个小时，没有一位选手制作出的钥匙
能打开锁具。他们多次往返于宝箱所在地和加工车间，
已经开始感到疲惫。而开始时操作遇到难题的石保奇，
拿着制作好的钥匙，首次走向锁具。度过了最初的紧
张，适应了比赛的节奏，他现在反而松弛了。

令人惊讶的是，石保奇第一次来开锁，就顺利打开，
并且用这把打开了锁具的钥匙，第一个打开了宝箱，拿到
了里面的晋级卡。评委们都对他的心理素质感到赞赏。

第三关：棋逢对手 来到技师学院任教，奠定与国内顶尖高手过招实力
《中国大能手》比赛的第三关：棋逢对手。
要求选手通过操作数控铣床，将不同形状的棋胚，制作

出能够放置在特殊棋盘上的棋子。 棋子的每个颜色，代表
一位选手，最先将三颗同颜色的棋子连成一条线者获胜。

下棋的过程中，选手既要使自己的棋子形成三子连
珠，同时也要防止对手破坏自己的布局。这一关，既比
速度，也比策略。棋盘的棋孔精度0.15丝，约等于0.015
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五分之一左右。选手制作的棋
子，要有两个大小略有偏差的台阶圆，正好装入棋盘当
中，考核的是选手装夹工件的能力。

2009年 3月，由于郑州技师学院求贤若渴，也为了
自身更好地发展，学有所用，石保奇告别了让自己锻炼
成长的郑纺机，来到技师学院任数控教师，一周实训，一
周理论。来到学校后，8年间他带了千余名学生，为国家
输送了大量高级技工人才，其中多个学生先后荣获郑州
市技术比武的一等奖、二等奖。

石保奇很感谢技师学院给他提供的良好环境，在学
校里老师之间经常交流，大家互相不保守，有经验有窍
门都愿意分享，不吝赐教。而且老师们都喜欢挑战难
题，比拼技术，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让他可以博采
众长，取长补短。

他之前在郑纺机时，主要操作数控铣床，屡获佳绩；

到学校后，又学习数控车床，很快又在省市大赛中独占
鳌头。技术水平日臻成熟，使他具备了与全国高手过招
对决的实力。

■镜头闪回赛场：比赛开始半个小时后，竟
然没有一个选手成功制作出能够放入棋盘的棋子。经

过不断尝试，选手们渐入佳境。但石保奇却在铣床上制

作着一个不是棋子的怪东西。将近一个小时后，北京选

手冀晓渊落下了整轮的第一子，新乡选手冯超紧随其

后，连续落下自己的两颗白色棋子。进度稍显落后的石

保奇终于落下了自己的蓝色棋子，并且将冯超两枚白色

棋子的一侧堵住。

不久，冀晓渊又落下了一枚红色棋子。这枚红色棋

子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胜算，也彻底将冯超的白色棋子彻

底堵死。此时，比赛初期耽误很长时间的石保奇，又落

下了一枚蓝色棋子，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原来他刚才

耗费功夫制作的东西，是一个万能夹具，可以很好地固

定住不同形状的棋子，在速度上大大快于其他选手。

终于，石保齐第三枚棋子顺利落盘，率先闯入决
赛。事后他说：别人领先，我开始也有点慌。但镇定下
来以后，按照自己的方法稳步推进，后来居上，没有给其
他选手机会，我赢在这里。

石保奇从一个废弃管件上，车出一根绣花针，他结合实物给学生们传授技艺

石保奇在《中国大能手》的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