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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到大师
追求技术技能“高精度”

仰望天空，渴望在白云间翱翔，这样的

场景发生在不少人的童年，在内江市资中县

长大的周树强也是如此。小时候，他喜欢动

手折纸飞机，随着纸飞机划过天际，孩童长

成少年、青年。2005 年，周树强考入成都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加工专业，从此一头扎

进了航空制造领域。

“一开始大家以为，数控就是坐在办公

室里编个软件，机器自己就把零件加工出来

了。”周树强回忆说，到校后才知道现实并非

如此，许多步骤都要自己动手。

一次实训结束后，需要打扫机床，部

分同学嫌脏不愿意做，当时的老师林盛见

状，二话不说开始清理，这给周树强留下

了深刻印象。“我们农村长大的，觉得脏一

点也没关系，就跟着老师一起干。”他说，

老师的工匠精神一直感染着自己，后来哪

怕再苦再累，他也会踏踏实实把每一件事

情做好。

2008年，凭着出色的表现，周树强毕业

后留校成为老师，尽管身份有所转变，但他

一直保持着那股对数控技术刻苦钻研的劲

头儿。在从教的16年里，周树强从一名青年

教师成长为技能大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并获得了“全国技术能手”、首批四川

省天府万人计划“天府工匠”等荣誉称号。

2012 年，周树强参与国产飞机关键技

术的项目研究，需要完成一个复杂零件加

工。常规加工有103道工序，他通过优化数

控系统参数、提高机床定位精度，将某部位

3道工序缩短成1道工序。之后，通过团队共

同努力，总工序减少至69道，大大提高了零

件的加工效率。

近年来，航空制造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职业教育也在不断调整适应。“以前学校里

都是三轴机床，现在基本是五轴机床了。”周

树强谈到，从硬件设备到学校专业设置，再

到需要教授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都随着

产业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不变的是，我们

一直尽最大努力让培养的学生适应产业发

展的需要。”

为此，除了在日常教学和比赛中完善学

生的知识技能结构以外，周树强还带着学生

深入企业的工厂车间，让同学们直接面对生

产中的实际问题。而他本人，更是屹立在航

空制造技术攻坚克难的最前线。

一次，一家企业在生产某飞机零件时遇

到瓶颈，这种零件对精度要求高，形状复杂，

加工难度大。周树强所在的团队连续奋战3

个月，攻克多个技术难题，并在设备性能优

化上反复测试，不断优化，让整个零件的生

产效率提升了50%。

从教学到比赛
保持全面育人“高精度”

“提起强哥，同行中有句话：数控技术哪

家强？成都航院周树强。”说起指导老师，陈

有鑫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是成都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大三学生，在周

树强的指导下参加竞赛，在校期间就获得了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称号。

在数控技术中，高精度体现在对最小刻

度的把握上，而在周树强眼中，教育家精神

也应该体现在“最小刻度”上，他说：“我相

信，认真上好每一次课、做好每一次实训、培

养好每一个人，就是在点滴之间实现航空报

国。”

过去的 10 年间，周树强累计指导学生

参加国家级和省级比赛15项，其中90人次

获得省级以上荣誉，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不少学生实现了“蝶变”。

张泰军是周树强的学生之一，对飞机制

造有很大的兴趣，但因为学习成绩不理想，

一度想要放弃。周树强鼓励他坚持梦想，带

着他钻研理论、锤炼技术，让张泰军慢慢沉

下心来。之后，张泰军和同学们组队在四川

省职业技能比赛中斩获冠军，他毕业后，被

知名航空企业录用，从事飞机装配工作，获

得“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

从教至今，周树强培养的 1600 多名学

生里，有多位学生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行

业标兵、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90%的学生

毕业后投身到了航空企业技术技能的第一

线。

值得一提的是，周树强所在的成都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航空装备智能制造专业群教

师团队，致力于推动航空产业技术的进步和

转型升级，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于2022年被评为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

“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事情，首先我自

己要能做到。”周树强说，职业教育不能“坐

而论道”，无论是比赛还是教学，自己先把可

能涉及的内容“吃透”，才能更好地指导学

生。在他的影响下，工匠精神在一届届学子

中传递。

周树强指导的大三学生魏非因为要准

备国赛，今年暑期没有回家，留在学校进行

集训，问起他的目标，魏非自信地说：“我们

要做就做到最好！”

闺蜜群里有人分享了大学报到

的各种场面：有一家老少浩浩荡荡

齐上阵的、有父母跟在身后扛大包

小包的、有在宿舍帮忙铺床搞卫生

的、更有在校门口叮咛不断的……

朋友英姐在群里看了视频后，

说：“明年我正好退休了，如果孩子

考上外地的大学，就和先生去她学

校附近租个公寓住着，在当地旅游

一段时间，顺便陪陪孩子。”其他人

笑说：“你女儿都那么大了，不需要

你跟着去照顾了吧？”英姐又说：“不

完全是照顾她，只是想慢慢习惯和

孩子的分离，哈哈，等到了我这个年

龄呀，你们就明白了。”

其实，我能理解英姐的想法，父

母在孩子身后目送着他们长大，一

边努力照护孩子，一边又要适应分

离。

我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大学的事

情来。由于父母从未出过远门，而我

要去的武汉在千里之外，坐火车都

要20多个小时，于是父亲请大姐夫

送我去学校。我记得，临开学前的那

个傍晚，我带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缝在裤腰口袋里的银行卡和800元

现金，跟着姐夫去了火车站。

由于我们只买到了站票，上车

后只能在各节车厢里流转，哪儿有

空位就暂坐一会儿。到了夜里10点

多，突然车厢里有人大喊：“哎呀！我

的钱呢？我的钱找不到了，我明明放

在包里这个位置的！”本来昏昏欲睡

的一车厢人顿时清醒了，各自默默

检查着自己的行李。有人提醒道：

“不会是有扒手吧，刚停靠过站，是

的话也可能下车了。”听罢，那位丢

了钱的大叔瞬间面如死灰，额头布

满了大滴的汗珠，一边着急地和乘

警说着事情经过，一边哆哆嗦嗦地

继续翻找……

姐夫见此情形，下意识地用手

捂着腰包，我知道那里面有我的学

费。他低声跟我说：“小妹，走，我带

你去餐车吃好吃的！”我的心情瞬间

从惶恐不安转为兴高采烈，紧跟着

姐夫往餐车走。姐夫下了“血本”，点

了很多吃的，餐车的乘务员说：“你

们慢慢吃，可以在餐车坐到早上8

点钟。”我暗暗佩服姐夫的英明，在

餐车坐着，没有人挤人，安全多了！

姐夫边吃边跟我说话：“小妹，你现

在离家远了，遇到事情能解决的就

想办法解决，不能解决的一定要告

诉我们。因为家人永远会在你身后

支持你，知道吗？”我使劲地点点头。

现在想来，那是姐夫结合当时的情

况，给我上了成长的一课。

就这样，我开始了独在异乡的

学习和生活，但从没感觉到不安和

害怕，因为姐夫的话像是给我吃了

一颗定心丸：我们长大了，需要独立

去面对生活的各种困境，但遇事不

要怕，因为有家人可依靠。

我相信，英姐也好，那些在高校

送别的家长也罢，不过是在用自己

的方式给孩子上“开学第一课”：勇

敢前行吧，家人在背后支持你。

上学期期末考试给学生们分发试卷时，一

刀试卷在面前摊平，我习惯性地将右手的拇指

和食指相接，形成一个“锥形”，在试卷上划一

下，再划一下，连着好几下，试卷逐渐露出了

“头角”，摊开了“身体”。然后，我再用手指捺一

下，取出需要的张数即可。较之有人喜欢用手

指沾一下唾沫数试卷的习惯，这个方法显然快

捷又卫生。把试卷分好，一组组地向学生传递

时，我猛然意识到：这是我初中时学会的方法，

它来自于我的英语老师卢老师。想当年，每次

轮到他监考，我们就可以欣赏到这种美妙的分

发方法。

每次上课，提及书圣王羲之的作品与风格

时，我总爱板书他的名字，再三向学生们强调

一定要正确。王羲之这个名字中间这个字比较

难写，源自“羲”字下半部分的构造，左边部分

很容易错写为一个“秀”字，而我就曾经犯过这

样的错误。那是高一时的一堂语文课，语文老

师讲到了《兰亭集序》，问谁愿意来写一写王羲

之的名字。我自告奋勇，信心满满地走到黑板

前，写下了“王羲之”3个字。语文老师看了微微

一笑，轻声告诉我：“你写得不对，这个‘羲’字

左下部分可不是一个‘秀’字，以后要记住了。”

记住了，我牢牢记住了，每每遇到这个字，我就

会想起当年的情景，就会记起老师的一丝不

苟。

多年来，我讲课时常常将课内外知识点结

合起来给学生讲解，触动了一届又一届少年的

心弦。经常有同学问我：“老师，你怎么记住了

那么多的东西啊？你有什么诀窍吗？”诀窍？有

啊，那就是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看到什么、读

到什么，就拿起笔来，写在本子上，或者记在文

摘卡里，日积月累，知识就会越来越多的。我时

常向同学们“炫耀”我的那一摞摞文摘卡。其实

我的第一张文摘卡是读初二时开始记的，当时

教我们历史的老师是我小学时的校长。他退休

后返聘，正好教到我们班。他的课“上下五千

年，纵横九万里”，听得我们一帮少年如痴如

醉。在我们看来，他手里的一张张卡片就是神

奇的宝藏。于是，我偷偷地模仿他，写下了第一

张卡片。

记得教第一届学生时，有次发作文本，有

个小女孩的表情亮了，她翻开本子，一脸惊喜。

原来是我给她写了一整段的评语，既有对她的

嘉许，也有给她提出的修改建议。也许她从来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老师竟然会给学生写那

么多中肯的话！望着她的表情，我心里默默地

回味大学写作老师给我写的一页页评语。一行

行红字背后，流淌着一位好老师的真诚与责任

感，让初入高等学府的我十分感动，也暗暗立

下誓言，等我自己成了老师，我也要这样做。一

晃，我也成了30年教龄的老教师了，我批作文

仍然很慢，因为要仔细地读、认真地写。每每看

到学生们捧读评语的样子，我内心禁不住暖意

融融。

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课

堂上我讲错了，学生随时可以打断我的授课，

指出我的错误。如果确有其错，当堂改正；如果

存有疑问，课后一起讨论解决。我经常引用“吾

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名言鼓励他们，并真

诚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指正了老师的错误，

这是对老师莫大的帮助。我的学生乐此不疲，

届届如是。这种教学风格，其实并不是我独创，

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周梦熊就是这

样教我们的。周老师常说：“学生总有某个方面

比老师厉害，你们这么多人的脑袋，合起来必

然超过我；你们能提出疑问，看到错误，这说明

你们在开动脑筋。”周老师这样说，也是这样做

的。3年的语文课堂，不仅欣赏到周老师敦厚大

气的板书，也不知不觉中习得了周老师的襟怀

坦白、虚心包容。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30年教学生涯，弹指一挥间。回

过头来，我发现：亲爱的老师们，长大后，我成

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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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美教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全社

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广泛凝聚建设教育强国的力量，今年教师节，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了2024年“最美教师”。其中，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级

技师周树强入选。

扎根职业教育16年，周树强怀匠心、育匠人，牢记初心使命，潜心教书育人，践行以

身立教、以德树人、用爱育人的教学理念，激励学生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本期，让

我们跟随记者的讲述，认识这位“最美教师”。

周树强：
“毫厘”间琢匠心

点滴处育人才
■ 本报记者 葛仁鑫（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长大后，我成了你们 ■ 庄丰石

编者按

“请3位同学用游标卡尺，来测量我手中这个零件的厚度。”

“我测量的厚度是28.02毫米。”

“27.92毫米。”“28.08毫米。”

…………

今年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2024年“最美教师”，在发布仪

式现场，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周树强给同学们上了特别的“实训第一课”。

“在我们生活中，这点小误差不算什么，但在飞机零件中，这微小的测量误差

却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周树强强调。

在周树强任教的数控技术领域，精度是核心要求。获评全国“最美教师”后，

尽管成了校园里的“红人”，但他踏实、稳重、细致的行事风格一如既往。他依旧带

着学生一起，在微小的刻度上“精雕细琢”，让浩大的梦想随飞机启航。

■ 梁锶榆

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别样的
““““““““““““““““““““““““““““““““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

周树强悉心指导学生。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级技师周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