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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眼里的新型师徒关系也是辩证的，“名师带高徒，高

徒也在捧名师。”

他不太在意得失。每次参加完比赛，晚上回来继续

上班。“你不上班，这个夜班就空下来了，明天所需要

的产能，能跟得上不？”

他对工匠的定义是，“工匠就是有一技之能的人。

匠 ， 就 是 专 注 自 己 的 事 ， 持 之 以 恒 地 把 它 做 到 极 致 的

人。”他希望自己的团队是一个“精细高”的劳模工匠

团队，每个人都能在一线独当一面。

李锋说，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工作多年后，一

定是有千里马的。并不是说自己是千里马，但他的确遇

到了伯乐。比如壳三车间的领导对自己的无条件信任。

他们都很年轻，也是技术出身，对生产很了解。领导对

他说，“车间里几百号人，你看上谁你就让谁过来，跟着

你学，你把他们好好培养。我的团队就这样慢慢培养起来

的。这就是伯乐呀。”这种信任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李锋希望更多有潜力的技能工人能够遇到伯乐，这

个伯乐也许是政策，也许是相关的直接领导，甚至可以

是一些看不见的无形的力量，比如来自社会对技能工人

的尊重和“看见”，让更多产业工人都能奏响新时期的

新乐章。

他是训练有素的，有一种忠诚感，并不是员工层面

的忠诚感，而是对自己正在投入的事情所升起的一种欣

赏和热爱。

“你爱这一行自然就会钻研，肯定会有成绩的。如

果你不爱这个行业，你的心就不在这儿。”

机械加工的灵魂

李锋喜欢音乐，他用自己对音乐的理解阐释自己对

机械加工行业的认知：

他认为一首乐曲能够完美呈现有三个条件：音准是

基础；旋律是框架；而演唱者或演奏者对这首乐曲的理

解，是灵魂。

“机械加工它也是一样的。”“机械加工整体上也

表现为：一个基础、一个框架、一个灵魂。”

“ 什 么 是 基 础 ？ 你 这 个 团 队 要 加 工 一 批 零 件 或 一

个新项目，团队的整体水平就是基础，团队所有人对机

械加工的理解，用什么刀用什么路径，当然工艺不能改

变，但是刀具我能改变，压板的力度、压的次序，摆放

活的姿态，测量活的周期，这些都很重要。团队整体或

者说干这个活的个人的水平，就是活的基础；”

“ 工 艺 文 件 是 框 架 ， 跟 乐 曲 的 旋 律 一 样 。 但 是 它

只能大概规定这个活第一步干啥、第二步干啥，没有精

细到枝梢末节。这地方用刀的参数是多少，两个刀的次

序，这些细微的东西无法明确。所以工艺是个框架。”

“想要对产品质量或者效率进行提升，更重要的是

看现场操作人员和工艺人员对这个活的理解，这就是灵

魂。这种理解里面就包括你以前的经验、你的技巧、你

的创新，这就是机加工的灵魂。”

“如果说这三个哪个最重要？每一个都非常重要。如

果说哪一个在卡脖子，那一定是灵魂这一块卡脖子。”

“目前机械加工这个行当里面，我们把工艺文件一

看，大概率就可以判断这个东西将会面临什么问题，然

后给现场工人叮咛，哪一个环节应该注意什么。”

“可能时间久了，你对这个行业融入了，好多东西

就有感觉了。工艺人员把图纸拿来，我说你这个会震。

机械加工里面震刀有很大的危害。刀头上抖动，对零件

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壳体是用来固定变速器里面的齿轮和轴的，它的精

密程度像一个迷宫建筑，或者一朵宇宙星云。李锋无限

敞开地表达对行业的理解和认知，同时敞开他的软肋和

痛点。桌面上平铺的那张图纸，好像突然清晰地聚焦在

眼前。

这是法士特核心产品的零部件壳体加工的工艺图。

也是一位法士特工匠内心无比熟悉的心灵地图。

研发视角：

聂幸福：带着No1使命全力以赴

AMT自动变速器的研发是颇具法士特代表性的“慢

功夫”故事。

量 产 四 年 后 ， 讲 述 这 段 跨 越 十 五 年 的 自 主 研 发 经

历，在聂幸福的办公室竟然领略到重卡AMT市场前沿那

种硝烟弥漫的氛围。

这无疑是法士特企业文化中独特的快与慢智慧并存

的现实版呈现。

聂幸福（法士特智能传动研究所所长）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

“2020年我们AMT重卡自动变速器正式上市，但这

个过程我们走了十五年。”“今年这个产品做到了国内

市场占有率第一，打过国外竞品品牌了。要知道2020年

以前，我们在这个产品上，市场份额2%都不到。”

AMT自动变速器的研发，是聂幸福从北京理工大学

研究生毕业到法士特就全身心投入的一场研发冲锋战。

十 五 年 如 一 日 的 技 术 钻 研 和 坚 持 ， 其 间 经 历 着 意 志 崩

塌、身心疲惫的考验，过程异常艰难。故事讲完，他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