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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喜欢，我享受着工作的每个过程”
      ——访全国人大代表王波

国人大代表。她，就是王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

司制造工艺部数控加工专业高级工程师。

“我与哈电一同成长”

当下，提起数控加工，已经是很普通的生产加工工

艺。然而后退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哈电乃至整

个装备制造业，数控加工都刚刚起步，甚至大学本科也

没有专门的专业。就在那个时候，1986年刚刚大学毕业

的王波，来到了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制造工艺

部，从事数控编程工作。数控加工是咋回事？对于这个

跨越机械和计算机两个专业的新型专业来说，入门是

件很难的事儿，工作起来很吃力。天性好胜的王波没有

放弃，一头扎进了“数控”之中，整天研究起了工艺和

编程。并在当时新工艺组的老师傅们的耐心指导下，她

很快就对数控编程专业有了初步认识。在这一过程中，

从老工程师和工人师傅身上，王波还学习到了作为工

艺员必须具备的责任心、敬业心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1988年哈电引进了德国转子铣，标志着哈电的数

控加工能力初步建立。为调试机床和培训技术人员，

德国专家在哈电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王

波有了第一次与数控机床接触的机会。每天只要有可

能，王波就跟在德国专家的身边，看着、想着、琢磨

着……德国专家对这个好学的小姑娘很是欣赏，对她

言传身教。虽然有语言交流障碍，但是技术交流是无

国界的，很快王波就掌握了基本要领。当王波第一次

把自己亲手编制的小程序试运行成功时，她的眼里浸

满了激动的泪水。

渐渐地，渐渐地，她喜欢甚至迷恋上了数控编程，

常常是整天在电脑前不停地敲打着，她的业务水平也

随之不断地提高。为加强自己的理论水平，2000年报考

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研究生。

2000年2月，王波被派往挪威GE公司接受水轮机

□本刊记者  李永佩 

    特约通讯员  杨  宇  顾宝达

因为喜欢，她从一个不知数控为何物的青年，成长为

数控加工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因为喜欢，入厂25年来，她

一直充满激情地坚守在数控加工一线，并苦中作乐，享受

着工作的每个过程；因为这份喜欢，她成为为民发言的全

王 波，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哈
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数控编程室主任。
曾获全国机械职工技术创新先进个人、省创新能手、省先进女职
工、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第七届
黑龙江省十大女杰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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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加工技术培训。回国后，王波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及

理念与哈电公司的生产实际相结合，认真钻研, 采用新

的造型加工方式，大大地提高了加工效率，且她主持设

计的水轮机叶片最后生产出来最大误差不超过2mm，

而国外同行业标准中允许的误差是在3—4mm。2006

年，王波又接受法国ALSTOM公司CAD/CAM技术的

培训，将哈电的数控加工技术水平又推向一个崭新阶

段。2008年，王波主持课题《冲击式水斗整体数控加工

技术的研究》，突破了整体水斗数控加技术系列技术难

题，解决了超长刀柄的震动抑制问题。作为切削加工中

重要的基础工艺装备，刀具技术对现代制造的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王波于2009年考取了哈尔滨

理工大学金属切削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四十多岁的女同

志从体力上、精力上都无法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比。然

而，她在坚持着。为了不耽误工作，她每晚都要学习到

午夜，周末就跑到学校钻进实验室。她以顽强的毅力和

勇于拼搏的精神，同一群年轻人一起向着同样高深的理

论冲击。通过系统的学习，王波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提升

迅猛，有了更新更高的起点；通过获取多种渠道的信息，

不断增强了超前思维、超前运作的能力，使工作更具前

瞻性和科学性。

从业20多年来，王波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绩。她首

创的“三点找正法”，使哈电集团在数控加工技术上至

少领先国内同行业5—7年，国际同行业3—5年；主持

研发的“混流式水轮机叶片数控加工技术”等多项科研

项目，填补了我国水轮机叶片数控加工的空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研发的“三峡水轮机转轮叶片五轴加工工

艺”等课题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三峡工程”顺利完

工做出重大贡献，使中国水电装备制造业在短短几年时

间跨越了二三十年的国际差距。王波说：“我取得的成

绩不只是我自己的，哈电广阔的平台和团队的支持都给

了我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我是和哈电的数控加工工艺

一起成长的。” 

如今，王波在圈内早已有些名气,也有外企、私企

想要重金聘请她，她从没有动摇过，她说“无数光环下

的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我的成绩来源于哈

电的培养和信任，是哈电让我掌握了世界一流的技术，

只有这个企业才能给我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

我要回报企业。”

1999年，王波被任命为制造工艺部数控编程室主

任。这给了她更好回报、服务企业的机会。“我要把哈电

的优良作风传递下去。”对每一位新同志，她都言传身

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专技特艺和工作经验传授给年

轻的技术人员。作为室主任，她注重室内良好作风的培

养，用规范的制度他律，用榜样的力量自律。她带领大家

努力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并不断地扩大专业范围，使数

控编程室的整体实力不断提高。同时，由于数控加工工作

量的大幅度提高，在高负荷、快节奏、人员少的情况下，

她充分发挥团队作用，加强新老分工协作，使各项工作能

够合理有序地进行。她用自身永远洋溢着的对工作的那

份激情感染着周围的同事，带动整个团队迎难而上。

 “我一定要做好桥梁”

2008年，王波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企

业的职工代表，王波更了解企业的呼声与需求，积极提

出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建议。她了解到企业中的一些

特殊工种职工的退休年龄几十年不变，已不适应现阶段

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从事电镀行业的女工退休年龄

为45岁，而这个年龄段的技术工人正是身体状况良好技

术成熟的最佳时间段。她们的离去对企业是损失，因为企

业培养一个技术工人大约十年左右，而她们从成熟到退

休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有些企业只好采用反聘的方式来

解决这个问题。她查阅相关资料、广泛调查,和许多特殊

工种的职工认真座谈，掌握第一手材料，提出了《建议国

家及时调整特殊工种退休年龄》的建议。她还注意到在黑

龙江，多数退休的老工人只拿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

活较为困难，而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工资大概比

退休工人高三倍左右。因此，她提出了《缩小公务员与企

业退休人员工资的差距》的建议，建议取消退休工资双轨

制，以改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状况。

作为工业界代表，王波建议国家均衡安排水电投资

计划。她指出一个国家的水能利用水平是由该国能源资

源的总体结构决定的，我国在常规化石能源相对贫乏的

情况下，充分利用水能资源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水力发电

过程并不会减少水资源量。水资源是仅次于煤炭的第二

大常规能源，也是目前可以进行大规模开发的第一大清

洁可再生能源。目前我国水能开发率在26%左右，水能利

用程度远低于世界工业化国家。因此，她建议政府合理、

有序的开发水电资源，均衡安排水电投资计划。  

作为高科技人才，王波通过长期从事发电设备技术

研发，切身感受到，创新是企业的灵魂，获得一项自主知

识产权很难，拥有全面而系统的自主创新能力则更难。她

认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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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地的丰收
    ——访全国政协委员许雷

十分重要。因此，建议国家加大对企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资金支持力度,达到大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1000万元的水平，

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政策、资金的引导作用，

广泛吸引社会多元化投入，推动企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另外，她认为

对具体研发的共性技术项目,国家应该成为

资金投入主体。

作为普通民众中的一员，王波以女性

特有的细腻关注社会的养老事业。她说，从

“养儿防老”到“社会养老”已是必然趋势，

政府和社会必须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她认

为，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

各地区都在建立养老院及居家养老机构，但

现行的养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滞后于经

济社会发展，不能完全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需要，还存在着配套法规、规章尚不完备，

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老龄工作

机制不规范，工作力量薄弱等诸多问题。因

此，她建议开展社会化养老要因人而异，着

手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次，满足不同人群

养老需求的市场。政府应加速以居家养老服

务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

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加强社会化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在社区

层面普遍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和场所，组建一

支专业化、职业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居家

养老服务队伍。同时，出台针对“三无”老

人、高龄老人、生活自理困难老人以及纯老

年人家庭人员等特殊老年人的居家养老补

贴办法和服务细则，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化服

务的力度。

王波把本职工作同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有

机结合起来，合理安排时间，做到两不误、两

促进。同事们担心她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如

此巨大的工作量，但她却说：“我深知当好

基层代表不容易，但‘怀为民之心，履为民之

职’是人大代表的本分。实际上人大代表就

是起桥梁的作用，是党和政府跟人民群众之

间沟通的渠道，我一定要做好桥梁，听民声，

表民意，用我全部的政治生命完成对人民庄

严的承诺，为国家和人民尽一份力。”

□本刊记者  李  烝

在我国北方稻区，一提起辽

盐、雨田、田丰、锦丰、辽旱、锦稻

等系列水旱稻品种，农民们都赞不

绝口。这些品种连年高产，使他们

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而说起这

些新品种离不开辽宁盘锦黑土地上

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许雷，他是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著

名水稻育种专家。

“我为农民多打粮”

出生于辽宁省盖州市团甸乡牧

场村一个农民家庭的许雷，童年时

曾问父亲：“咱们家乡为什么不种

水稻呢？”父亲告诉他这里是旱田、

种不了水稻，就是水田区的水稻种

子也是从外国引进的……父亲教育

他“要好好念书，学点农业知识和

本领，让天下穷人都有饱饭吃。”这

番话在小许雷心里早早播下了立志

学习农业的种子。1966年，许雷从

辽宁省熊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毕

业，带着父辈“为农民多打粮食而

努力”的朴实愿望，一头扎根在黑

土地上，开始了育种的探索。从此，

培育水稻新品种，为农民多打粮

食，让农民致富奔小康，就成了他

一生的追求。1967年至1985年，他

先后在乡（公社）农科站、县五七农

业大学、县农业中心等单位从事农

业教学和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这

期间，他利用所能利用的业余时间

去研究水稻新品种。1985年，许雷

被调到国家科研机构——辽宁省盐

碱地利用研究所担任水稻育种室主

任，专门从事水稻育种研究。

1988年，许雷在千倾稻田中

选育出的S16新品系，无论在产

量、品质、耐盐、抗逆性上都优于

传统品种，经辽宁省审定后被命名

为“辽盐2号”。由于该品种耐盐高

产居世界领先地位，1990年又通过

了国家审定并荣获国家重大科技

发明奖，一般亩产达到550—750公

斤，在新疆最高亩产达1109.5公斤。

1993年，他选育的高产、优质、多

抗粳糯水稻新品种辽盐糯，由于高

产、优质居国际领先，获得了国家

重大科技发明奖。从此，在我国北

方干旱地区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水稻

优良品种。1995年，许雷再次做出

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决定，他放弃

了国家科研机构的“铁饭碗”，“下

海”创办了民营科技企业——盘锦

北方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培

育推广优质、高产、多抗水稻新品

种为己任，旨在不断提高辽宁、华

北及西北稻区水稻产量，为农民增

产增收服务。从房无一间、地无一

垄、租用办公场所和育种田，到如

今建立起育、繁、加、推、销一体化

的国家级优质水稻良种繁育基地

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许雷从事

水、旱稻育种研究40余年，在农业

科学领域走过了风风雨雨。他说：

“能将自己全部的身心都奉献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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