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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劳动者

扫码了解
“不锈工匠”名单

2025广东不锈钢品牌质量
发展大会召开

佛山52人入选
“不锈工匠”名单

佛山日报讯 记者霍泳欣 通讯员黄耿
燕报道：近日，2025广东不锈钢品牌质量发

展大会在佛山召开。备受行业瞩目的

2024-2025年度“不锈工匠”名单揭晓，佛

山共有52人获此殊荣，入选人数再创新高。

本次“不锈工匠”评选聚焦技术创新、

工艺突破与行业贡献等方面，从全省范围

内遴选出一批兼具匠心与实力的技术骨

干，共计88人入选。其中，来自佛山市诚

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等30多家佛山企业的

52名“不锈工匠”中，既有深耕一线30年的

技术老将，也有掌握数字化制造技术的青

年骨干，涵盖不锈钢冷轧、制管、表面处理

等全产业链环节，充分体现了佛山在不锈

钢制造领域的深厚底蕴与人才优势。

作为全国不锈钢产业核心基地，佛山

聚集了澜石金属交易中心、金錩国际金属

交易广场等专业市场以及太钢、宝钢、韩国

浦项等国内外龙头企业的加工配送中心，

拥有从原材料加工到终端制品的完整产业

链，不锈钢产业集群效应显著，为工匠提供

了广阔的实践舞台。数据显示，佛山不锈

钢材料流通量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年产值

超千亿元。

省不锈钢材料与制品协会会长林泽榆

表示，“不锈工匠”不仅是技术标杆，更是行业

价值观的践行者。企业要以“初心”厚植品

牌、以“匠心”打磨产品、以“恒心”推动发展，

不断发出“不锈优品 广东质造”的最强音。

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宏

斌指出，不锈钢产业是广东省具有规模与

竞争力的传统优势产

业之一。希望协会未

来持续推动行业品牌

质量标准建设、培育技

能人才，为全省不锈钢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

大湾区首部制造业主题原创
音乐剧下月在佛山连演3场

让“佛山制造”
被世界看见

佛山日报讯 记者黎红玲 通讯员徐一楠
报道：当岭南文脉与智造传奇相遇，当艺术

韵律与工业脉搏共鸣，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5月8日，粤港澳大湾区首部以中国制造业

为主题的原创音乐剧《让世界看见》官宣，将

于6月19日至21日在佛山大剧院连演3场。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佛山是中

国制造业版图上的璀璨明珠。由佛山市委

宣传部、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中国

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指导，佛山市演艺

中心、中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出品的《让世界看见》，正是为致敬这座

城市的制造传奇而生。它不仅是首部将

“佛山制造”搬上音乐剧舞台的作品，更以

艺术视角解码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

路，意义深远。

《让世界看见》以佛山制造业转型浪潮

为叙事背景，讲述青年律师黄新泽归国助

力父亲黄谦富的家电企业突破转型困局的

故事。两代人因理念差异产生的矛盾与碰

撞，在一次次磨合中化作理解与传承的力

量。剧中巧妙融入咏春精神的刚柔并济、

粤剧唱腔的婉转悠扬、行通济民俗的美好

祈愿等岭南文化符号，将制造业从“代工贴

牌”到“中国智造”的蜕变历程，编织成一首

关于匠心、科技与法治融合的时代赞歌，奏

响属于中国制造的青春奋进强音。

这部承载着佛山文艺精品使命的音乐

剧，堪称当代华语原创音乐剧的“梦之队”

集结。文学顾问由当代著名剧作家、一级

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罗怀臻担纲；导

演徐俊、作曲家金培达、词作家梁芒组成的

原创音乐剧黄金“铁三角”，携手青年编剧

韩丹妮、舞台设计徐肖寰、灯光设计萧丽河

等实力主创，共同雕琢每一处艺术细节。

此外，郭嘉轩、施哲明、刘浩冉等兼具实力

与口碑的音乐剧演员加盟，以精湛表演为

作品注入鲜活生命力。

自2023年立项以来，《让世界看见》历

经两年匠心打磨。主创团队深入美的、格

兰仕、佛山照明等龙头企业实地采风，与企

业家面对面交流，将一线的真实故事与情

感融入剧本创作，确保每一个音符、每一句

台词都饱含“佛山制造”的温度与力量。

目前，剧组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排练，

6月初将移师佛山合成彩排。首演场次票

务将于5月21日开售，6月19日至21日在

佛山大剧院连演三场。后续，该剧将开启

深圳、上海、珠海、成都、厦门、北京等城市

的全国巡演之旅。

在大良新滘，113户美学自建房正

在施工建设、86户已经封顶。在杏坛

新联村，首批8栋美学自建房吸引了

64户村民参与认购，二批计划继续打

造50户高品质自建房……

对于顺德“美学自建房”改革，村

民纷纷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其背后

不仅是携手共进、多方共赢，还是一笔

笔清楚的“划算账”。

作为顺德区自建房提升专项行

动试点之一，杏坛镇新联村创新建设

模式，在施工单位代建后由业主认

购，首批样板房平均造价为每平方米

2200 元，下批自建房还有望将成本

压减。

同样作为改革试点之一，大良新

滘在房屋外立面设计环节，通过方案

征集和民主投票选定整体风貌方案，

组织专业社区建筑师为村民提供个性

化设计服务，最大化满足村民意愿和

建设自主权，实现整体美观协同与个

体差异需求的完美契合。

“希望能让顺德市民真真切切感

受到，在造价可控的前提下，自建房也

能实现既好用颜值又高。”陈日飙说，

这是华艺团队的设计初衷，也是顺德

“美学自建房”改革的重要目标。通过

美学筑基、示范引领、制度创新等举

措，顺应建筑风貌演变的规律、回应社

会需求的变化、符合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的要求。

在报建工作上，顺德区明确提出

“带效果图报建”的工作要求，并召开

多场政策解读、设计师培训，帮助群

众、设计师理解分类管控、正负面管控

清单的具体内容。在审批工作中，顺

德区坚持“专家指导、区镇协同”的工

作模式，降低审美主观性对审批的影

响；关注业主诉求，提倡个性化审美，

引导业主摒弃“瓷砖森林”的老旧做

法，在成本可控的条件下达到整体提

升外立面美学感、设计感，打造高品质

宜居自建房的目的，让群众认识到“高

品质≠高成本”。

顺德在全省率先开展自建房提升专项行动

以美学为笔 绘就城乡蝶变新画卷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伯青

梁叔干了几十年装修，位置对不

对，他不用工具，用手一量就知道。等

到给自己建房子时，梁叔比谁都上心。

今年，梁叔顺利搬入他在大良新

滘的自建房。见过无数套房子的梁

叔，对自己的新房相当满意。“房子设

计得很漂亮，也非常实用。”如今，他

常常搬把木椅在家门口喝茶聊天，说

起自己的新房，话里话外满是骄傲。

梁叔是最早一批享受到顺德区

“美学自建房”改革成果的居民。

2024年，顺德在全省率先开展自建

房提升专项行动，通过美学筑基、示

范引领、制度创新等举措，推动自建

房从“被动管”向“主动美”转变，改

革经验获全省复制推广。顺德区

“以美学思维创新自建房风貌提升

机制”，成功入选佛山市2024年度

十大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顺德区自建房数量大、分布散，

且整体存在设计不佳、管理不全、风

格杂乱等问题，“有新房无新貌”已成

为顺德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突出

短板。改变“不城不乡”的城市面貌，

是顺德区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一环。

“自建房的改革工作，既是对社

会需求的主动回应，也是对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的主动探索。”佛山市自

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城市设计股股长

廖卫民说，当前人们对住宅的需求

逐渐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不再仅仅满足于住宅遮风避雨的基

本功能，而是追求更美观、更舒适的

品质空间。

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在居住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

建筑风貌随着时代变迁的普遍规律。

陈日飙现任香港华艺设计顾问

（深圳）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总建筑师，曾获评广东省工程勘察设

计大师，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他率领的华艺团队为顺德自建房改

革工作贡献了许多专业力量。

在容桂宏基小区和杏坛新联村

的自建房样板方案设计过程中，华艺

团队深入顺德村居，对顺德传统民居

开展了大量研究，总结掌握了许多值

得借鉴的岭南建筑元素。自建房样

板方案既吸收了顺德传统民居的特

点，也充分考虑了现代居家生活的需

要。在平面功能方面，提供了适配不

同年龄段不同家庭结构的平面布局；

在室内空间方面，通过首层架空和天

井院落，让室内有了更好的采光和通

风；在立面设计方面，提取了骑楼、坡

屋顶、露台等岭南元素，采用了多样

化的外墙材料。

在《顺德区自建房参考图集》编

制过程中，华艺团队结合顺德实际，

按城镇、水乡、历史街区分类形成56

套模块化方案，挑选 16套实用方案

免费提供全套施工图，成为可供自由

组合的“美学工具箱”。

从培养审美观念的源头入手，顺

德区通过制作一本“案例图集”、办好

一所“美学学校”，在全区掀起一场自

建房美学潮流。

●从“被动管”到“主动美”：一场城乡美学的觉醒

●精打细算的“美丽经济”：品质与成本的共赢之道

广东省劳动模范徐斌：

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创新先锋

顺德杏坛新联村的美学自建房。/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庞伟杰摄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王艳美
近日，广东省机械工程领域杰出

代表、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徐斌获评“广东省劳动

模范”。徐斌深耕机器人研发与陶瓷

机械装备创新二十余载，以突破多项

“卡脖子”技术的贡献，诠释了新时代

“创造型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他的

事迹不仅彰显了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

当，更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生

动范本。

破局“卡脖子”：
机器人领域的创新先锋

在移动机器人领域，徐斌始终站

在技术攻坚的最前沿。他带领团队首

创“非对称式差速驱动单元”，攻克了

国内无法提供高转矩、低底盘全转向

技术难题。该技术单组承载能力达25

吨，运行速度6m/s，定位精度小于20

毫米，4组轮组协同作业可承载80吨

重物。此技术获得相关专利7项，一举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2021年，搭载该技术的非对称式

20吨重载舵轮新品对外发布，被广东

省工程学会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2022年，该项目被广东省工程学会科

技成果鉴定为整体技术行业国际先

进，其中重载AGV非对称式差速驱动

单元设计制造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项目开发成功并投入市场，创造

了30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

徐斌的创新步伐不止于此。他主

导攻关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组典型制

造过程中机器人协同作业技术难题。

他提出了基于动力学模型的重载轮式

移动机器人在工作空间受限下的路径

跟踪滑模预测控制方法，解决了动力

电池组电芯模片上下料3种不同类型

200多台机器人协同控制难题。该项

目突破了电芯模块上下料效率低、精

度差的行业痛点，获授权专利7项，并

参与制定相关省级团体标准，通过科

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

行业新增产值5000余万元。

凭借这些突破，徐斌先后获得广东

省机械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广

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绿色智造：
陶瓷行业的技术革命者

在传统陶瓷加工领域，徐斌同样

书写精彩。

面对陶瓷大板抛光效率低、耗水

量大、自动化程度不足等难题，他带领

团队完成高速抛光磨头装置、瓷砖微

水加工工艺以及智能磨边补偿系统三

大技术的飞跃。

高速抛光磨头装置将抛光效率从

70%提升至100%，实现“零破损”，推动

20项专利落地，经济效益超5000万元；

瓷砖微水加工工艺将耗水量从每平方

米100公斤降至10公斤，获12项专利，

助力陶瓷行业向清洁生产转型，创收

6000万元；智能磨边补偿系统将精度

提高至0.1毫米，减少人工依赖，提升

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相关技术获10

项专利，经济效益突破8000万元。

这些成果不仅被广东省机械工程

学会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水

平，还帮助徐斌团队收获中国机械工

业科学技术奖、广东省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奖等10余项荣誉。此外，他撰写

的《瓷砖抛光理论与实践》专著及多篇

核心论文，为行业技术升级提供了重

要理论支撑。

传承与升华：
让工匠精神历久弥新

面对AI与机器人技术的浪潮，徐

斌认为，传统工匠精神的精益求精需

要与新时代的创新赋能深度融合。“工

匠精神不是守旧，而是与时俱进的创

造。”徐斌表示，中国正从“制造大国”

迈向“创造大国”，要求工匠群体完成

从“技艺执行者”到“创新引领者”的蜕

变。他带领团队时，始终坚持“三新”

原则，即新设计、新工艺、新链接，推动

传统制造模式向技术驱动转型。

对于劳模荣誉，徐斌谦逊而坚定

地说：“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一线的创

新者。AI时代，我们需要更多敢于突

破、勇于担当的创造型工匠，这是中国

智造走向世界的底气。”

从重载机器人到陶瓷智造，从技

术攻坚到理念革新，徐斌用实干与智

慧诠释了劳模的时代内涵。他的故事

证明，在AI与机器人席卷全球的今

天，工匠精神从未褪色，而是在创新中

焕发新生。这份精神正激励着无数后

来者，以科技为笔，以匠心为墨，书写

中国智造的新篇章。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徐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周焯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