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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孔时要注意一下，是否对齐……”在云和县
恒优工艺品有限公司玩具生产车间，记者见到李
金龙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探讨产品如何改进。

一脸憨厚的他脸上时常洋溢着微笑，总说自己
是农民，是大山的儿子，却很少提及让人惊羡的

“光环”，他曾是“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浙
江省劳动模范”以及“浙江省第六届杰出职工金锤
奖”等多项荣誉的获得者……

1973 年出生的李金龙，从事木制玩具生产 20
多年，他对多项设备的改进解决了木玩行业生产
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技术难题，提高了工人劳
动生产效率，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
益。如今凭借努力，创办了自己的玩具公司，被人
们称为“木玩铁人”。

李金龙一直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
的。而改变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
勤奋。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拼搏”二字，“人生的
路处处风雨阻，莫畏难，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激
励着他走过了一个个人生低谷，开启了全新的生
活。

拼搏 从农民工成长为白坯师傅

李金龙的老家是云和县最偏远的山村之一
——雾溪畲族乡西坑村，海拔 800 多米，四面环
山。他在家中排行老五，从小喜欢捣鼓机器。14
岁初中毕业后到县城上职业高中，毕业后，在家务
农，李金龙不甘重走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路子，
和许多农民工一样，卷起裹满泥巴的裤腿，挑着简
单的行囊，来到了云和县城。

被称为“机灵鬼”的他，跟随师傅学修摩托车
的技术，两年后便自己开了修理店。拆拆装装对
于他来说早已太过简单，于是寻思着到大厂一展
身手。

1998年，正当店铺生意红火的时候，李金龙毅
然投身木玩行业，慕名来到当时云和最大的私营
企业———浙江新云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做起了粉
尘最多、噪音最大、最基础、也最累的白坯工。这
个选择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可李金龙却义
无反顾。

“我当时觉得云和在木玩发展上有很大的空
间，木玩行业正蓄势待发、前景光明，所以就选择
了进入玩具行业。”李金龙说，这是他 20多年前的
分析判断。

玩具生产行业看似简单，可每一个环节都离不
开操作规程和操作技术，李金龙很快发觉自己以
前积累的机械知识不够用。于是他从零起步，一
头扎进车间里，从最简单的切料、取孔开始，跟着
师傅一边做、一边学，自己拿些样品做的同时一边
摸索，不懂就问，反复琢磨，钻研各项技术。

玩具生产的流程，一般是按照客户订单画出图
纸，然后车间根据图纸制作出样品，并根据客户要
求不断改进，符合规格和需求后才能进行批量生
产。

为了研究图纸设计，李金龙从公司开发部拿来
一大摞图纸资料，不停地用工具量量画画，向老师
傅请教。单调的线条看久了容易让人眼花，他揉
揉眼睛喝口水，又继续埋头研究。

“做事先做人，敬业先精业”，那时的他几乎把
家安在了车间里。每天早上，他会提早至少半小
时上班，中午也不回家，当工友们都下班回家了，
他还“猫”在车间里，加班加点研制样品、钻研技
术，直至半夜时分。

他常常蹲在车间吃饭，边吃边想，白茫茫的脸
上分不清头发和眉毛，只有两颗黑眼珠在闪烁，人
人都称他“拼命三郎”。

当时还是以一天八小时计时计算工资，一天只
有十几元的收入，但他并不计较这些，凭着这股不
服输的倔强劲和不怕苦不怕累的钉子精神，他用
一年时间就学完了玩具制作专业三年的技校课
程，从设计图稿到尺寸的标法，不仅将玩具制作的
专业知识弄懂弄精通，车、模、铣、刨更是样样得心

应手。2003年，李金龙从一个小小的白
坯工迅速成长为白坯师傅、生产骨干。

李金龙说，既然选择了做这一行，就
要把事情做好。认准了一件事情，只有
投入兴趣与热情坚持去做，才会离成功
越来越近。

创新 改进升级多项技术

“效率就是生产力，技术创新就是生命
力”。

李金龙学了玩具制作专业知识，又善于
操作，干起活来得心应手，样样精通，成了玩
具界出名的技术能手。

他常常思考，传统的刀具、模具切料机均为
单支切料，效率低下，“如何提高效率？”于是他大
胆尝试，改进夹具、刀具，经过 50多个不眠的夜晚，
终于成功地改为 30支一次整排切料，工效提高了
10多倍。

2011 年，李金龙发现车间加工玩具火车轨道
的铣床有一定问题。原先，工人需要手动将木料
一块一块地放入铣床进行加工，效率低下且存在
安全隐患。他发现机器压料不稳，是因为气压的
原因，于是一次次调整气压。模具精度不准，就一
个个校对误差。

历经一年时间的不断摸索，他成功完成了半自
动化的铣床改进，并于 2012年 3月份投产，新机器
的效率提升了近 5倍，且再未出现工伤事故。

玩具火车木轨的加工生产，原先制作一条木轨
需要切料、取孔、切口三道工序，由三个人、三台机
器分别完成，并且一次只能加工一条木料，人机效
率不高。经过不懈努力，他成功地将三道工序合
并到了一台机器，仅需一名工人操作，并由原来只
能加工一条木料增加为 15条木料，生产效率得到
了极大的提升。

说起这些，他总是谦虚地说：“现在这些技术
得到了广泛应用，已经十分寻常了。”

高效 在科学管理中提质增效

如何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李金龙觉得，每个
人都有各自的专长。“我要做的就是了解每个人的
特点，把适合的人安排到适合的位置，合理配置，
因人设岗，这样才能把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最大
化。”2004年，当李金龙被提升为班组长时，他不断
思考，摸索出新的管理制度，在云和首先创新使用
了“计件超额奖励办法”，进一步优化了计件工资
的科学管理制度，提高了管理效率。

2006年，李金龙被提升为管理 200人的直属车
间主任，综合管理喷漆、半成品检验、成品检验和
包装等车间。他为每个车间都制定了严格的生产
程序和切实可行的制度，一切按科学规范操作执
行。

他实施节能、降耗、增效、扩能的科学管理办
法，在两年时间里，车间产值提升了 3倍，一般车间
只能做 1000万到 2000万的产值，而他的车间万元
产值综合能耗下降 15%，产值从 1000 万元跃升到
6000万元，为国家年增税收 200多万元，增加农民
工就业岗位 300余个，取得了产值利税双增和能耗
下降的极佳效果。

李金龙成为首屈一指的管理者，获得了“云和
县企业优秀能源管理工作者”称号。2013 年又被
评为“第五届金锤奖——丽水市十大杰出员工”、

“浙江省第六届杰出职工金锤奖”，2014 年被评为
“浙江省劳动模范”，2016年，他被选为“浙江省第
十四次党代会代表”。

2020年 3月，李金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在云和县杨柳河工业园区承租了 3000多平方米的
厂房，创办了自己的玩具加工厂，解决下山脱贫农
民工 70多人的就业问题，仅当年就实现产值 1000
万元，产品远销欧美等地，谱写着“山区小木头，飞
向全世界”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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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龙

成功来自有梦想肯拼搏成功来自有梦想肯拼搏
““木玩铁人木玩铁人””李金龙李金龙：：

登记木玩产品信息。

检查质量问题。

和工人们一起探讨产品如何改进。

木玩产品木玩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