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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在智能制造领域绘制“蓝图”
本报记者 樊洁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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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机中
联工程有限公司工业工程事业部副总
经理、工业设计一院院长。重庆市青
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重庆市勘
察设计协会首届“优秀青年设计师”。
重庆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智能
制造分会理事长，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机械专委会专家，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塑性工程分会绿色成形制造技术委员
会副主任，重庆市汽车工程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兵器集团评标委员会专
家。发表中英文论文8篇，参编《锻造
工艺模拟》专著一本，参编国家标准
《智能制造应用互联》一部。

说起智能制造，不少人会将酷炫
的无人工厂、全自动化流水线联系在
一起。然而，智能制造工厂的构建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造智能化新型
工厂，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
更离不开背后默默付出努力的设计
团队。

在重庆，有这样一个人，他带领团
队深耕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装备等领域，主持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设
计作品，努力为我国的智能制造事业发
展尽己之力，发一分光——他就是中机
中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中
联）工业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工业设
计一院院长张勇。近日，记者走进中机
中联，了解到他带领团队开拓创新背后
的故事。

心怀梦想
科研路上乐在其中

1978年，张勇出生于四川岳池的
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亲是一名小学
老师，张勇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的梦
想就是当一名出色的人民教师，像父亲
一样在三尺讲台上发挥自己的光和
热。就在他自己和周围人都认为他长
大后会成为老师时，他的人生轨迹却随
着探访重庆而改变。

“我的大舅是我们那里（上世纪）
60年代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家乡的名
人，就在重庆上的大学并留在重庆工
作。”张勇回忆道，大舅是他的偶像。

1987年，张勇第一次来到重庆看
望大舅，初入重庆就被这座有着独特魅
力的山城深深吸引。年幼的他这时就
在心里立下一个目标：“我以后也要像
大舅一样，在这个美丽而奇特的山水之
城生活。”

1997年，张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重庆大学机械学院模具（锻压）专业，开
启了自己扎根重庆的人生新旅程。

刚上大学时，张勇踌躇满志。新生
军训结束后，他在学校举行的新生象棋
大赛中仅获得了亚军，这对当时胜券在
握的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输了之后，我很不服气，就请书法
非常好的室友给我写下了‘永不言输’
四个字挂在床边。在这幅字的激励下，
1998年和 1999年我分别拿到了‘重庆
大学象棋争霸赛’和‘迎澳门回归象棋
大赛’的冠军。”谈起自己年轻时的经
历，张勇笑着说道。

不服输，迎难而上，从此成为张勇
内心的一股子劲儿。对于未来，他坚
信，只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往前走，成功就在不远处。

大学七年，别人眼中最苦最累的
“打铁”专业，对张勇来说却是发自内心
的热爱。在他看来，锻压专业非常有意
思。他可以把不同材料和形状的金属
加热以后（或者常温），通过精心设计的
模具变成他想要的零件形状，并不断思
考怎么让成型的质量更好，怎么让成型
效率更高，这些具有挑战性和实用性的
研究，都让他沉浸其中。

正是由于不懈努力，他在本科和研
究生期间完成了许多科研课题，积累了
丰富的素材。2003年8月，他申请提前

答辩，12月份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
并取得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比同届同学
提前了半年毕业。求学期间大量专业
知识的积累，也成为了他日后迈向成功
的底气所在。

迎难而上
在工业设计领域乘风破浪

2004年 3月，张勇进入机械工业
第三设计研究院（现中机中联）工作，
在人才济济的设计研究院从最基础的
学徒做起。尽管刚开始他面对的都是
简单枯燥的画图工作，即把数百个纸
质版设备样片用电脑绘图软件按比例
画出来，但是他并没有觉得枯燥，而是

每天沉下心来认真做好这项工作，打
好基本功。

入职2个月后，部门承接了一个重
庆出口加工区的外资工厂设计项目。
当时资料全部是英文，很多老设计师的
英文不太好，无法直接消化资料，如果
不能准确及时翻译出来，那么项目的进
展将会滞后。这时，张勇面临着职场生
涯中第一个挑战：承担甲方英文资料的
翻译工作，时间5天。

“接到任务后我没有想太多，一门
心思就想着竭尽全力尽早完成。因为
时间紧、任务急，且很多内容都超出了
本专业的范围，压力巨大。那一次我在
办公室连续工作了三天两夜没有回家，
晚上困了就在办公室的会议桌上躺一
会儿，最后提前两天把资料完整翻译了

出来。”张勇回忆道，资料翻译出来后，
公司从美国引进的专家给予了充分肯
定，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良好的沟通
能力以及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张勇很
快成为了一名设计师。从学徒到设计
师，到项目总设计师，再到现在的部门
总负责人，一步步走来，他经常会遇到
不同的困难和挫折，但是他总能咬紧牙
关迎难而上，最终取得成功。

说起2020年ABB重庆两江新区变
压器智能制造基地迁建项目，仍是令他
念念不忘的一个项目。2020年以前，
中机中联从未进入过特高压变压器制
造及试验的工程设计领域，而主要竞争
对手启源设计院是该行业的龙头。除

此之外，还有机械六院、中国联合、中联
西北院、中冶赛迪等强手。

“截至现在，这个项目也是我从业
以来碰到的最复杂最困难的项目，其难
点包括行车吨位大（36米跨度，双层行
车，最大吨位600吨）、车间环境要求高
（35米高大空间恒温恒湿）、试验站（全
球高端1100KV特高压实验中心，单跨
建筑，长×宽×高为62×42×45米，整
体电磁屏蔽、恒温恒湿）及其辅助设施
复杂等。”张勇回忆，当时涉及的设计内
容非常齐全，包括可研咨询、地勘、工程
设计（工艺、土建、机电等）、概算及预算
编制、BIM、绿建、环境景观、精装修、幕
墙、废气及污水处理、弱电安防、智能
化、海绵城市设计等，仅靠公司任何一
个部门都无法完成所有工作。

项目经营初期，张勇面临空前的压
力和挑战，甚至一度打起了退堂鼓。但
是从小养成的永不服输的劲头最后占
了上风。冷静下来后，他召集公司的商
务、经济和技术专家开展了多次专题会
讨论制定对策。从得到项目信息开始，
张勇就安排多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内部
交流学习，到处考察调研，同时聘请行
业知名专家对设计团队进行指导，弥补
短板。多方宣传公司的综合优势，积极
造势，并敏锐地抓住了潜在对手概念方
案的漏洞，迫使对手握手言和，最终和
竞争对手强强联合，投标中标，为公司
创造了逾2000万元的综合效益。

“遇到新领域和新课题的时候，要
敢于迎难而上。我们搞设计就是搞应
用科学，它一定会有答案，一定会有解
决方案，它不同于高科技，不是那种科
技攻关项目，只要舍得花功夫去学习调
研，舍得投入精力去研究，困难就一定
可以克服。”张勇感慨道。

开拓创新
当好团队“领头雁”

“谈到工业设计，绝大多数人会把
它与机械、零件联系在一起，然而，真正
的工业设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张勇向记者介绍，工业设计范围
非常广。简单来说，小到生产一颗螺
丝钉、一瓶矿泉水，大到制造汽车、轮
船的工厂，只要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
关的产品制造工厂，都在它的设计范
畴内。

近年来，张勇带领团队深耕大型工
程机械、客车、摩托车、传统乘用车、新
能源车、新能源装备等工程领域，主持
设计了中船重工大型风电项目、宝武集
团先进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以及徐工
集团、中联重科、三一重工、柳工等单位
的智能制造项目50余项，先后荣获机
械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机
械工业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二等奖两
项、三等奖四项，主持设计的重庆奥的
斯电梯项目获得西南地区首个绿色工
业建筑“LEED金牌”认证。在他看来，
每个成功项目的背后，都离不开每个团
队成员的辛勤付出。

“目前我带领的工业设计一院有
80名员工，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
专业。任何一个项目涉及的专业最少
有十来个，多则二三十个，有时候我们
有十几个项目同时运转，意味着有很
多人的工作是高度重合的，一人身兼
数职，这就决定了我们成员之间必须
分工明确、步调一致、紧密配合，最终
才能圆满完成一个项目的设计工作。”
张勇说道。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工业设计
无处不在，其重要性显而易见。而作为
团队的“领头雁”，张勇要做的就是带领
他们勇往直前，开拓创新。

如今，在数字化、信息化、5G等新
技术的引领下，中机中联正走在智能制
造工厂设计的前沿。张勇除了带团队、
做设计之外，还紧跟科技发展潮流，积
极牵头开展科研业务建设，提前做好技
术和人才储备。

“虽然有些新技术在国内还没有普
及，但我们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技术调
研，搞好科技预研工作，一旦项目需要，
我们随时可以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尽
最大的努力服务于智能制造，服务于国
家的高质量发展。”张勇说。

▲张勇（图中操作鼠标者）带领团队讨
论中联泵送项目方案。

◀张勇在重庆市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成
立大会上发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