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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用本土化的语言讲述本土化故事

下面与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

中车在打造受人尊敬的国际化品牌中的工作故事。

中车认为：做好品牌的国际传播要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本土化结合

起来，扎根本土，融入当地文化，用本土化的语言讲述本土化故事。

注重当地人民的关切，凸显中车尊重历史、尊重当地文化的负责

任形象。中车在美国麻州春田市，建立了首个在美制造基地。这里有

一栋老房子，按照中车原有的规划本来是要拆掉的，当得知这座老房

子已有 99 年的房龄，承载着当地工业文明的记忆，寄托着当地 7000

多个家庭的眷恋后，

中车决定保留，修缮加固后使用。这一决定感动了当地媒体和公

众，中车美国工厂奠基仪式当天，当地居民主动打出标语“欢迎中国

中车”。其中一位名叫麦克的老人，在他酒吧面向街道的墙壁上，刷

了两条标语，写着“欢迎中国中车”。树立了中国公司的良好社会形

象。

下面和同学们一起再来认识两位中车人

一位是十九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洲所董事长、党委

副书记丁荣军： 要做技术含量高 国家需要的产业

丁荣军的人生轨迹与中车株洲所改革之路几乎完全同步。

1961 年，丁荣军出生于江苏宜兴农村，家境清贫，上大学之前

从未见过火车。1984 年，他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时，全班 62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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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一分配到北京的名额给了他。可老师说，如果你想干事，可以去

株洲所。于是，丁荣军选择来到湖南株洲。

恰逢株洲所从铁道部直属的科研院所改制为企业，自断“皇粮”，

向市场求生存。刚毕业的丁荣军被安排到了陕西勉县机务段，一个真

正的山沟沟里，一待就是 4 年。他在招待所里苦读，自学成为交流传

动技术领域的专家。

1989 年，丁荣军回到株洲，领衔开发“1000 千瓦大功率电机交

直交实验系统”，结果烧掉了一卡车的元器件，价值数百万元。然而，

从这个项目起步，中车株洲所在牵引传动与控制技术方面逐步建立起

雄厚的研发实力，突破了全球技术封锁与垄断，建立起自主先进的牵

引传动和控制技术体系及标准，中车株洲所成为咱们国家轨道交通领

域举足轻重的核心企业。 丁荣军也成为中国铁路机车“机芯”事业

无可争议的灵魂人物，2000 年开始主管科研，2009 年正式掌管中车

株洲所。

2011 年，丁荣军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官网对他

的评价是：长期从事轨道交通牵引控制、牵引变流和网络控制技术的

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为中国铁路从普载到重载、从常速到高速的突

破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技术的产生不等于新产业的形成，真正决定自主创新价值和产

业竞争力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数量、质量和速度。

丁荣军讲，作为一家科研院所转制来的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和

研究机构，中车株洲所极为重视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运用，“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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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评估的时候就考虑市场的需求，这为公司进入市场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现在每年 600～800 个项目，成果转化率接近 90%。”

还有一位我们要认识的中车人

荣获“中华技能大奖”的中车集团高铁调试专家周勇

周勇是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一名长期工作在生

产一线的机车电工高级技师。他扎根电气调试一线 27年,凭借精湛的

技艺,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我国高速动车组和城轨地铁领域电气调

试的金蓝领专家。

他带领技术团队开拓性地建立了模块化、标准化的高速动车组调

试作业体系,编制的《高速动车组调试作业要领书》成为高速动车组

调试“宝典”。

从周勇和他的团队手中调试出的高速动车组超过 600 列,安全运

营里程超过 8 亿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2 万圈。高速动车组引进初期,

周勇多次发现并解决诸如外方图纸错误引起高压系统接地保护、原装

客室门电气连接器故障、司机室控制电路印刷板等问题。经过他的手,

现场调试出现的问题总能一次次“手到病除”。

2010 年,四方公司开始自主研制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周

勇担当该型动车组的作业调试。CRH380A 高速动车组的最高运营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 380 公里。

周勇说,从时速200公里到时速380公里,电机的电流上升一个等

级,电气调试难度、复杂程度就成几何倍数增加。他用了两个多月的

时间对 105 页的《高速动车组调试作业要领书》进行了完善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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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全面创新后,每列动车组调试周期从 14天缩短到 5天,单此

一项,为公司累计节约成本达 1030 万元。

同学们，我们今天通过学习了解中车集团的发展历程、中车企业

文化的核心理念以及中车人的工作故事，走进了中车，对中车集团特

有的企业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希望同学们在课下能继续关注我

们的中国中车，了解中车的新发展。

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