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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阳（本报记者）：造国产汽车太艰难了，你们是怎么攻
关的？

胡彦固（通州榜样）：压力确实很大，不过压力也是动力，重要
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比如说，在面对模具唯一的情况时，我们的工程师团队不仅要
考虑怎么按照需求进行调整，还要预先准备还原方案，以及还原之
后的测量验证方案，确保模具各项参数没有变化。

所以团队之间的沟通很重要，我在设计车间布局时特别设计
了会议室。部门会议室里没有椅子，为的就是让大家更简洁高效
地阐述观点。而且除了显示屏，会议室里还放了一块白板，开会发
言时遇到说不清的事可以用图像辅助表达。每天早上我们都有晨
会，根据需要每周大概要开 10次会，不过每次时间都不会长，我希
望能通过站着开会的方式促进大家高效交流。

当然，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在施工工艺的精进上。想要
造出好车，每个细节都要精益求精，拿车身缝隙来说，我们概括为

“四门两盖+翼子板”，这些地方的缝隙越小，汽车的工艺品质就越
高。在这方面，达到车身缝隙的普遍水平并不难，难的是不断突
破，去和全球高端企业的标准看齐，每一个 0.1毫米的缩小都是一
次攻坚。

经过努力，现在我们达成了许多突破。比如，我们采用的机器
视觉对中系统可以通过高分辨率工业相机实时拍摄板料的图像，
及时发现并纠正偏差，减少废品率，精度达 0.01毫米，显著提高了
板料加工的精度和效率。我们的冲压线设备也已实现历史及实时
数据的监控采集，建立了预测性维护数据大模型，通过实时收集温
度、压力和电流等数据，智能化预测设备趋势，避免造成重大停机。

小米SU7上市后，大家都说小米不像是第一次造汽车的，每次
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心里都很自豪。

池 阳（本报记者）：我看到您办公桌上放着不少笔记
本，我很想知道您都记了什么？

胡彦固（通州榜样）：记笔记是我的工作习惯，我喜欢
把每天看到、想到的都记录下来，从入职到现在已经
记满十多本了，虽然现在办公软件很多，但我还是觉
得手写更顺手，也能在记录的时候简单画上几笔，记
录更自由。

平时我早上7点左右就会到车间，和夜班的值班人员了
解一下前一天晚上的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我就
会开始整理一天的工作安排，要参加什么会议、有什么任务，
这些我都习惯在笔记本上写出来，列个清单。如果没有其他
安排的话，我会去现场查看生产，这样能及时了解问题。我
觉得作为车间主任，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现场的真实信息，然
后有清晰的目标，并且有实现这些目标的路线图，让团队清
楚了解这些内容，才能力出一孔，高质量完成目标的同时，团
队成员也能得到提升。

现在，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接下来需要归纳
总结，梳理出我们自己的技术标准，整理经验，让其他人有参
考可以借鉴。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已经走通了，接下来就是
向着更高的目标精进自身。

池 阳（本报记者）：给我讲讲您桌上三张照片的来由吧。
胡彦固（通州榜样）：这三张照片有一张是2023年拍的，

是我和家人的全家福，两张是2024年拍的，分别是和雷军总
还有工厂造车团队的合影以及和手机部门同事的留念。

2024年的这两张照片，记录了我工作上的重要节点，尤
其是和雷军总这张，它拍摄于我们的首次汽车发布会后，第
一次造车受到了大家的认可，是我来到小米之后工作上的

“大事件”。到小米之后，我除了在专业上有了进步，也喜欢
上了小米的价值观——鼓励我们以敢想敢干、技术为本的

“工程师思维”工作，这和我个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让我很有
归属感。

我和家人的这张合照则是更早些时候拍的，那时候我到
小米入职一年左右，我的爱人和孩子从青岛到北京来看我。

其实最初我选择来小米工作的时候，我的爱人是不太理
解的，她觉得这里给出的条件不是最高的，工作上又要从零
开始，我是在给自己加“难度”。但随着我工作的展开，我爱
人的态度也有了变化。她说每次我和她视频、打电话的时
候，都能透过屏幕和声音感觉到我的活力，感觉我和在之前
工作里那种状态不一样，特别有干劲。她觉得这比单纯的物
质收获重要，转变了想法，开始支持我。尤其是在我们取得
了成果之后，我的孩子说，和同学老师讲爸爸是在小米汽车
工作的时候，特别自豪。我也很感谢家人的支持，是他们给
了我工作的动力，让我可以全力以赴投入技术突破，没有后
顾之忧。

池 阳（本报记者）：您是看着这座小米汽车工厂在马驹
桥建起来的，对您来说通州意味着什么？

胡彦固（通州榜样）：小米的第一辆汽车是从北京城市副
中心的马驹桥镇开出的，副中心给了汽车企业发展的土壤，
通州和小米，从一开始就把目标瞄准了更大的舞台。副中心
以包容的姿态，正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逐步成为面向世界
的城市，小米汽车工厂在这里扎根，两者相互成就，将来会把
这里建设成更具新质生产力的造车中心。

对此，我十分有信心。我现在生活在通州，通过生活体
验能够感受到副中心的发展活力，亲身体验到在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中城市的产业动能。通州的居民不论老少，给我的感
觉都热情且真挚。我相信，未来副中心一定会更加繁荣，会
有更多梦想在这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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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阳（本报记者）：您是怎么来到马驹桥造小米汽车的？
胡彦固（通州榜样）：从我进入行业到现在快15年了，其

间我在全国各地许多合资企业工作过。在工作的十多年里，
我和世界上许多汽车制造工业起步较早国家，如德、美、日、
韩的企业都有过交流，他们的造车工业起步早，掌握有很多
高端技术，在交流中能学到很多东西。

前几年，我们的汽车制造行业发展没有现在有活力，外
国车企里有的人认为我们不懂造车，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根本
不和我们交流，出国参观学习时也遮遮掩掩，不向我们展示
关键技术。所以我心里一直有股劲儿，想要用自己的技术做
点什么。随着近年我们从汽车大国逐步迈向汽车强国，我也
等来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2022年11月，我来到北京正式入职小米，当时也有其他
外企给我提供了职位，一些开出的工资比小米还高。我选择
小米，因为这是我们的自主品牌，而且我之前也听过雷军总
的演讲，对他的很多理念有认同感，入职的时候我认为在这
里工作，可以为汽车强国的建设更好地出力。

现在，我们不仅推出了小米 SU7，实现只用 348天生产
20万台车，创造了新车企业20万台最快下线纪录，还在前阵
子发布了小米SU7 Ultra，今年夏天小米汽车的首款SUV小
米 YU7 也将从我们所在的马驹桥智能建造基地里驶出上
市，我越发确定自己的选择没错。

被访问者 胡彦固 访问记者 池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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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事迹：胡彦固，小米汽车工厂冲压车间主任，
拥有 14 年汽车设计和制造经验，他放弃外企高薪聘
请，全身心投入国企技术发展，带领团队完成小米汽
车冲压专业技术标准2000多项，为新工厂建设积累了
宝贵经验。他迎难而上，推动小米冲压车间成为行业
内量产爬坡最快的车间，速度超过同行业企业35%以
上，为小米汽车快速完成超20万辆下线和交付打下坚
实基础。

池 阳（本报记者）：都说您的工位是“1号工位”，这里
有什么故事吗？

胡彦固（通州榜样）：对，这还真是办公室里的第一个工
位。我第一次来时，整个车间才刚打好地基，周围还有不少
菜地，我们是真正的“从零开始”，从确定车间样式和布局、
引进设备，到招聘员工，在短时间内做好了生产准备。你看
那边墙上挂着的屏幕，上面显示着工厂当前的生产进度，现
在工厂的产能可以做到每小时生产40辆小米SU7，平均每
76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

这个过程相当困难，不过我恰恰认为有挑战才有意
思。在之前的工作中，我就思考过什么样的车间能够符合
未来的造车需要，如果让我来建一个车间，我该怎么入手，
需要哪些人才？当我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又兴奋又
害怕，兴奋的是我终于有机会把一直以来的构想付诸实践，
害怕的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将来车间的
水平在行业内处于什么位置。

同时，这也是我身份的转变。在来到小米前，我的工作
主要以技术为中心，而从零开始建设，我还要考虑怎么“招
兵买马”。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应该精通哪个专业领域，
在专业之外，是否具备团队合作和沟通表达的能力……建
立团队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从管自己到管团队的过程。

当然实践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我们的目标是在质量上
和国外的最尖端造车企业看齐，想要达到目标就要面对三
个问题。

首先是时间紧，和同行相比，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生产出高质量的汽车，尽管团队里的大家都是各领域的
人才，工期依然很紧凑。同时，我们也缺少可以参考借鉴
的经验，而且作为原型的模具是世界仅有一套的，如果我
们在改装调试的过程中将它损坏了，整个项目都会受到
不可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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