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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7 点半，上班时间还没到。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

责任公司的厂房里，党的二十大代

表、高级技师洪家光已经熟练地启动

各项设备，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1979年出生的洪家光身材精瘦、

身姿挺拔，虽然戴一副半框眼镜，镜

片后的双眼仍然炯炯有神。他常年

身穿工作服，工友们笑称那是洪家光

的“第二层皮肤”，在这层“皮肤”下

面，是洪家光为航空发动机研制专用

工装工具所倾注的心血，是一颗为铸

就中国“机”心而跳动的匠心。

“大国工匠的匠心连着共产党员

的初心，要求我在日常工作时精益求

精、攻坚克难时敢于创新、培养新人

时保持耐心。”洪家光说。

航空发动机被称为航空器的“心

脏”。一台航空发动机的零部件数以

万计，是不折不扣的高精尖设备。洪

家光的工作是为这些精密的航空发

动机零部件研制专用工装工具。从

业 20多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洪家光先后完成200多项工装工具技

术革新，解决340余项难题，练就了过

硬的加工技能。

洪家光常说，他的成长得益于前

辈工友的言传身教。他给记者讲了

这样一个小故事：刚上班第二年的洪

家光发现，有40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张

凤义喜欢天天穿个白汗衫来上班，下

班后一看，衬衫上连个污渍都没留

下。“张师傅说，造发动机零部件时，

哪怕是比头发丝还细的东西掉进去，

后果都可能会非常危险。严谨，是我

们必须要遵循的铁则。”

洪家光大受触动。此后，他坚持

每天擦拭车床三遍，切削碎屑必定清

理得干干净净，衣着服装也拾掇得整

洁利索，时时处处，一丝不苟。

洪家光保持共产党员本色，面对

提高工具加工精度

的技术攻坚，他主

动 请 缨 ，冲 锋 在

前。当时的车床无

法满足加工要求，

他便开始一项项改

进，减小托盘与操

作台的间隙，改造

传动机构中齿轮间

咬合的紧密程度；

原有的刀台抗震性

不强，他就重做刀

台；小托盘与下面

的托盘有间隙，洪家光就想办法将小

托盘固定……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

范、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全

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满身的洪家光有机会选择

更安逸的工作岗位，但他却始终坚持

奋战在生产第一线。“老一辈航发人

的党性与匠心点亮了我，作为一名党

员，我有责任把这份光和热传承下

去。”

2015年，以洪家光名字命名的洪

家光技能大师工作站正式成立。

2018年，工作站成为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目前有成员 16人。近几年，

这个团队已经解决了百余项生产难

题，完成了 84项技术攻关项目，越来

越多志同道合的后辈汇聚到他身边，

以他为师。

为了让工作室更好地发挥“传帮

带、提技能”的作用，2021年，洪家光

带领团队主动承接了研制敏捷工装

调试平台项目。

为了弥补缺少实际研制经验的

不足，团队请教了众多专家学者，查

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历时一年，他们

终于不负众望，成功研发生产出功能

更加综合全面的敏捷工装调试平台。

“此前厂里没有自己的敏捷工装

调试平台，我们只能把设备带到其他

单位去改进、调试，费时又费力。现

在我们成功将调试时间从2至3小时

缩短到30分钟。”洪家光说。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后，洪家光

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他说：

“这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责任。作为

党代表，我会把大家的期盼带到会

上。作为党员航发人，我要始终不忘

初心，以匠心铸‘机’心，以恒心铸重

器，展现新时代航发人科技报国的使

命担当。”

洪家光洪家光：：以匠心铸以匠心铸““机机””心心
▶ 新华社记者 于也童 翟啸山

洪家光在车间操作设备（2018年1月3日摄）。新华社发

“一个移动充电枪覆盖6个车位，

如果安装5个，就能覆盖30个车位。”

在创新工作室，党的二十大代表、国

家电网天津电力滨海供电公司配电

抢修班班长张黎明同两名工程技术

人员围坐一起热烈讨论，身旁的一叠

纸上画满了设计草图。

讨论间隙，张黎明向记者介绍他

最新的创意——“移动共享充电桩”。

“开展电力志愿服务时，我发现

基层对充电桩的需求越来越大，便想

到设置固定充电桩，再配上可移动的

充电枪，尽可能满足更多老百姓绿色

出行需求。”

“努力在创新的道路上，取得更多

高层次智能化成果。”在创新工作室显

眼位置，悬挂着张黎明写的这句话。

这是他30多年如一日矢志创新、锐意

进取的真实写照。

张黎明说，从他工作第一天起，

师傅就反复叮嘱，“抢修工作，‘抢’的

是时间，‘修’的是技术”。长期实践

中，张黎明练就了电力抢修的“火眼

金睛”，可以根据停电范围、天气情况

和线路状况等，迅速准确判断出故障

成因、确认故障点，为及时恢复送电

争取宝贵时间。

器物有形，匠心无界。

高压刀闸新型防护装置、可摘取

式低压刀闸……今年8月举办的世界

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张黎明携

这些年的创新成果参展，向世界展示

中国工人智慧。“虽

然 我 只 是 中 专 学

历，但只要树立终

身学习的信念，一

样能取得成绩。”张

黎明说。

创新工作室摆

放着张黎明带队研

发 的“ 拳 头 产

品”——第四代配

网 带 电 作 业 机 器

人。尽管我国已经

实现机器代替工人

开 展 高 空 带 电 作

业，可抢修工人还需要进行高空辅

助。瞄准更智慧、更轻便的目标，前

几年，张黎明反复试验修改，第四代

机器人终于问世并实现产业化，推广

到20个省份。

“工作是快乐的，创新使工作更

快乐。”张黎明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

边，并勉励更多年轻人创新。

目前，张黎明的创新阵地已成

为培育创新人才的基地，带领 63 个

创新工作室、2000 余名“电力创客”

“蓝领创客”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张

黎明名字命名的共产党员服务队，

已发展成为由 30 个分队、400 多名

队员组成的常态化社会志愿服务组

织，被评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

这几年，张黎明始终奔波在急难

险重一线。2021年初，河北省新冠肺

炎疫情出现反复，张黎明主动请缨，

带领 17 名队员成立“抗疫保电突击

队”，星夜奔赴河北；去年7月，他又前

往河南支援抗汛。

“能够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感

到光荣而神圣。”张黎明说，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创新，要坚持

以“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大军”为奋斗目标，立足工作岗位，坚定

不移走好创新之路。

“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为不断推

动自主创新尽力，为创造美好生活充

电。”张黎明说。

张黎明张黎明：：创新使工作更快乐创新使工作更快乐
▶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张黎明（左）和同事在调试第四代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

（2022年9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赵子硕//摄摄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邯宝炼钢厂

转炉车间里，天车吊着巨型钢包隆

隆划过，转炉中炉火通红，钢水翻

涌。唐笑宇手持对讲机，冒着热浪

叮嘱同事注意控制好转炉中间氧、

出钢温度等指标。

今年 37岁的唐笑宇是邯宝炼钢

厂特档技术主管、转炉车间副主

任。2008 年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

程专业毕业后，一直扎根生产一线，

推进科技创新。从普通上料工到转

炉炉长，从炼钢技术带头人到站上

世界炼钢赛事最高领奖台，唐笑宇

始终不忘自己的“雄心”——做全厂

最好的炼钢工。

邯宝炼钢厂转炉车间装备先

进，自动化程度高。走进车间，唐笑

宇满怀兴奋和期待，坚信自己能干

出一番成绩。

每天和工友们一起在炉台上摸

爬滚打，见缝插针向老师傅们虚心

求教，下班后用心总结经验……凭

着爱学习、肯钻研的劲头，唐笑宇仅

用 2 年时间就从一名上料工成长为

全厂最年轻的炼钢工和转炉炉长。

“既然选择了钢铁行业，我就要

成为这一行的精英。”唐笑宇这样自

勉。

当炉长的第一年，他就带领班

组从工艺操作、质量提升等方面开

展攻关。当时，厂里技术人员认为，

200 吨以上的大型转炉使用“留渣

法”冶炼，可能导致钢水喷溅，造成

生产事故。当唐笑宇提出要用“留

渣法”冶炼时，各种质疑声不断。

打破质疑，要靠事实说话。唐笑

宇查阅大量资料，请教专家，每天记

录分析生产数据，最终通过调整加料

时机、枪位等，摸索出了260吨转炉留

渣冶炼方法，打破了转炉冶炼的脱磷

瓶颈，带动班组指标全面提升。

凭 借 工 艺 创

新和精益求精的

操作，唐笑宇在全

厂 12 个炼钢小组

综合排名中名列

第一，还创下连续

10 个月钢水成分

不超内控的纪录。

要 成 为 最 好

的炼钢工，就要持

续不断探索技术

创新。为降低生

产成本，2013 年，

唐 笑 宇 在“ 留 渣

法”冶炼基础上，

推行“少渣冶炼”新工艺。这一新工

艺具有挑战性，但能带来更大经济

效益。

唐笑宇和同事们大胆创新，终

于将 260 吨转炉工序灰耗降到吨钢

15 公斤。仅石灰消耗一项，每月可

节约生产成本 300 多万元。他还探

索出一种颠覆性的溅渣护炉方法

——“高温、高氧炉渣溅渣操作法”，

既维护了转炉炉况，又明显降低了

成本。

工作 14 年来，唐笑宇始终没有

停下探索创新的脚步。

钢水终点氧含量是影响钢水纯

净度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讲，降

氧会导致钢水中的磷等成分超标，

不降氧则很难提高纯净度。“技术创

新就要实现‘鱼’和‘熊掌’兼得。”面

对汽车板钢材对强度、韧性等性能

要求的不断提升，唐笑宇和攻关团

队历经 2年时间，终于将汽车板钢水

终点氧含量降低 40%多，提高了钢水

纯净度，技术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2018 年，在第 12 届世界模拟炼

钢挑战赛总决赛上，唐笑宇从 50 多

个国家 1515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夺

得职业组冠军，为我国钢铁工人争

得了荣誉。这些年，他先后获得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河

北工匠等 10 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

今年光荣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在我成长过程中，党组织始终

是我技术创新的坚强保障。我绝不

辜负组织的信任。”唐笑宇说。

他表示，从原料变成优质钢水

需经过多道工艺淬炼，要成长为新

时代的优秀钢铁青年，同样要淬炼

过硬本领；要不断坚持往炼钢炉里

加“创新料”，不断突破“卡脖子”技

术难题，以钢铁报国之志扛起建设

钢铁强国重任。

唐笑宇唐笑宇：：争做最好的炼钢工争做最好的炼钢工
▶ 新华社记者 齐雷杰

邯宝炼钢厂特档技术主管、转炉车间副主任唐笑宇（右）在

转炉车间与工友交流（2022年9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利落的短发、得体的套装，交谈时柔

和淡定，眼前的于吉红给人干练的印

象。为学生指导实验、修改论文、授课，

和团队成员讨论项目进展，主持和参加

学术会议，作为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处

理稿件……对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

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于吉红而言，每天从

早到晚忙碌工作，是一种常态。

“我一直从事分子筛纳米孔材料的

研究。分子筛是用来筛分不同分子的材

料，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催化、吸附分离和

离子交换等领域。”于吉红说。30 余年

来，她潜心研究，不断创新，在分子筛材

料的创制及其基础应用研究中取得一系列突

破性成果，产生重要国际学术影响，推动了我

国分子筛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在科研这条道路上，从不会一帆风顺，于

吉红也经历过许多艰辛。20世纪90年代，随

着各类新生材料崛起，分子筛这个传统研究领

域一度处于瓶颈低谷期。于吉红坚定选择了

功能材料的分子工程学这一极具挑战性的研

究方向，致力于分子筛材料的定向合成。不少

人都劝她改换热点方向，否则很难出成果，但

于吉红一直坚守。

为了实现分子筛的定向合成，她带领团

队下苦功夫，通过查阅海量文献在国际上率先

创建了分子筛合成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她在

国际上较早地提出以理论模拟、数据挖掘和高

通量实验相结合指导分子筛定向合成的策略，

实现了我国在分子筛新拓扑结构类型创制方

面零的突破。2016年，她带领团队又在国际

上首次发现羟基自由基加速分子筛成核的晶

化机制，为分子筛材料的高效及绿色合成开辟

新路径。

尽管已经取得很多成就，于吉红没有停

下继续求索的脚步。她身体力行地告诉学生

们，不能为追逐热点而跟风，只要自己有强壮

的根基，并通过不断的学科交叉，就能催生出

新的原创性成果。“我们尝试通过跨学科交叉

研究，突破对分子筛材料的原有认知，将分子

筛的应用极大地拓展到储能、光电、传感等领

域。”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王天双说。

“这是我们研发的全新柔性固态锂空气

电池，只有0.33毫米厚，可以随意弯折，在柔性

电子产品中具有重要应用前景。”于吉红手拿

一张“纸片”，向记者展示。2021年，她带领团

队首次开发出一种基于分子筛薄膜的全新固

态电解质材料，该成果发表在《自然》期刊上，

有力推动我国在固态金属空气电池领域的进

步。

勤奋是形容于吉红的又一个关键词。今

年除夕她都在实验室，边吃盒饭边与大家讨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子筛基础科学中心的筹

建事项。可无论多忙，学生的事都被她放在最

重要的位置。她每天都和学生讨论工作，开启

大家的创新思路。学生们说，老师在电脑前逐

字逐句讨论修改论文的身影，让他们难忘……

迄今，于吉红已培养博士70余人，40余人晋升

为教授或副教授，涌现出一批青年拔尖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士，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化学化工杰出

女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于吉红获得

了很多荣誉，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普通教

师、科技工作者，一名共产党员。”

继当选十九大代表之后，今年于吉红又

光荣当选二十大代表。“我会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坚持‘四个面向’，积极投身科技

创新，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于吉红说。

32年前，年轻的刘伯鸣走进中国一

重集团有限公司的厂房；如今，已是中国

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

份公司铸锻钢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副厂

长的刘伯鸣，依然奋战在厂房里的国产

1.5万吨水压机前。

32年，他只做了一件事：和团队专心

打造大国重器。

在他师傅范友国眼里，“伯鸣是个急

性子，肯钻研，天生就是个‘打铁人’”；他

的徒弟张欣宇说，师傅“胆大心细”，毫无

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青年职工。

记者日前走进中国一重水压机锻造

厂的厂房采访，刘伯鸣正在指挥操作手通过水

压机把烫得发红的巨大钢锭塑成轴、辊、筒等各

类锻件，这些锻件将被应用到核电、石油、化工

等重大国计民生领域。水压机每一次锻压的

时间、强度、角度，都分毫不差。

就在这间厂房，刘伯鸣带领团队突破外国

技术封锁，为中国核电锻件制造擦亮了招牌。

核电锻件是核电机组建设的关键部件。

彼时，核电锻件制造是世界范围内绝对的高精

尖科技，也是我国急缺的关键技术。

“造出来，我们不仅能突破封锁，更能降低

成本，赢得广大的市场！”刘伯鸣和工友们立志

要为撑起中国制造业脊梁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支撑国家重要核电项目的关键部分，

核电锻件吨位大、质量要求高，制造工序相当复

杂，从冶炼、锻造、热处理到机加工、无损检测、

性能检验……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将前功

尽弃。

刘伯鸣带着十几个人吃住在单位，进行夜

以继日的技术攻关。在水压机锻造厂车间里，

加热炉内最高温度可达1250摄氏度。高温炙

烤下，刘伯鸣常常大汗淋漓，有一天下班他发现

当天体重减了好几斤。

揉着面团反复模拟锻件形状、深夜两三点

打电话和技术人员讨论模拟结果、反复计算板

坯厚度和直径……刘伯鸣“着了魔”，在火花和

热浪的“陪伴”下修炼着“铁上绣花”的功夫。

终于，当重锤最后一次落下，硕大的锤头

精确地控制着锻件的每一丝形变，核电锻件一

次锻造成功！刘伯鸣和工友们首创了同步变

形技术，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凯歌频传的日子。世

界最大715吨百万千瓦整锻低压转子、“华龙一

号”主泵泵壳锻件、三代核电蒸汽发生器水室封

头……伴随着一项项成果产生，刘伯鸣团队也

探索出了刘伯鸣不同步走步法、关键点控制法

等核电锻件制造技术，保证锻件制造一次合格。

近年来，刘伯鸣团队已设计创新课题 86
项，研究成果为中国一重降本增效 2亿元以

上。中国一重制造的锻件远销国内外，锻件制

造水平迈向世界前列。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大国工匠

年度人物”荣誉称号、第五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这些年，荣誉纷至沓来。刘伯鸣说，培

养接续奋斗的大国工匠，是他的迫切心愿。现

在，“刘伯鸣技能大师工作室”会定期开展业务

研讨，“传帮带”蔚然成风。

“创新无处不在，只要用心去观察，用心去

琢磨，就没有什么咱攻克不了的东西！”接受完

采访，刘伯鸣又重新迈进重锤起落、铁臂穿梭的

厂房。那里记录着他的创新与坚守，也见证着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壮大的火热年华。

刘伯鸣，是共产党员，是打铁的人，更是

“铁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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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孟含琪 黄昕欣

于吉红（左二）在指导学生（2022年8月16日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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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刘伯鸣在厂房内指挥作业（2022年9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