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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泰山石膏（威海）有限公司，有一位草根发明家，

他先后获得 21项国家专利，是工友们口中的“技术大拿”。他

就是公司设备主任、“威海工匠”张少华。

熟悉张少华的人都说，在他的身上，有两种可贵的品质：

极致认真和勇于创新。

日常工作中，张少华主要负责机械和电气设备的管理以

及生产线的维护。这些在别人眼中枯燥无趣的工作，他总能

从中找到创新的乐趣。

在生产线上，石膏板伺服切断系统属于比较复杂的控制

系统，需要对整板进行裁切，通常生产线每天要生产几十万平

方米的石膏板，如果裁切误差较大，也就意味着资源浪费。于

是，张少华开始针对整套控制系统进行革新，将原来 1厘米左

右的误差缩小到了 5毫米，大大提升了裁切精度，减少了材料

浪费，每年为公司节省成本近百万元。

此前，厂区设备多，人员面临不足，为减少设备故障，提高

设备运转效率，张少华带领团队耗时两年，自主研发出一套智

能语音报警控制系统，实现了设备在线自动检测功能。相较于

传统警灯报警，智能检测语音控制系统拥有大容量扩展报警及

网络信号互通功能，大大减少了硬件投入，提升了生产效率。

在石膏板自动化生产线设备提速优化方面，张少华也下

足了功夫。

他带领团队针对机械设备及自动化控制方面存在的诸多

问题，进行系统攻关，将石膏板成型速度由每分钟 90 米提升

至每分钟 115米，大大提高了产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由于张少华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019年，泰

山石膏（威海）有限公司成立了张少华领衔的创新工作室。

工作室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句标语——“天下大事，必做于

细。天下难事，必成于精。”这也是张少华多年来沉在一线创

新发明的体悟。为了解决生产一线的难题，他带领团队成员

不断攻克、不停创新，让一个又一个发明灵感从蓝图成为现

实。其中，他和团队研发的水分测定仪，1年可为公司节约成

本 12万元。

“多学习、多思考、多去做，这就是我的发明宝典。”张少华

总结说。

守护柯柯牙的一片绿守护柯柯牙的一片绿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邓丽娟

“快看，那不是阿克苏的第一代拖拉机手宋建江嘛。”10
月 2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英艾日克镇艾西曼区

域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植树点，几名扛着铁锹的年轻

人，指着不远处一位戴着红色鸭舌帽的工作人员，满脸惊喜。

59 岁的宋建江是柯柯牙第一代护林员。“我的父母都在

林场育苗队工作，我算是‘林二代’。”宋建江说。

1987年 3月，宋建江背着铺盖来到柯柯牙林管站，成为一

名护林员。此前，他在佳木林场基建队盖过房子、种过地。

护林员的工作很枯燥，一个人的巡护范围很广，尤其是给

林带放水时，一守就是一晚上。“柯柯牙的沟沟缝缝特别多，跑

水了可不得了。”宋建江告诉记者，干了半个月后发生的一件

事，让他打起了退堂鼓。

“当时是 3 月底，给林带放水时，我裹着棉大衣在埂子上

眯着了，醒来一看，水没下来。吓得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

拿着手电就往上游跑。”宋建江说，“跑了很远才看到决口的地

方，我正准备把口子堵住，结果脚下的土就塌了，两条腿深深

陷在了泥里。”

“3 月的水透心凉，我嗓子喊哑了都没人来，两条腿渐渐

失去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下游的护林员找到我，把我救了

出来。”宋建江回忆说，回到家，妻子见到他狼狈的样子，哭着

让他别干了，换个工作。

宋建江当时也答应了，可是第 2 天，就又跑去林场看水

了。“咱不能干了一半当逃兵啊。”他说。

护林一辈子，这些跟他女儿年纪一样大的树，在宋建江眼

里，就是他的孩子。看到如今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他哽咽着

说：“父亲已经去世 16年了，如果他能看到，一定会为我骄傲。”

“能守着这片林子的日子不多了。”宋建江说，明年春季

的植树造林活动结束后，他就要离开这个岗位了。今年秋

季的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中，他主要负责给大家讲解规格、说

明要求，“天气冷了，要快一点把树苗种下去，确保种一棵、

活一棵”。

“艾西曼区域主要是沙质土，只要有水，树苗成活率很

高。但因为是新栽种的树，需要多上点儿心。”宋建江抚摸着

眼前的小树苗，眼里满是慈爱。

2022 年 8 月，宋建江获评全国绿化劳动模范。他说：“这

片林子和我的生命连在了一起，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护它

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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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华在少有人踏足的山川戈壁披荆斩棘、追求极致——

30年，3000公里，测量“零差错”

本报记者 张世光 本报实习生 汪颀伟

“我们的日常就是不断优化方案，最终引

导钻头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千米地下……”在

大庆油田钻探工程公司地质录井一公司地质

研究中心，综合地质研究室主任张晏奇向记

者介绍。

如今，大庆油田已经不再是“砸一口井，

石油就往外喷”的时代，想要出油，必须精准地

在变化多端的地下岩缝里找到油气储藏点。

张晏奇的工作就是带领团队通过海量勘探数

据，画出细致立体的“地下藏宝图”，最终引导

钻头在地下找到最优采油路线。在他和同事

的努力下，高风险区块实现了无风险开发。

荒野淬炼意志

2005年，张晏奇从东北石油大学电子信息

专业毕业后，来到录井一线从事岩样采集工作。

岩样采集，就是跟着钻井队在野外把混

着钻井液的泥巴从地底捞出来，通过分离液

体、烘干、过筛等工序，现场判断岩石特性以

及是否含油。这项工作及其后续的研究环

节，直接决定着钻井进展。

“频繁时，每 10分钟就要采一次，因此必

须 24小时有人在岗，我们实行两班倒。”张晏

奇回忆说，“最密集的一个班次要采 100多包

沙子，这意味着要重复 100多次采集工序。”

“最冷的时候，气温超过零下 40 摄氏

度。”张晏奇告诉记者，冬天在凌晨 3 点起床

也是一件难事，只能定好几个闹钟，醒了的人

把没醒的人从被窝里“薅”起来。

提起这些，张晏奇脸上带着笑意，仿佛在

讲别人的故事，“野外一线的经历淬炼了我们

的意志，赋予我无限勇气和力量。”

带着问题深造

2011 年，张晏奇重回东北石油大学，攻

读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之所以顶着压力跨专业考研，是因为张

晏奇觉得，工作中会操作只是“知其然”，要想

“知其所以然”还要提升理论水平。

在校学习期间，张晏奇的学习方向清晰

而明确。他经常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和岩样向

老师请教。老师还专门用他带来的岩样给同

学们上了一堂答疑课。

硕士毕业后，张晏奇没有停止对“知其所

以然”的追求。2015 年，他进入吉林大学地

科院攻读博士学位。

现在，每当有人问他：“博士毕业了吗？”

张晏奇总会不好意思地说：“快了，快了。”

之所以“延毕”，是因为 5年前，张晏奇接

手了一项从零起步的工作。

2018 年，为提高企业效益，大庆钻探地

质录井一公司拿到了一个“风险自营区块”。

要想判断这一区块的开发价值，前期的

地质摸底非常重要。在单位地质人才紧缺的

情况下，张晏奇申请加入新组建的地质研究

中心综合地质研究室。

当时，一听说哪里有相关培训，张晏奇和

同事都会去蹭课。“那段时间，每天有 16个小

时都扑在工作和学习上。”张晏奇说。

研究室跟张晏奇一起共事最长的邓宝卿

说：“最困难时，研究室只有 5个人，大家都有

些灰心，是张晏奇把我们拉在一起开会鼓劲

儿，他就像团队的‘定海神针’。”

11次从头开始

2021 年初，宋深 9H 风险区块进入井位

部署阶段，出炉开采方案迫在眉睫。

地下空间十分复杂，很难借鉴已有经

验。为了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立体地下谱

系，张晏奇带领团队重新翻看每一个数据，他

们检查的数据量存满了十几个硬盘。

尽管如此，等待他们的依然是一个方案

汇报 11次都无法通过的现实。

公司评审组对方案审核十分谨慎，不断

要求张晏奇团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我们预期是被驳回四五次，当第 10 次

被驳回时，真的有点崩溃了。”张晏奇说，每次

被驳回，都意味着从头开始，再对底层资料做

500次以上的分析。

彼时的张晏奇承受着巨大压力。如果方

案有误导致钻井收益不足，油田将承受上亿

元损失，地研室也会因此解散；如果方案无法

通过，那么团队 1年多的努力都将白费。

为了攻克难关，张晏奇带着团队加班加

点地干。终于，经过 20多次修改，在第 12次正

式汇报中，张晏奇团队的设计方案通过审核。

2022 年 12 月 11 日，宋深 9-平 5 井正式

完钻，创造了储层钻遇率 80.22%、造斜段提

速 231%、设计水平段提速 196.8%的优异成

绩。今年 4 月 18 日，宋深 9-平 5 井试气无阻

流量 106万方，取得重大突破。

在张晏奇和同事的努力下，高风险区块

终于实现无风险开发。

张晏奇带领团队分析海量勘探数据 ，引导钻头找到油气最佳开采点位——

绘 制“ 地 下 藏 宝 图 ”

刘军华在
太焦铁路项目
工地进行施工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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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今年刚满 50岁，刘军华就开始调侃自己

“老了”。

两个多月前，在渝昆高铁川渝段的一处工

地测量时，刘军华一脚踏空，以为崴了脚，歇两

天就好。从四川回到山西，在妻子督促下，刘

军华去医院做了检查，才发现右脚掌骨折了。

队员打趣说：“刘队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在中铁十二局集团三公司测量大队 450
名工程测量员中，80%以上是二三十岁的小

伙儿，队长刘军华确实已是“老马”。

工程测量，是施工的“眼睛”，测量员也被

称为工程的“急先锋”。30 年来，全国劳动模

范刘军华在无人踏足的山川戈壁披荆斩棘，

给青藏铁路、京沪高铁、大西高铁等 200多个

重点工程“当眼睛”，测量总长度达 3000公里

以上，破解各类测量难题 20 多项，陪伴了一

批又一批年轻测量人成长。

近日，拖着伤脚，刘军华又去了趟工地。

高铁飞驰，穿山跨沟，尤其是途经他曾步行过

的路段，入场施工的场景如过电影般，一帧帧

在他脑海浮现。

“一测准”“零差错”

找好测量点，用肩部支撑脚架前端，身体

与三脚架呈 15 度角；双手同时拧开脚架旋

钮，顺势把脚架撑开与肩持平，让脚架顶端中

心点与地面标记点垂直；固定全站仪器，调整

精平气泡，转动仪器对目标进行测量……这

套看似简单的测量动作，刘军华已经一丝不

苟地重复了 30年。

2007 年，雅泸高速项目需要测量长度 10
公里的大相岭特长隧道，从进口到出口，水准

路线长达 142 公里，最大高程落差 2.1 公里。

设计院只在进口、出口各提供了一个水准控

制点，中间没有校核点，刘军华和同事的工作

量比平时增加了几十倍。

23天里，刘军华和同事们每人负重 10多

公斤，他们架设仪器 2.8 万次，获取测量数据

30 多万个，可最终的测算结果却与监理提供

的数据对不上。

数据不闭合，意味着从头再来。

大伙一时间情绪低落。有人提议，“也没

超出限差多少，再说是公路，不像高铁要求那

么严格，修改一下数据报上去得了。”

刘军华坚决不松口：“为了以后睡个安稳

觉，必须重新测一遍。”

回到驻地，监理询问测量情况，刘军华回

答说：“还得测一次。”

监理反复追问，刘军华才不好意思地交

出数据，闭合差是 29 厘米。不料，监理反倒

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原来，监理担心测量人员修改数据，在给

刘军华的原始数据上加了 30 厘米，实际上，

刘军华他们的测量数据闭合差只有 1 厘米，

也就是 10毫米，远低于测量限差 95毫米。

刘军华解释说，每次使用 1 秒的全站仪

测量放样，规范规定两个测回就可以保证测

量质量，而他始终坚持 4个甚至更多的测回；

规范要求测量数据保留到毫米，而他却坚持

保留到毫米后两位。

“测量要追求极致，尽可能接近真值。”至

今，刘军华一直保持着“一测准”和“零差错”的

从业纪录，诀窍就是“比规范再多一个测回”。

“创新是最好的‘捷径’”

2011年，京沪高铁上千公里、几十万块的

轨道板要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精度误差必须

控制在亚毫米级别。当时的轨道板检测技术

和设备均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费用高昂。刘

军华决心自主研发整套制板检测系统。

在轨道板上反复试验论证，刘军华发现，

外国公司的核心技术是通过面与面之间的接

触对轨道板实施检测，他提出，把面与面的接

触改进成 3 个点与轨道板接触，这样既保证

了工装的稳定性，还能让测量接触面积缩小，

测量精度更高。

从模具安装、模具检测、轨道板检测再到

软件编写、工装研发，刘军华带领团队相继攻

破了一道道难关，最终将 2 毫米误差提高到

了 0.3毫米，为企业节约检测费用 1072万元。

在刘军华的创新工作室，20 多台测量仪

整齐排列，“高龄”的已有上百年历史。记者

发现，这些“老伙计”身上，有不少“小挂件”。

“现成的测量仪器与测量物体都是面接

触，我们自制平台，通过磁吸球，使测量仪器

与测量物体形成点接触，有效提高了测量精

度。”刘军华介绍说。

多年来，刘军华牵头开发省部级工法 17
项，完成工艺创新 120 余项……有人问他，

“这么多发明革新，是怎么想到的？”刘军华笑

着说，“是因为想‘偷懒’逼出来的，测量要想

提高效率，创新是最好的‘捷径’。”

苦中作乐的“摄影家”

圈内人常说，“干工程苦，干工程测量苦

上加苦。”

作为工程的“开路先锋”，测量人走的是

没有路的路，翻的是少有人翻过的山，测量路

上，刘军华曾多次经历险情。

2008 年夏天，在忻阜高速公路项目火焰

山隧道工地，刘军华和两名同事走在山林深

处，突然发现距他们五六十米远的地方，一只

金钱豹正虎视眈眈。顿时，刘军华浑身一紧，

直冒冷汗，赶紧低声提醒大家，不要乱动。难

挨的时光更显漫长，事后估算，他们与金钱豹

足足对峙了 10多分钟。

还有一次，刘军华紧急支援贵广高铁项目

天平山隧道复测。他们早上 6点出发，驱车约

8小时后，已无路可行，只能徒步向上。经过近

4个小时的披荆斩棘，赶到测量点位时，大山已

完全被黑暗笼罩。等采集完数据，夜色已深。

下山路上，几人屏气凝神，静听山林响

动。突然，前方“嘶嘶”作响，一条眼镜蛇竖起

头部，正向他们吐着蛇芯。多年野外工作的

经验让刘军华并没有慌乱：克服恐惧，缓慢绕

行，时刻准备反击。

面对这份艰险的工作，有人选择了退出，刘

军华却从中找到了乐趣：“比起花钱探险的驴

友，我们不仅探了险，还有工资，多好的事啊。”

早在 20 年前，刘军华便开始了人生的

“第二大事业”——摄影。

山河的壮美、无人区的野生动物、青藏高

原的塔黄……平均每年在外奔波 280天以上

的刘军华，把极致风光都收进了镜头。他打

趣自己“在测量员里是最好的摄影家，在摄影

家里是最好的测量员”，把这些照片分享给家

人，也成了他与家人间浪漫的交流方式。

这次养伤之余，刘军华把妻子培育的鲜

花拍成了一张张精美的手机壁纸，这是他送

给妻子的特别的礼物……

我愿守护雄安的每一只鸟
近日，韩战桥骑着摩托车在雄安新区

孝义河河口湿地巡护。
今年 49岁的韩战桥是雄安新区安新

县同口小学的一名教师，也是一名白洋淀
鸟类保护志愿者。

作为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工作之余，
韩战桥时常背着相机、骑着摩托车到羊角
淀等鸟类栖息的地方进行巡护，观察、监
测、救助野生鸟类，为研究白洋淀生态变化
积累资料。雄安新区成立以来，白洋淀湿
地环境日益改善，大量鸟类来到白洋淀安
家。每当在巡护中发现新增鸟类，韩战桥
都会及时拍照记录并上报，发现受伤的鸟
类也立即进行救助。截至目前，韩战桥记
录的鸟类已达95种；经他救助的鸟类有40
多种、100多只。在他带动下，附近很多村
民也加入爱鸟护鸟行列。

“我亲眼见证了家乡的生态变化，我愿
守护雄安的每一只鸟，也希望更多人加入
爱鸟护鸟行列。”韩战桥说。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