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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通讯员 谢骁意 李黠

“小何，这个样品的谱图有点异常，重新拿样品检测确认

一遍。”在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原料分析

室的化学分析台前，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化学检验员一手提着

移液管，另一只手平稳地拿着烧杯，眼睛盯着管内液体，神情

专注。

眼前的这位检验员有着一张略显稚嫩的娃娃脸，一头齐

肩短发显得十分干练，她就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巾帼标兵、柳钢

最年轻的技能专家黄芝敏。34岁的黄芝敏，在原料化学分析

领域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专家”。

“成为化学分析师一直是我的梦想。”2012年 7月，大学毕

业的黄芝敏来到柳钢质量管理部原料分析室工作，自此一头

扎进了进厂原料化验数据中。

她所在的实验室，承担了柳钢进厂大宗原燃料铁矿石、煤

焦、铁合金等样品的化验分析任务。化验结果直接决定原料

价格，也决定着原料采购和冶炼生产双成本的控制，分析数据

的准确性、重要性不言而喻。

还是职场新人的黄芝敏面对重担没有畏难，她虚心向前

辈请教，利用空闲时间读书钻研，并多次参与各类技能竞

赛。她先后两次代表柳钢参加柳州市化学检验工技能竞赛，

两次参加自治区级技能竞赛，并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技术能

手称号。

凭借这份拼劲、韧劲，黄芝敏用不到 5年时间就成为公司

原料分析领域的技术骨干，并于 2019年成立黄芝敏技能专家

工作室。1年后，工作室被评为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在枯燥的化学分析工作中，创新是黄芝敏最大的价值感来

源。她通过不断实验找到突破口，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闯关。

工作中，黄芝敏发现，有些样品没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

准分析方法，传统分析方法步骤烦琐，分析时间长，试剂消耗

大，成本高，无法满足钢铁行业绿色智能化发展的要求。于

是，黄芝敏积极投身化验室技术革新。她结合生产分析实际，

研发出“一步熔融技术”，该预氧化方案应用于锰系合金、铌

铁、磷铁等样品上，使样品分析时间从 3~5 个工作日缩短至 4
小时以内。

从一条条数据中总结思路，从一个个分析方案中寻找创

新方法，从一次次实验中研发新的技术标准……多年来，她先

后组织完成“高磷铌铁合金一步熔融制样 X 荧光分析方法研

发与建标”等 28项技术攻关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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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黄予剑 楚学朋

唐利华很爱笑，笑容发自内心，很有感染力。在同事眼

中，她是一名女“超人”。

1997 年，唐利华从中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

身）会计专业毕业后，进入江汉油田成为水电厂的一名会

计。几年后，唐利华结婚生子。直到 2011 年，她原本平静的

生活被打破。

2011 年 4 月，唐利华的父亲遭遇车祸受伤，母亲突发脑

出血导致偏瘫，生活无法自理。12 月，父亲出院后又查出患

有肾病。2013年，她的公公在二次中风后完全瘫痪。

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地工作，照顾老人的重担落在了唐利

华一个人肩上。

每天早上，她要先护理母亲、公公洗漱、吃药、吃饭，然后

再赶去上班。下班回家，还要帮老人擦身、翻身、按摩、换洗

被褥、打胰岛素。

“父母住院的那段时间，如果没有单位的支持和同事的

帮助，我很难撑下来。感受到他人的关爱，也要用责任心回

馈爱。”唐利华一直乐观且坚强。

她没有因为沉重的家庭负担放松对工作的要求，而是在

业务上不断精进，成为单位里唯一的注册会计师。

每月需要唐利华做账的凭证有七八百张，她始终保持着

“零差错”的纪录，还代表单位参加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举办的

会计大赛，并斩获佳绩。每天晚上护理完家里的老人，她总会

抽时间浏览专业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规，不断“充电”。

2017 年，集团公司财务共享中心成立，新系统上线前需

要进行测试。唐利华连续加班 14 天，对水电厂报销业务涉

及的 198 个场景全部进行了脚本测试，确保了系统按时上线

运行。

财务工作不能出错，尤其需要平心静气。“认识唐姐这么

多年，从没见她发过脾气。有时，办事员在报销业务提报中

出错，她总会把办事员叫到办公室里耐心指导。”同事王娜娜

对记者说。

家里的烦心事，唐利华很少对别人提起。“老人们会主动

打电话报平安，嘱咐我安心工作。”唐利华说，每天下班回到

家，老人们的惦记和关心，让她感到很幸福。

破解 36项加氢技术生产难题，为企业创效 4800万元——

“工人院士”刘劲松

本报记者 裴龙翔

春日上海，记者在陈浩领衔的创新工作

室里见到了这位身着厚实焊工服的“焊”匠。

陈浩个头不高，由于长期在户外工作，皮肤黝

黑，一双眼睛格外明亮，笑起来总会露出洁白

整齐的牙齿，与肤色形成鲜明对比。

不久前，上海市总工会新命名了一批“上

海工匠”，中建八局新型建造工程公司焊接负

责人陈浩位列其中。此前，他已经获得了上

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还连续两届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

20年前，还是一位普通农民工的陈浩不会

想到，手中的这把焊枪会焊出一条工匠之路。

“炼”成“望闻问切”绝活

“焊好每一条焊缝，做好每一件小事，对

每一个钢构件负责。”上海工匠的评审现场，

陈浩如是阐述自己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正是每一条焊缝的累积，让陈浩“炼”成

了“望闻问切”的绝活——他听焊接时的声音

就能判断出焊接电流与电压是否匹配；看焊

缝外观就能了解施焊者的用弧方式和不足之

处；根据超声波检测，在返修处理前就能明

确判断出缺陷产生原因。这项绝活也大大降

低了生产一线的材料浪费和返工成本。

20 年前，陈浩高中毕业后，来到南京电

容器厂当起了焊接学徒工。

学焊接的路很苦。白天，陈浩认真跟着

师傅学习焊接技术，晚上，继续留在车间苦练

焊接技巧。当时，电容器厂位置十分偏僻，夜

晚他结束练习，独自从车间走回宿舍，总要经

过一片荒地。18 岁的少年并非不害怕黑暗，

但学好技术的信念支撑着他没有放弃。

无数个黑夜，他一个人在车间里摸索焊

接技巧，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总

结，终于，飞溅的焊花中，他战胜了对黑暗的

恐惧，也冲破了焊接技术瓶颈。

每一条焊缝都是一次见证

在陈浩看来，每一次焊接都是一次挑战，

每一条焊缝都是一次见证，它们都会最终影

响建筑工程的质量和生命周期，丝毫都马虎

不得。

2013 年，陈浩来到中建八局工作。在这

里，他辗转不同的城市，参与并见证了一座座

地标建筑拔地而起，职业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干过的工程越多，我越喜欢当焊工。”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是 G20 杭州峰会的

主会场，陈浩带领的 9 人焊接班组要在两个

月内安装完成 6000 吨钢构件，时间紧、任务

重。这个超大型建筑，现场钢桁架结构十分

复杂，且工序相互连接，牵一发动全身，一旦

出现失误造成返工就会严重影响工期。

当时正值酷暑，巨大的精神压力、恶劣的

气候条件、高强度的焊接工作，让一些工友产

生了畏难情绪。作为公司的焊接技术骨干，

陈浩一方面带领工友探索改进焊接工艺方

法，在分配任务时，把最难啃的硬骨头留给自

己；另一方面，在下班后主动与工友们聊天谈

心，安抚大家的情绪，释放压力。

最终，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提前 15 天完

工，陈浩和工友们也跑出了 30 天安装 1.2 万

吨钢构件的“加速度”。

这样的经历在陈浩的职业生涯里不胜

枚举。青岛东方影都 3000 吨异形钢结构制

作安装 1 个月完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主会场 1.1 万吨钢结构 45 天封顶，上海特斯

拉超级工厂项目 8500 余吨钢结构安装 40 天

交付……在这些项目的攻坚鏖战中，陈浩和

工友们不仅实现了完美交付，相关工程还摘

得了鲁班奖、中国焊接工程金奖等奖项。

研发焊接机器人助力智能建造

“焊工手里有团火，四季炙热无处躲。十

个焊工九个黑，全身上下全是灰。蹲低登高

很平常，干的就是这一行。身上烫痕何其多，

默默无语对谁说。”这首陈浩写的打油诗，也

是焊工作业环境的真实写照。

20 年与焊花为伴，陈浩对焊接的苦和累

深有体会，为此，他领衔的陈浩钢结构焊接技

术创新工作室，一直致力于研究焊接自动化

技术，希望借助机器人作业减轻焊接劳动强

度，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研发过程中，陈浩尤其注重机器人的实用

性。工作室研发的焊接机器人已经获得了两

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在天津周大福、北京丽泽

SOHO等超高层建筑建造中推广应用，不仅有

效提高了焊接效率和质量，还为公司节省了数

十万元成本。经过团队反复试验改进，4.0版

的焊接机器人将于近期在施工现场投用。

“继续优化焊接机器人，以小型化、可移

动为方向，不断改善焊工工作环境，提升企业

智能建造水平。”谈起近期的“小目标”，陈浩

的眼里闪着光。

20 年与焊花为伴，上海工匠陈浩对焊接的苦和累深有体会——

在一条条焊缝中探路智能建造

“星光妈妈”和她的

132个“星星的孩子”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窦菲涛

打开笔记本梳理工作任务，在电脑前

查看加氢装置生产数据，监测油品质量分

析……早上 7 时，刘劲松已经提前 1 小时来

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刘劲松是燕山石化公司炼油厂第一作

业区中压加氢装置工段长，也是同事们口中

的“加氢大师”。

1996年，刚入厂的刘劲松对新建成的中

压加氢装置“一见钟情”。往后的日子里，中

压加氢装置几经改造，他始终倾心陪伴，守着

那份“当工人，就要当最好的工人”的初心。

加氢工艺是炼油系统生产清洁油品的

主流工艺，刘劲松一次又一次向技术难关发

起冲锋，帮助企业在转型升级中攻城略地，

也让自己成功跻身“工人院士”——荣获中

华技能大奖。

当最好的工人

1996年，20岁的刘劲松从北京石油化工

学校毕业。当时，燕山石化正在实施油品升

级“腾飞工程”，新上马的加氢联合装置求才

若渴，企业“破天荒”地特招了 10 名中专毕

业生，刘劲松以全班第一的成绩顺利入选。

“当工人，就要当最好的工人。”领到工装

的那一天，刘劲松在心里默默立下职业目标。

什么是柴油闪点，为什么升压速率是

1.5 兆帕，为什么要先开这个阀门……面对

全新的装置，刘劲松从零开始，一点点“征

服”工艺流程图和操作法。

“刚开始好多知识点都记不住。”为了熟

悉工艺流程，刘劲松天天“泡”在装置里，把

一条条管线、一个个阀门都刻进了脑海。

“当时，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儿，赶着

学、比着干。”刘劲松回忆说，不长的时间，他

们这群热血的技能青年就摸透了装置的脾

气秉性，中压加氢装置一次开车成功。

与装置的朝夕相处，让刘劲松渐渐喜欢

上了加氢技术，他对自己提出了进阶要求，“不

仅要知道怎么干，还要弄懂为什么这样干”。

从加氢精制到加氢裂化，再到蜡油加

氢、直馏柴油裂化等工艺，他不断提升理论

水平，逐渐成长为精通装置原理和设备操作

的技术骨干。

2004 年，28 岁的刘劲松在全国石油石

化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锋芒初露，斩获加氢

裂化装置操作工工种的第三名。

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市劳动模范……随

着荣誉纷至沓来，不少人鼓动刘劲松转战管

理岗，他却有着自己的坚持，“我愿意扎根一

线，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多年来，他始终沉在生产一线，专注加

氢技术。

亮剑新技术

2016 年，为提高航空煤油产量，燕山石

化决定对中压加氢裂化装置进行扩能改造，

采用直馏柴油裂化新技术。刘劲松扛起了

此次技术改造的重任，而且给他的时间只有

不到半年。

“一心就想把活干好。”第一次全面负责

技改的刘劲松把自己“钉”在了现场。

想要进行装置升级，首先要获得各项准

确数据，但装置几经改造，很多基础数据已

经遗失。为了“复原”技术数据，他带领班组

人员白天穿塔林、登高台，查设备铭牌、读仪

表流量，晚上查图纸、翻档案、汇总数据。仅

用两周时间，就为设计单位提供了上万个准

确而翔实的数据，技改得以顺利推进。

“我不同意切削叶轮方案，那样不能满

足不同工况要求。”审核设计方案时，刘劲松

对每一个细节锱铢必较。这期间，他先后提

出了 50余项合理化建议。

技改施工前，装置中的残留油品需要彻

底清扫。为此，刘劲松连续 7天吃住在装置

旁的值班室里，带领工友们加班加点清理管

线，经常忙到凌晨一两点钟才休息。

“躺下也睡不踏实，心里一直有事搁着

呢。”那是刘劲松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半年下

来，他整整瘦了 20斤。

“因为热爱，遇到难题就会有一股钻劲

儿，愿意付出。累是累，但心情是愉悦的。”

刘劲松感慨地说。

2016 年 7 月 20 日，改造后的装置一次

开车成功，这也是国内首套直馏柴油裂化装

置，后来该项目还获得了中国石化科技进步

一等奖。

技术难题“终结者”

2017年 5月，刘劲松创新工作室成立，专

门攻关加氢装置技术难题。也是在这间工

作室里，刘劲松成了技术难题的“终结者”。

2020 年，航煤需求量增加，刘劲松带领

工作室成员向“加氢装置投料 3天后才能生

产出合格产品”这一历史性难题宣战。

经过深入调研，他们创新提出并实施了航

煤产品垫油、静置脱水、分馏塔分步进料等措

施，实现当日投料当日产品合格，与以往相比，

产品合格时间提前了 48小时，减少开工成本

282.5万元，为同类装置提供了开工操作范本。

在刘劲松带领下，工作室围绕节能减排、

流程优化进行技术革新，解决了中压加氢装

置航煤收率低等 36项生产难题，提出实施降

低尾氢排放、提高氢气利用率等优化建议 15
项，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4800余万元。

刘劲松还和工作室成员一起将经验进

行固化。他们把 118 个典型案例、21 类操

作规范编制成手册，为操作人员提供“操作

宝典”。

5 年来，刘劲松带出了 34 名徒弟，带领

工作室成员累计授课 287课时，培养出中国

石化技能大师、全国竞赛金牌选手、中国石

化岗位能手、燕山石化十大青年标兵等一批

技术骨干。

2022 年 底 ，刘 劲 松 荣 获 中 华 技 能 大

奖，这是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最高奖励，获

奖者也被誉为“工人院士”，刘劲松向“最好

的工人”又迈进了一步。

如今，面对企业、行业转型升级对加氢

技术提出的新要求，“工人院士”刘劲松再次

向新设备、新工艺的技术堡垒发起冲锋……

3月 30日，在青海省西宁市星光特殊
儿童服务中心，陈志芳（右）给孤独症儿童
做运动训练。

陈志芳是青海省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
服务中心的创始人。这里被很多人称为

“星星的乐园”，陈志芳也被称为“星光里的
妈妈”。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5年，是一家为孤独症儿童、智力障碍
及语言障碍儿童提供早期康复训练和干预
的民间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目前有 132名
孤独症儿童在这里接受各种康复训练。

很多接受康复训练的孩子已经可以独
自去商店买东西、坐公交车回家，甚至重返
学校正常就读。陈志芳说：“作为孤独症患
者的家长，我希望能把孩子康复训练过程
中得到的经验传授给更多人，让‘星星的孩
子’能在社会关爱下融入社会，不再孤独。”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图为刘劲
松在检查装置
的工艺参数。
燕山石化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