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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申美 本报记者 毛浓曦

古都西安又逢夏。

“这个月‘上新’什么夏菜菜品？”在位于东大街西安饭庄

的“徐海军大师工坊”，徐海军和各分店的行政总厨正在就一

款新品当季菜进行交流。

这间 60平方米的大师工坊，是西安市总工会于 2013年以

中国烹饪大师、西安市劳动模范徐海军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也是西安市首批命名的 10家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

之一。

工作室的15名成员由西安市职业技能带头人、西安饭庄各

店行政总厨组成，平均年龄 43岁。这群顶尖大厨致力于升级厨

房设备、工艺，提升菜品外观、品质，让老字号里飘出新香味。

翻开西安饭庄的菜单，创新菜品如风桃花虾让人眼前一亮。

这款菜品选用新鲜虾肉和杏仁烹制而成，造型优雅，如桃

花绽放。装盘时，盘中摆放瓷瓶，瓶中斜插桃枝。

在徐海军看来，“烹饪不能闭门造车，要‘走出去’‘请进

来’，博采众长。”这些年来，他带领厨师团队，按照“传承不守

旧、创新不离宗、融合不照搬”的原则，不断创新改良，为传统

菜品注入新元素。如风桃花虾就是其中的“爆款”。

此外，团队还调整完善了“丝路花雨宴”“长安八景宴”等

特色宴席，投入精力对陕西风味小吃进行改良，让泡泡油糕、

金线油塔等小吃登上顾客必吃榜单。他们开发出的海参面辣

子、酥皮酸辣汤、醋泼秦川牛等新菜品，进一步提升了西安饭

庄的品牌影响力。

餐饮业竞争激烈，菜品更换升级十分频繁。一些转化率

低的菜品不得不从菜单上消失。

在徐海军大师工坊，针对温拌腰丝这款菜品的去留，曾有

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一场老手艺“保卫战”由此打响。

有人提出，温拌腰丝费时费力，销量却一般，不如换成更

好卖的菜品。但徐海军认为，作为西安饭庄传统名菜，这是老

师傅们传承下来的一份文化遗产，温拌技法的存在，已经不仅

仅是一种风味，也是西安老字号的一张名片，应该将这份技艺

发扬光大。最终，在徐海军的坚持下，温拌腰丝在菜单上得以

继续保留。

目前，西安饭庄的经营菜品在 120 道~140 道，50%为主打

菜、特色菜，30%为融合菜，20%为创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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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谢珍

在距离广东阳江沙扒镇海岸线 20公里的海域，一座座白

色风车矗立在海面之上，仿佛一串串海上明珠。这里是粤电

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所在地，也是中铁大桥局三峡阳江青洲

六海上风电项目总工程师赵勇曾经的“战场”。

2019年 9月，一直从事桥梁建设的赵勇开始转战海上风电

项目，粤电阳江海上风电项目也是他挂帅的首个风电项目。此

前，他先后参与了港珠澳大桥、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等桥梁项

目的建设。面对全新的领域，他的内心既期待又忐忑。

接到新任务后，他全程参与了粤电阳江海上风电项目的

投标、各风电项目的施工资料收集以及国内船机设备调研，还

前往其他风场拜师学艺。

粤电阳江风电项目施工难度较大，除了面临风大浪高、涌

浪周期长、台风影响频繁、季风期长、地质复杂、全年有效作业

时间仅 140天等难点外，基础施工还存在数量多、种类多的困

难。特别是有 20个植入嵌岩基础，这是国内海上风电项目首

次使用这种基础形式。

赵勇与技术团队一起，首创钢管桩植入施工技术，采用

“厂内预制、现场整体植入”的方法，将现场浇筑的内填混凝土

改为厂内预制，尽可能将水上作业变为陆上施工，减少海上施

工工序及作业时间。此外，他们研发的吊挂装置和水下定位

方法，确保了钢管桩植入的连贯性及精度要求；优化改进的集

成化灌浆船、软管与钢管相结合的灌浆管线系统，实现了钢管

桩桩侧及导管架连接段快速、连贯灌浆……一系列技术创新

实现了国内植入嵌岩多桩基础“零”的突破，为项目提前 52天

完成风机安装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1 年是项目的决战之年，自大年初一出海，到风机安

装完成，赵勇非台风不离船，长期吃住在起重船上，长则 3 个

月、短则半个月，与团队成员一起严守安全质量关。

2021 年 9 月 9 日，粤电阳江沙扒海上风电项目最后一台

风电机组安装完成，赵勇靠在“大桥向阳”风机安装船栏杆旁，

独自欣赏着眼前随风而动的风车组。压在他心里近两年的石

头终于落地了。

眼下，赵勇和团队正在为再一次实现“电从海上来”进行

艰苦鏖战。相较于粤电阳江风电项目，青洲风电项目离岸距

离更远、水更深、技术难度更大，更多的挑战在海洋更深处等

待着这群追风者……

入行 11年，张恒洋凭借精湛的炼化装置操作技能、丰硕的一线创新创效成果迎来人生高光时刻——

藏在时光中的努力，总会悄然绽放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陈国欣

5月 31日，记者见到李嵩时，他正在中国重汽集团济

南特种车有限公司停车场为 4辆小型特种运输车进行紧

急测试。

一身藏青色工作服、手拿着车辆状态检测表的他略

带歉意地笑着说：“马上就忙完了。下个月要去新疆出

差，所以这些天车辆试验排得有些满。”

39 岁的李嵩，驾龄已有 20 年。作为一名特种车辆

试验驾驶员，他担当过“连自己也数不清”的军专特运试

验工作。不论严寒酷暑还是风霜雨雪，他始终坚守岗位

，累计行驶里程已超百万公里，行驶轨迹遍布全国各地。

“宝藏”驾驶员

作为特种车辆试验驾驶员，李嵩要站在使用者的角

度去体验驾驶感受，确认车辆状态是否满足技术指标要

求，记录反馈行驶试验数据和出现的质量问题。

干这一行，长途任务是家常便饭。李嵩在执行任务时从

不挑肥拣瘦，十几年的出车试验，他随叫随到，总能安全、优

质地执行好任务。

“ 他 经 验 丰 富 ，是 我 们 的‘ 宝 藏 ’驾 驶员。”中国重汽集

团济南特种车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克伟介绍说，“我们的军用特

种车辆重130 吨～150 吨，宽度达 4 米多，车型很大，测试时的
爬坡坡度非常陡，坐在驾驶位，抬头都看不到天空。对驾驶员
的技术、胆识都有很高要求。”

李嵩性格沉默、不善言辞，但面对工作挑战总是满怀热情

、勇往直前。

疫情期间，有客户突然要求提前 4 个月交车。80 辆车、

2000 公里测试里程，李嵩带领团队 24 小时连轴转，人歇车不
停，最终圆满完成试验任务。

“他一直都任劳任怨，类似这种急难险重任务，总是不

讲条件就去做，从没请过假。”该公司质量部部长刘玉霞告

诉记者，“我们的试验车辆大部分都是不装空调的，夏天

在超过 40 摄氏度的高温天驾驶，非常不容易。”

挑战极端条件

特种车辆定型需要在高湿、高温、高寒等极端条件下进行

测试。第一次参与西藏高原驾驶试验时，李嵩的高原反应非

常明显，头晕了好久。

在驾驶特种车辆爬坡时，车胎被铁片扎破，他冒着暴风

雪自己更换备用轮胎，更换好后，李嵩发现，自己的鼻腔里因

缺氧加用力过猛已满是鲜血。但他依然驾驶车辆逆风前行，

踩着油门冲过了风雪地带，圆满完成试验任务。

“要把车辆当成并肩工作的工友，车辆反馈的数据就是和

我们在交流。要时刻保持对问题的敏感度，养成发现问题、及

时记录问题、积极反馈问题和严谨验证问题的工作习惯。”与

年轻驾驶员分享经验时，李嵩总是有问必答，倾囊相授。

李嵩常年驾驶特种车辆，在极端天气环境中打硬仗，参与了

多项国家重大项目车辆道路试验工作，获得了由交通运输部、全国

总工会等部门联合评选的“2022最美货车司机”等荣誉。

李 嵩 常 年 驾 驶 特 种 车 辆 在 极 端 环 境 中 试 验 车 况 ——

“ 极 限 ”司 机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本报通讯员 张晓君

多年以后，张恒洋身处于一座座鳞次栉

比的现代化炼化装置中间时，仍然会想起

25 岁的自己，为了补上薄弱的技术基础，他

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那是他走上工匠之路的起点，仿佛也成

了他日后职业生涯的浓缩，从那时起，他始

终没有停下追逐技术的脚步。

80 后张恒洋是吉林石化炼油厂加氢三

车间化工三班的操作工。入行 11 年来，凭

借精湛的炼化装置操作技能、丰硕的一线创

新创效成果，他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今年“五一”前夕，他从人民大会堂捧回了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藏在时光中的努力，总会悄然绽放。”

这是张恒洋对人生的感悟，也是支撑他一直

奔跑的精神动力。

“炼”成工匠

复杂的装置，高耸的塔林，层层叠叠、错

综绵延的管线……2012 年，初入吉林石化

公司炼油厂的张恒洋，对眼前这个新世界感

到有些迷茫。

尽管，此前他在部队经过了 5 年历练，

又在吉林石化公司接受了两年系统培训，但

专业性强、危险性大、技能要求高的化工生

产一线，还是让这位已经 25 岁的“新工人”

备受打击，“我的专业基础和工友们相比，还

是太薄弱了。”

他暗自憋了一股劲儿，一头扎进了现场

学习，下班后再捧着化工书籍一点点“啃”。

2014 年春天，Ⅲ柴油加氢装置开工在

即，张恒洋被调入加氢三车间参与新装置

建设。

从打地基、盖泵房，到每座塔、每个反应

器渐渐“长高”，伴随新装置一点点完善，一

个更加完整的化工知识体系也在张恒洋的

脑海中慢慢建构起来。

同年 10 月，新装置建成。张恒洋有空

就拿着厚厚的流程图来到现场钻管线，经过

几个月的摸索，他对每条管线的来龙去脉记

得清清楚楚。等车间开始对员工进行定岗

时，张恒洋成了全车间最年轻的内操工。次

年，他凭借突出的技术表现，一跃成为工厂

首席操作员。

2017 年，吉林石化公司举办汽煤柴油

加氢操作技能大赛，张恒洋闯进了决赛。

“当时并不知道决赛具体考什么，我就

把中级工、高级工、技师的技能鉴定题，还有

历年与汽煤柴油加氢操作有关的题库都学

了一遍。”那段时间，张恒洋清晨 4 点半就

起床学习，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最终，他过五关斩六将，一举夺得金

牌。2018年，他被工厂聘为技师。

多年来，张恒洋熟练掌握了 3套现代化

装置、6 个岗位操作技能，记录 43.8 万个关

键数据无差错，精准操作超 12.2 万次，211
个控制指标无一超标。

巡检中化险为夷

炼化装置最怕安全事故，及时发现并消

除安全隐患是张恒洋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2022 年 11 月 11 日 4 时 28 分，正在巡检

的张恒洋突然发现，原料油泵出口低流量

联锁保温箱 FT-10303C 处有一摊油迹。他

心头一颤，“这台泵是高压泵，出口压力非

常高。”

张恒洋迅速打开保温箱，经过仔细检

查，他发现，是仪表三阀组的接头正往外渗

柴油。

“原料油泵在系统最前端，如果漏点变

大引起油量变化，原料油泵就会连锁停车，

后果不堪设想。”张恒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

重性。他立即向班长汇报，联系仪表车间紧

急处理。

4 时 50 分，漏点处理完毕，生产再次恢

复正常，张恒洋这才长长舒了口气。

每天现场巡检的 1个小时里，发现的隐

患是在控制室里无法捕捉到的，因此，对张

恒洋来说，从巡检路上迈开第一步起，重达

千钧的安全生产责任就扛在了肩上，“我不

但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工友们负责，更要

对企业负责。”

操作工的“听摸查看比”技艺，对张恒洋

而言，已经“长进了骨头里”。查看 DCS 监

盘时，他会时刻保持警觉，及时捕捉每个参

数的细微变化，“不能等到系统报警才发现，

而要在细微之处就能预判事故的发生。”

精心监盘、精细巡检、精准操作，张恒洋

多次预判出装置不安全因素，将安全隐患消

灭在萌芽状态，近两年来，避免大小生产波

动 11次。

为企业精打细算

路过泵房，看见水龙头没关，马上拧紧；

走过休息室，看到屋内没人还开着灯，立刻

关灯……这些都是张恒洋每天随手会做的

事。“如果我们都把工厂当成家一样打理，精

打细算能为企业省下很多钱。”他经常对工

友们说。

不仅如此，他还发挥身处生产一线的优

势，贡献了不少节能创效的“金点子”。

生产中，两台加热炉共用一套余热回收

系统，造成两台炉子的热效率都偏低。

“热效率低，用的燃料气就多。”于是，张

恒洋琢磨起了省钱的方法，“上面有烟道挡

板，下面有风道挡板，风机有旁路……找到

控制点，就能提高热效率。”

于是，张恒洋把炉膛的烟道挡板稍微打

开一点儿，再把上面的热风抽出一些，与换

热器进行换热，这样炉膛进来的风就成了热

风，有效降低了燃料气的消耗。

从小处入手、从细处深挖，几年来，张恒

洋参与提出合理化建议 29 项，解决了装置

耗电量大、蒸汽消耗过多、新鲜水使用方式

不合理等多项困扰车间的难题，帮助车间实

施技改 11项，为企业创效 900余万元。

车间里的复转军人占操作工总数的1/3，
他们起点低、底子差，张恒洋就将自己的操

作“秘籍”毫无保留地分享。“他的讲解很通

俗，大家都能听得懂、记得住。”操作工余恒

晶说。

5 年来，张恒洋为车间培养优秀操作员

6 名，合格操作员 15 名，他们中有多人在企

业举行的技能大赛中获奖。

眼下，公司转型升级项目的建设步伐加

快，张恒洋再次接受了蜡油加氢装置的新挑

战，用默默努力和坚持，等待下一次的悄然

绽放。

天涯海角“牧”海人

张恒洋在
对柴油加氢装
置进行精细巡
检，以确保现
场生产安全。

杨志达 摄

在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王丰国在
水下开展巡护工作。

海南省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是
海南首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蜈支洲
岛旅游区海洋部经理王丰国作为海洋牧场
建设的一线作业人员，致力于海域生态环
境的修复和保护。他与海为伴，完成人工
鱼礁、船礁投放、珊瑚移植、协助科研机构
调研等工作。

2011年4月，随着第一块人工鱼礁投
放入海，王丰国的海洋牧场守护之路正式
开启。十余年间，王丰国亲历并参与了海
洋牧场的建设过程。截至2023年 4月底，
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已移植珊瑚3.5万
多株，投入人工鱼礁及船礁等约 8万立方
米，水泥型人工鱼礁2571个，船型礁21艘，
海洋生态修复和渔业资源养护成效显著。

“如果有一天，从海边潜下去，一眼就能
看得到珊瑚和鱼群，我的工作就算完成啦。”
王丰国笑着说。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