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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就像一台巨大的风车，将热能转化为

动能，带动发电机发电，为许多大国重器提供动

力。

董礼涛 17 岁进厂，跟着师傅们学习手工铣

削零件，将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内。我国多个大

型煤电、核电设备的汽轮机里，都有这位哈电集

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特级技师打磨

的叶轮等零件。

30 余年间，董礼涛从一名铣工学徒成长为特

级技师，取得 20 余项国家专利，完成技术创新 300
余项，累计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8000 余万元。

“既然选择了这行，就必须干好”

1989 年，董礼涛进入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

厂有限责任公司二车间，成为一名铣工学徒，每

天在机床上用铣刀加工零件。

“刚上班那会儿，我经常手忙脚乱。铁屑有时

会溅到皮肤上，一烫一个泡。工件的飞边、毛刺多

次扎破手指，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我以为是自

己的工种不好，可身边的老师傅谁也没像我这般

狼狈，还是技不如人。”董礼涛回忆。

董礼涛看着师傅们用粗糙的双手，打磨出闪

着亮光的精美零件，羡慕之情油然而生。董礼涛

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这行，就必须干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董礼涛的加工技艺越

来越娴熟，成功将手工铣削零件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内，达到

行业顶尖水平。

时间见证一切。爱琢磨的董礼涛提出了一些独特的铣工加

工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因此成为车间“新秀”。

27 岁，董礼涛成为公司最年轻的高级技师。

“我们用事实说话，要相信自己”

“我们干的活，绝对不能出错。”董礼涛说，他们加工所用材

料通常价值百万元，加工的零件用于组装许多大型汽轮机。

在董礼涛操作的机床旁，有一个“百宝箱”。这是他利用边角料

打造的一套工具，它在加工形状不规则的零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传统汽轮机相比，燃气轮机零件的形状和结构更复杂。

“我们首先要把零件固定在机床上，才能进行铣削。但很多不规

则的零件很难被固定在机床上，这增加了后续加工的难度。”董

礼涛说，“我希望设计一套工具，用于加工不同形状、结构的零

件。”

经过一次次分析和试验，董礼涛用废弃的铁料打造出一套

工具。“工作人员利用这套工具可以完成 90豫以上的零件铣削

任务。”董礼涛说。

有时，董礼涛会突然接到非常紧急的任务，根本来不及做

准备工作。在他的“百宝箱”里，藏着一根用两根手指就能压弯

的“绣花针”。“这根 7 毛钱的‘针’曾帮我干了一个急活。”董礼

涛回忆。

两年前，公司研发重型燃气轮机时，需要在机匣上钻几十

个直径 1 毫米、深度 40 毫米的孔。“1 毫米的孔好钻，但 40 毫

米的深度要求难以达到。我们的钻头最长只有 35 毫米。”董礼

涛说，机组验收迫在眉睫，延期将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

董礼涛在“百宝箱”里翻找，一盒“绣花针”映入眼帘。“这像

针一样的钻头，长为 65 毫米，直径足够细，应该能成。”他说。

这一想法却遭到质疑：用针一样的钻头钻孔会不会断、钻

出来的孔能不能满足要求……“我们用事实说话，要相信自

己。”董礼涛说，当时他带领团队成员迅速进行切削参数实验，

以验证“绣花针”的可靠性。后来，他们用“绣花针”完成了加工

任务，大家叹服了。

2014 年，董礼涛参与国产首台燃压机组建设。此后 3 年，董礼

涛熬白了头发，换来任务的圆满完成以及 5 项发明专利的诞生。

“一个团队的提高，才是大提高”

在以董礼涛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笔者看到一摞 1 米多高的

笔记。它们是董礼涛积累了 10 多年的工作笔记。“我希望把这

些经验传下来，分享给更多的人。以后徒弟和同事们遇到类似

问题，可以参考借鉴。”董礼涛说。

这些笔记有 5000 多页，内容涉及刀具、夹具的选择及铣削

流程等，已经成为公司新员工重要的学习材料。

董礼涛常说：“一个人的创新是小项目，一个团队的创新才

是大项目。一个人的提高是小提高，一个团队的提高才是大提

高。”

2006 年，董礼涛组建了“铣工工作研讨小组”，专门研究铣

工加工技术，解决生产难题。2013 年，小组发展为“董礼涛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工作室带头人，董礼涛每年为工作室

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如今，董礼涛的很多徒弟成为公司技术骨

干，其中 26 人晋升技师、高级技师。

近年来，董礼涛带领工作室成员攻克了许多生产难题，完

成了多项创新任务，取得国家专利 10 余项，推广科技成果 245
项，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6000 余万元。

如今，年近六旬的董礼涛依旧觉得自己很年轻，他想把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用在零件加工上。“最近，我和工作室

的‘小伙伴’探索利用 3D 打印增材制造技术，打印结构复杂的

零件，为公司节约生产成本。”董礼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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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我们驾车行驶在辽阔的苏
北平原上，总能见到一排排优美整齐的
绿色杨树林。它们昂首挺胸，向天空伸出
自己的枝条，宛如土地向天空伸出的一
双双大手。它们的绿叶，连缀成这片广阔
平原上的绿色焦点。20 世纪 60 年代的苏
北平原却完全不是这样的。那时的苏北
平原，总是尘土飞扬，黄沙漫天。环境恶
劣是人们对这片区域的第一印象。

短短 60 年间，苏北平原是如何从当
年的“荒野”转变为如今的绿洲的？这一
切的改变都源于一个人———“中国黑杨
之父”王明庥。

“植树节”出生的
林木专家

王明庥 1932 年 3 月 12 日出生于湖

北武汉。这一天，后来成了植树节。他的

这一生也确实与大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小，他便跟着身为生物老师的父亲在

大自然里探索，对土地和植物的热爱，也

许就在这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1954 年，王明庥从华中农业大学林

学系毕业。随后，他又远赴莫斯科森林工

程学院留学深造，继续攻读林木遗传育

种，并获得了博士学位。1961 年，学成归

国的王明庥开始在南京农业大学从事教

学和研究工作。

20 世纪60 年代，王明庥下放到苏

北的大丰、东台务农。在这里，他感受

到了当地“冬天风起，飞沙漫天；春天雨

后，碱花连片”的恶劣环境。王明庥也因

此萌生了要在这里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

境的念头。

不过，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里

快速生长的植物并不多，想要成林就更

不容易了。王明庥可以选择的对象并不

多。他首先想到的是杨树。杨树的生命力

顽强，耐寒又耐干，而且生长速度非常

快，可以在很短时间成林，便于抵挡冬季

的风沙，是建设防护林的常用树种。

可问题是，杨树是典型的北方树种，

南方只是偶有种植，很难成林。苏北这片

土地上栽种杨树———没人尝试过，也没

人知道能否成功。不过，这并不能难倒王

明庥。作为一名深耕林业研究的科技工

作者，他坚信自己一定能成为第一个在

南方种杨成林的人。

为此，王明庥多次拜访了林业界的

老前辈，不断分析过往成功与失败的经

验。同时，他也大胆地运用了当时在国内

尚属起步阶段的森林遗传学和林木改良

方法，开始杨树良种的选育和研究。

但林木的育种并不容易。正所谓“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虽然杨树已经是优

秀的速生树种，但其培育周期依然十分

漫长。品种选育犹如大浪淘沙，要经过

10 多年甚至 20 年，才能在几千棵种苗

里选育出一个优良品种。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王明庥就

率领着课题组对国内优质杨树种质进行

收集、分析和研究。1972 年，林业部从国

外引进了一批南方型黑杨派无性系插穗

的 10个品种，王明庥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类

型的黑杨，很有可能适合在苏北平原生长。

在他的率领下，杨树课题组开始对

这些引种的插穗进行了一系列的种质培

育、栽培方式改良、引种试验等。两年过

去，这些插穗居然真的成功在当地的土壤

上生长起来了，经过专家们的一致审定，

认为这种杨树是“中国长得最快的树”。

身体力行作推广
荒地变林场

“要想富，先种树”，在如今的苏北农

村，人人都对这句顺口溜十分赞同。但是

在王明庥引种杨树之初，却并非如此。由

于当地环境恶劣，最初农民并不愿意冒

着风险种杨树。王明庥便用科研经费买

树苗，亲自送到农民家里，请农民种树、

教农民种树。他还会和基层技术人员一

起在每年的育苗、造林关键期，亲自来到

田间地头，为农民做生产栽培的辅导。他

的鞋底沾满了黄土，而身后却延伸出一

片片绿意。

经过王明庥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科

普、劝说，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杨树。经

过多年的绿化，到 20 世纪 80 年代，苏北

平原已然绿意盎然。2000 年前后，杨树

更是绿遍苏北大地，光是在 4 万平方的

淮北平原上，就栽培了 2 亿多株杨树。江苏

全省的杨树栽培面积更是达到了 1400 亩。

这一次大规模的杨树引种，在整个

中国林木引种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不

仅范围广、产量高，而且还彻底改变了当

地的农林业经济格局。如今，江苏省每年

的杨树原木产量可以达到 200 万立方米

左右。而随着杨树的推广种植，整个江苏

省的全省森林覆盖率也从改革开放前的

不到 4%提升到了 2010 年的 20.64%。

林业资源的飞速增长，也带动了整

个苏北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林业为

基础，当地发展起了一条全新的绿色发

展之路。大大小小的木材加工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林业资源的规模化

经营，成为当地新兴的支柱产业。

杨树林不仅为当地人带来了新的收

入来源，更彻底改变了当地环境。杨树林

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防风固

沙、降低噪音等一系列的生态效应，让苏

北平原逐渐成了如今的我们所见的这幅

丰饶模样。

扩大种质资源
更好地“掌握明天”

王明庥将杨树引进苏北，不仅为当

地人带来了片片绿意与生机，更带来一

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多年来，他和他的

科研团队根据杨树育种目标和亲本特

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交的育种策略，共

选育出美洲黑杨新品种 14 个。在成功为

长江以南引进杨树良种后，王明庥并未

止步，他还希望能改良更多林木资源，为

整个中国林业带来新可能。“谁占有种质

资源 ，谁就能掌握明天。”王明庥始终认

为，良种是农业生产链条的第一环节，可

振兴一方经济，致富一方农民。

1998 年，王明庥又继续带领团队主

持建立了亚洲面积最大、无性系最多的

美洲黑杨种质资源库。不仅如此，他还带

领着课题组积极开展杨树基因组研究以

及抗病育种分子生物学研究，构建起了

国内密度最高的杨树遗传图谱，带领着

中国杨树种质培育迈入了分子育种的新

阶段。

常年深入栽培一线，王明庥还和农

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在年过七

旬时，王明庥还亲自针对苏北杨树种植

的实际情况，为农民量身定制写了一本

通俗易懂的《南方型杨树栽培技术》，将

多年来研究的心得化为老百姓看得懂的

通俗读物，涵盖了杨树品种、繁育方法、

栽培技术、场景病虫害防治以及杨树木

材加工等杨树种植、利用过程中最关键

的五大环节。

如今，苏北平原上那一排排成林的

杨树，在更南的南方，那些绿叶葱茏的杨

树林，已经成了这位林木遗传育种学家

的活的纪念碑。

科协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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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 庥
在实验 室
开展科 学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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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检修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提

升的机会，能利用自己所学解决问题就

是我的工作价值。”10 月 10 日，山西大

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维护部

电气班班长杨泰在采访中对 《科学导

报》记者说。

他对工作“情有独钟”，被同事称为

“电气工匠”；他年龄不大，却带领班组

屡次在技能大赛中斩获奖项；他勤于思

考、善于总结，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参与

多项发明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从职场新手到技能高手，再到劳动

模范，杨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攻克

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他把全部的精力和

心血献给了他热爱的热电事业。他先后

荣获“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大唐

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能手”“临汾市劳动

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邵姐，线接好了，可以开始测量

了。”杨泰比划了一个手势说道。6kV 检

修现场，整个段 30 多台高压开关整齐

地放在胶皮上，试验仪器旁，专责工邵

威正忙碌地调整着开关特性的试验参

数。“开关不动作，再看看线接得是否有

问题，同样的情形已经出现过好多次

了，每次都是线有松动导致的。”邵威

说。

一旁监护的杨泰仔细检查着，“想

个办法，怎么才能避免每次接线的问

题，开关插头平时插在开关柜里接触就

很好，能不能自己做个插头代替接线？”

工作人员在杨泰的引导下，着手设计制

作了一套辅助试验的设备，在方便接线

的同时加入了自动储能、指示、自动解

锁的功能。问题总算解决了一半，但在

接下来实际使用的过程中，装置无法正

常解锁，经过讨论后，杨泰当即去查阅

厂家资料，找到合适的点位，成功解决

了问题，在之后 6kV 检修试验中，试验

的速度和准确性大幅提升，再没有出现

接错线的情况。

工作中的杨泰勇于担当、敢想敢

干，事事冲在前。一次，发电机大修套管

密封垫圈更换后需要做电位外移试验，

当时处于疫情管控期，西北院试验人员

无法来厂，延期试验又将影响机组启

动。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自主开展了

发电机电位外移试验。

杨泰对工作严谨的态度为公司挽

回了不少损失。他顺利完成两次发电机

内部检查，发现并消除 2 号发电机 B 相

出线接头固定夹板松动等 5 条重大缺

陷；2 号机组检修期间，他合理安排工

序，积极推进电气试验，及时对比历史

数据，发现 4 项重点问题并及时进行处

置；针对检修解体时发现的 2A 一次风

机电机转子铁芯硅钢片损坏严重的隐

患，他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开会制定方

案、消除隐患，保障了设备安全。

作为公司内部专家，杨泰结合岗位

工作需要，从生产现场问题出发，把自

己的所学应用到解决问题中，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并逐渐成长为大唐山西公司

首届 A 级技能专家、电力行业优秀青年

工程师，为企业安全生产、经济运行贡

献了力量；作为发明人之一，拥有“一种

离相封闭母线微正压系统”等 8 项实用

新型专利；牵头攻关多项技术改进，“空

冷风机电机改造为开关磁阻电机成果”

荣获电力企业设备管理创新优秀成果

（二星）奖，“20kV 离相封闭母线微正压

系统”荣获电力企业设备管理智能化技

术创新成果（三星）奖。

在日常工作中，杨泰坚持每日班前

班后将工作中发现的缺陷及处理方法

进行经验分享及探讨，将工作中的疑点

难点进行提问解答，利用碎片时间进行

培训小课堂，学习公司相关制度规范同

时为大家答疑解惑。他在班组内深入开

展“导师带徒”“传帮带”的培训模式，在

工作中的人员安排上也充分考虑到新

老搭配，给青年员工创造更多的实际操

作机会，让熟练工利用自身的技术和经

验优势，帮助青年一代员工更快成长。

在他的带领下，班组多数成员已经成长

为电气专业的中流砥柱。

时间镌刻不朽，奋斗成就永恒。杨

泰在平凡的岗位上，用 14 年的芳华践

行着履职尽责的庄严承诺，用真诚和奉

献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

■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杨泰对空冷
变频器开关进
行红外测温
姻 受访者供图

杨泰：敢于亮剑的“电气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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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庥：一树一种系一生

董礼涛（左）在指导汽轮机组核心部件加工 姻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