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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琳 王金凤 本报记者 董盈

位于牡丹江市的华电能源牡二
电厂，有着一个 30 余人的创新群
体。过去10年间，牡二电厂200余项
科技创新成果均出自这个群体——
金振宇劳模创新工作室。

前不久，金振宇劳模创新工作
室再次在电力行业创新领域大放异
彩，其《脱硫氧化风机轴承防尘盖密
封改造》等 4 项成果获中国电力市
场协会 2024 年火电运维检修“五
小”创新成果一等奖，另有两项成果
分获二、三等奖，并成功斩获中国电
力技术市场协会四星电力行业创效
工作室殊荣。

金振宇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创新
秘诀是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
近日走进牡二电厂一探究竟。

“想成为金振宇劳模创新工作
室的一员，首先要具备创新意识，要
有创新成果。”牡二电厂工会办副主
任徐明哲负责工作室的日常工作，
说到进入工作室的“最低门槛”，他
的话语侧面道出工作室的创新秘诀
之一——人才。

成立于 2014 年，金振宇劳模创
新工作室可谓电厂精英云集，汇聚
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振
宇，华电集团劳动模范徐海波、曹
军、戈祥忱，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刘
东、张传忠等 30 余位电厂先优模
范，个个都是创新创效的好手。

今年 26 岁的热工检修车间机
控班专责组长田昊就是在工作室

“老师傅”们的感染下，慢慢走上创
新之路的。

2021 年 大 学 毕 业 进 厂 工 作 ，
2022 年加入工作室，田昊是工作室
最年轻的一员。别看进厂时间不
长，田昊已经在中国职工技术协会
等多个领域评比中屡获佳绩。不久
前，他撰写的《研制烟尘分析系统吹
扫电动阀控制电路》的 QC 成果获
得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创新技术
成果二等奖。

“跟着工作室的‘老师傅’们学
习，他们身上那股‘较真’劲深深影
响着我，也让我对创新和创新的过
程有了更深彻的理解。在电厂中，
不是只有从有到无才是创新，其实
很多时候细微的改进也是创新，就像
一些协会的评委老师说的那样，‘你
今天做得比昨天好，这就是创新’。
进入工作室后，我慢慢理解这句
话。平常不起眼的设备，逐步去了
解它的性能和构造，一点点去改造
提升，逐渐让设备状态更佳，这也叫
创新。”田昊说。

正如田昊所说，电厂中的创新
工作，技术改造占很大的比例，许多
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
建议同样能换来大突破，为电厂发
展注入新活力。

时间回到 2023年 7号机组大修
攻坚战的时候。牡二电厂 7 号机组
1997年投产，2008年通流改造至今，
已服役近 30 年，逼近报废年限。
2023 年，本体班班长徐文全带领班
员们投入 7号机组大修攻坚战。

开 工 不 久 ，一 道 难 题 横 亘 在
前。在对所有承压部件进行无损
检测时，发现汽机低压隔板裂纹多
达 200 余处，转子末级和次末级也
出现裂纹，更棘手的是，次末级叶
片因被末级叶片后的隔板遮挡，无
法检查，只能在大小修时跟踪，这
一突发状况让众人忧心忡忡。一
筹莫展之际，工作室专业骨干立刻
组织汽机本体人员，针对此项难题
开展“头脑风暴”、集思广益，反复
探讨、试验，最终在短时间内发明
了不揭缸检查低压缸次末级叶片
的新方法——导管和窥镜检查工
作法。此工作法不仅节省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让老机组焕发出新
的活力，每年还能为企业节约 10 余
万元的检修经费。

在金振宇劳模创新工作室，这
样创新破题的故事不胜枚举。

金振宇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创新
还得益于电厂的创新机制。徐明哲
介绍说，牡二电厂早在多年前便设
立了创新基金，用于鼓励支持员工
创新。例如，用于支持员工外出学
习交流，建设劳模创新工作室软硬
件，支付员工申报专利、“五小”成果
等的费用。资金由华电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每年根据厂职工人数和创新
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拨付，同时创新
基金的使用情况也是上级公司对电
厂年底的考核项目之一，目的就是
鼓励员工开展小改小革，进行创新。

此外，为了解决一些职工动手
能力强但不善于总结挖掘的问题，
牡二电厂探索“新老搭配”的创新方
式，让会干活的师傅与善表达的大
学生搭配，更好让创新成果申报、推
广和落地。2023 年，牡二电厂有 3
项创新成果被推广应用到华电能源
旗下其他的电厂。

走过 10 载，金振宇劳模创新工
作室在创新创效这条路上一路高歌
猛进，已有科技创新成果多达 200
余项，QC 成果突破 100 项，发明专
利 30 余项，“五小”成果 50 余项，各
级奖项收入囊中 100 余项，累计为
企业节省资金 1000余万元。

电厂有群“发明家”

本报讯（朱丽杰 记者刘楠 李民
峰）大庆油田“特种部队”为油井“疑
难杂症”开良方、施良策，截至 11月
7日，井下作业分公司累计完成疑难
井修井 313 口，提前 50 天完成全年
300口疑难井治理任务，治理成功率
由 77.5%提升至 92.9%，完成率和治
理率均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井下作业分公司致
力于解决油田疑难井攻关治理需
求，组建了一支超过 30 人的修井专
家团队以及 15 支专项攻关试验队，
重点攻关高效打通道、吐砂吐岩井
治理、水平井整形等疑难井，实现了

“一井一策”。
修井专家团队不仅参与编制修

井技术攻关方案和工作规划，组织
现场方案制订，还通过驻井和数智
平台等方式实时进行技术指导，为
疑难井修复提供了从开工到完工的
全流程技术服务保障。施工结束
后，还对每口试验井进行总结分析，
形成典型案例库，至目前已搜集整
理案例 200 口井以上，有效指导近

50口类型井的成功治理。
为提升治理成功率，井下作业

分公司加大对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
的攻关力度，开展了多项专项技术
研究。针对高钢级套损井修复过程
中遇到的磨铣困难、效率低下等问
题，他们编制个性化方案，减少无效
工序，攻关形成了弯曲井段磨铣、局
部扩磨和高效锻铣 3 种打通道技
术，设计加工了 8 类、23 种高效工
具。目前，这些技术已应用 80 口
井 ，治 理 成 功 率 由 52.6% 提 升 至
76.5%。

面对近年来水平井修井数量增
加的挑战，该分公司集中力量解决
水平井连续油管卡阻问题，攻关形
成了两项井口预处理技术，能够将
连续油管顺利回接至井口，目前已
应用 3口井，工艺成功率达 100%；攻
关形成了管外切割、小直径燃爆内
切割、连续油管环空套铣及管柱上
顶预判与控制 4 项技术，设计制造
了专用的连续油管打捞配套工具，
实现了技术上的历史性突破。

大庆油田提前完成疑难井治理

本报讯（周立军 记者姜斌 刘
畅）连日来，北大荒集团各农场为
秋收收获作业的农机清洗入库，并
采用二维码识别入库档案等方式，
进一步提升农机装备的标准化管
理水平，确保它们以最佳状态备战
明年的农业生产。

北大荒农业股份二九〇分公
司农业生产部农机负责人张武介
绍说：“我们在农机清洗、入库、保
养、存放等方面，有严格的操作程
序要求和标准的规章制度管理方
案，为每台机车建立了二维码识别
入库档案，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机
车上的二维码，就显示出详细记录
的车主姓名、入库时间、保养日期、
出库时间、保养方式等信息，为更
好地保障机车性能和安全提供了
方便快捷的服务。”

二九〇分公司大桦树管理区

农机负责人黄海说：“我们始终按
照‘养重于修，防重于治，养修结合’
的原则，要求所有入库农机必须清
洗流程上标准、入库管理强规范、
保养维修全到位，确保每台机车不

‘带病’入库，随时可启动、可运转、
可工作。同时，组织农机管理监督
员全程监督检查农机入库过程，保
证清洗程序不糊弄、保养部位不遗
漏、入库登记无偏差。”

北大荒农业股份友谊分公司
各管理区严格按照农机部门的要
求，严格遵循“全、齐、净、垫、涂、
松、卸、封、美、好”的十字方针，对
机械设备进行统一清洗、维修和保
养。

北大荒集团二龙山农场有限
公司也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
对农机具进行全面清理、检修、保
养，高标准做好入场入库工作。

北大荒集团秋收农机扫码入库

（上接第一版）“很多佳木斯人在北海
定居，来到这里感觉很亲切。”抚远市副市
长孟欣说：“北海和佳木斯有旅游资源的
互补性，可实现旅游资源的深度对接和相
关土特产品的相互补充。下一步，两地将
在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等方面进行联动，
再续龙桂‘冰雪奇缘’。”

12日，载着 1万瓶抚远蔓越莓啤酒的
车辆，穿越叠嶂山峦、参天古木，顺利运抵
此次浪“蔓”之旅的最后一站——“世界瑶
都”广西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抚远赫
哲族在这里与金秀瑶族邂逅，南北牵手，
开启了一场民族融合的大联欢，抚远与金
秀互换非遗手工纪念品鱼皮画与黄泥鼓，
非遗与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这
份来自北方的甘甜与醇厚，好喝！”“感情
都在酒里了，今冬必须去趟黑龙江！”……
蔓越莓啤酒发放现场，瑶哥瑶妹们迫不及
待地分享自己的喜悦心情。

这场以抚远蔓越莓为媒的黑龙江与广
西文旅互动活动，引得全国网友持续关注。
有关话题一次次霸榜热搜，成为今年入冬以
来，全国首个“现象级”文旅营销事件。

以“莓”架桥携手同心促合作

抚远市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两个 4A
级景区（黑瞎子岛旅游区、探秘野熊园），6
个 3A级景区（华夏东极旅游区、鱼博馆、
滨江公园、华夏东极国家森林公园、海东
青景区、乌苏镇赫哲旅游景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两处（三江自然保护区、黑瞎子

岛自然保护区）；乌苏镇抓吉赫哲族村获
评中国赫哲民间文化传承基地、国家级乡
村旅游示范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黑瞎
子岛镇南岗赫哲族村获评省级乡村旅游
示范点。抚远市被授予“全国避暑旅游目
的地”“全国最佳边境旅游试验区”、全国
首批“乡村振兴传播基地”、全省首批“省
级文化和旅游标准化试点城市”。

尤其是围绕蔓越莓打造了特色旅游
线路，让游客深入了解蔓越莓生产、采摘
过程，沉浸式感受抚远独特的农业与工业
文化魅力。通过此次蔓越莓啤酒送广西
系列活动，为龙桂两地的企业间建立起合
作交流的平台，两地的旅游合作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深化，实现了双向互动、合作共
赢的良好局面。

活动中，很多广西游客对黑龙江有了
更深的了解和关注。经线上线下联动，很
多广西游客表示，对东极抚远的边境风光、
特色美食以及独特的赫哲文化产生了浓厚
兴趣，有些旅客已经将抚远列入自己的旅
游目的地。孟欣说：“这次系列活动让广西
的朋友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佳木斯抚远的文
化和旅游资源。为 2025年第七届黑龙江
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积蓄热度。”

同时，抚远市民通过网上观看活动也
对广西的旅游资源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为
两地之间的游客互送、客源互动奠定了良
好基础。在此基础上，抚远市与广西达成
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签订了广西蔓越
莓啤酒独家代理权和佳木斯地区老友粉

的独家代理权，为两地旅游资源的整合与
协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展望未来，抚远市还将积极与广西旅
游企业开展深度对接，共同推出一系列两
地联游的旅游产品，如“抚远—桂林山水
风情之旅”“南宁—抚远边境探秘游”等，
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游客提供更
加丰富多样的旅游选择，有力推动区域旅
游协同发展迈向新高度。

以“莓”为介南来北往寄深情

时间回溯到一年前，黑龙江与广西的
“温馨互动”从 2023年冰雪季开始。11名
到黑龙江游学的广西小朋友收获了龙江人
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呵护。为了感谢龙江
老铁对这些“小砂糖橘”的关照，广西给黑
龙江送来了 11车砂糖橘和沃柑。而作为
回礼，抚远市第一时间带着10万盒蔓越莓
鲜果，跨越山海送往南宁，向广西朋友发出
旅游邀请。黑龙江日报专门派出报道团队
赴广西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与广西日报成
功携手掀起两省互动的传播热潮。一场黑
龙江“蔓越莓”和广西“砂糖橘”的文旅互动
活动，造就了一段南北两地的友好佳话。

上一季的冰雪旅游热潮随着天气转
暖而退去，如何发挥蔓越莓爆火的优势，
让抚远旅游、蔓越莓、鱼产品等更好地走
向全国，持续保持热度，让更多投资者、旅
游者走进抚远？抚远蔓越莓啤酒送广西
的计划应运而生，促成了“南橘北莓”的再
次双向奔赴。

从华夏东极到南疆绿城，既可以迎接
祖国的第一缕阳光，又可以欣赏良庆大桥
的落日晚霞；既可以感受“来抚远东游，找
福气源头”的宁静闲适，又可以享受“一山
清秀一城绿，一水相思一豆红”的自然风
光；既可以品尝乌苏里江畔全鱼宴的极致
鲜美，又可以嗦寻邕水江边老友粉的难忘
滋味；既可以畅游异域风情的黑乌两江，
又可以漫步邕城古韵的三街两巷；既可以
领略三江平原稻花滚滚的沃野千里，又可
以观赏伊岭岩溶洞如梦如幻的仙境美景。

佳木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李
遥说：“这次我们带来了很多蔓越莓产品，
同时还带来了佳木斯其它特产，比如桦南
的紫苏、富锦的大豆等等，把我们去年结
下来的深厚友谊再巩固和加深。”

11日下午，1.7万瓶蔓越莓啤酒在北海
免费派发，桂龙两地“南橘北莓”的情缘在
这座滨海旅游名城甜蜜上演。除品鉴蔓越
莓啤酒外，活动现场还有蔓越莓鲜果、果
干、蜂蜜等产品，赫哲烤鱼、鱼饼、蔓越莓挂
浆等黑龙江美食，更让广西老友大饱口福。

在南来北往中讲好广西故事、小砂糖
橘故事，讲好龙江故事、蔓越莓故事，引起
了广泛的关注，形成了较高的热度。佳木
斯市委常委、抚远市委书记何大海说：“这
次活动是地方与媒体深化合作的一个典
型范例，从先期的创意策划到后期的落地
执行，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广西日报传
媒集团等媒体全程助力，发挥了重要的舆
论引领作用。”

广西“小砂糖橘”和抚远蔓越莓再续前缘

□本报记者 赵一诺

半个多世纪以来，哈工大与中国航天始
终携手共进。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嫦娥”探月；
从老一辈航天校友建立卓越功勋到今天风华
正茂的学子积极投身航天事业；从航空工程
系正式组建到中国高校第一个航天学院建
立；从教师研发的“试验一号”卫星遨游太空
到“微纳双星”发射成功……一代代哈工大人
心怀强国梦航天梦执著前行。

早在建校之初，哈工大就是以“工业”立
校，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以工程师摇篮
而享誉全国。

1965年，我国组建卫星设计院，钱学森任
院长，来自哈工大的孙家栋成为东方红一号
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上世纪 80年代，面对我国航天事业急需

专业人才的现状，作为当时航天部唯一一所
重点大学，哈工大主动承担航天人才培养与
技术工程重大攻关任务，于 1987 年 6 月组建
我国第一个以培养高级航天专门人才、从事
航天高技术研究为主的学院——航天学院。
从此，哈工大与中国航天的关系更加密切。

1995 年，哈工大汇聚了一批来自飞行器
设计、力学、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自动控
制等多个领域的尖端人才，着手开展小卫星
研制。

2004 年 4 月 19 日，哈工大自主研发的第
一颗卫星“试验一号”首次进入哈尔滨上空的
卫星轨道，与哈工大卫星地面站进行了 12分
钟的数据传送。

2008 年，中国航天事业实现了航天员的
太空漫步，树立了又一座新的里程碑。翟志
刚进行太空行走时，他手腕上的“反光镜”吸
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是航天员出舱用的反
光镜体，用来观察面窗视野之外的物体，对于
航天员出舱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这项技术
难度极大的项目，就出自哈工大。

为神舟签发“通行证”，解决神舟飞船返
回舱的焊接难题，为神舟安装“大脑”，打造神
舟飞船诊断系统、宇航服系统、海上应急浮囊
系统、载人飞船座椅支撑系统，开展太阳帆板
堵转研究、空间生命科学与航天医学研究，研
发地面失重训练用模拟失重训练水槽……

在我国载人航天历史上，从神舟一号到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研制过程中，哈工大
均参与了相关工作，已经有数百项科研成果
应用到航天领域中。

瞄准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哈工大始终以超前布局统领基础科研与
应用研究，深入发掘科教资源，不断建设国家
级创新平台，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打造形
成新增长极。今年 2 月 27 日，我国航天领域
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空间
环境地面模拟装置”正式通过验收，成为哈工
大向“新”发力、打造国之重器、服务强国建设
的典型例证。

参与探月、探火，助力天宫、北斗、华龙一
号；继工程学后，材料科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
前万分之一；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科
学中心获批，2 个团队入选国家创新研究群
体；11项原创性成果登上《自然》《科学》等顶
级学术期刊；一批教师获中国青年科技奖、青
年女科学家奖、科学探索奖……

自 20世纪 90年代起，哈工大在国内较早
开展小卫星技术研究，如今已有 20多年的理
论基础和工程实践，形成了诸多核心技术，并
将其转化成科技产品，助力相关企业在龙江
孕育成长。作为成果转化的结晶——哈尔滨
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已是一颗“行业新
星”，带动了卫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
展，在推进航天高技术成果落地转化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龙江三号”通信试验卫星发射成功，“天
都二号”探月卫星发射成功，“微纳双星”发射
成功……好消息一个个传来，有着“中国航天
第一校”之称的哈工大已经成功发射 20余颗
卫星。

今年 5 月 8 日，由哈工大牵头，联合百余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商业航天产业技术联
盟，将进一步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
技突破生力军的作用，全力打造商业航天产
业集群，加速推动航天产业发展。

图①：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
图②：神舟号飞船正准备进入地面空间环

境模拟器做实验。
图③：2004 年 4 月，哈工大牵头自主研制

的“试验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图④：1987年6月，哈工大成立航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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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弹一星”到“嫦娥工程”

哈工大与国家航天事业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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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黑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