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很“酷”的竞争

堪称“神州能源大动脉”的西气东输工程，
自    年一线开工以来，迄今已经历四线建
设。四线首段工程今年国庆节前夕投产，将来
自中亚和我国塔里木地区的天然气源源不断输
送到包括上海在内的东部地区，推动沿线产业
转型升级，为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漫长的建设过程中，全球燃气装备制造巨
头都来“华山论剑”，上海飞奥公司也不例外。
“能和美欧国际能源装备巨头打擂台，想想就很
酷！”陆鸣伟回忆自己参与西气东输建设的经历
十分感慨，“当年跟随项目经理参与投标西气东
输一线，单单招标方端出的标准、规范、要求等
文本，就吓退了不少竞标者。”

竞标的第一个拦路虎，是如何消化招标方
提出的标准和规范。面对超过   份技术文
件、    多页的材料，堆起来比一个人还高，当
时大家真有点“张口吃天，无从下嘴”的感觉。
后来全公司上下动员，还请来老专家当外援，从
标准转换到理解含义，花了大半年时间才过
关。包括陆鸣伟在内的几十个“小年轻”，也由
此成长为“专业达人”。

“吃透这些标准后，接下来是如何寻找合格
的材料供应伙伴，为生产阀门构建具有韧性的
供应链。”陆鸣伟说，西气东输采用管道运输方
式，途中穿越戈壁、荒漠、高原等地形地貌和多
种气候环境，需要通过间隔建设压气站，为天然
气过滤和增压，增压后的天然气才能通过输气
管道送达用户。技术难度之高，世界少有，团队
先后筛选了数百个供应商，足迹几乎遍布全
国。“那段时间，我们不是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
上，找技术对口的材料商真比找老婆还难，最终
只有几十家中选。”陆鸣伟举例说，比如燃气站
调压管道的制造材料，客户方要求能适应寒区
的极低温，并能抗一定级别的地震，团队整整摸
索了6个月，才确定了工艺方案与材料供应商，
战胜了强大的境外对手。

这样的竞争中，传统思维往往无法应对新
的挑战，但这些年轻人总能“剑走偏锋”。在管
路结构设计上，他们与客户技术代表有过激烈
争论，后者基于经验，习惯把阀门管路平面布
置，占地面积大，能耗更大，陆鸣伟团队从中国
太空舱里汲取灵感，提出紧凑的“空间模块组
合”方案，不仅把管路垂直布局，节省空间，同时
将一大堆传感器集成到管路里，变成一段段不
同的功能舱，实现设计突破。

一开始，客户代表对这种设计的可靠性与
稳定性不放心，不肯让步。有一次，大家围在一
起吃饭，有位青年设计师把大家的筷子收拢起
来作概念演示。“您瞧，几双筷子摊开了摆，用了
多大的地方，现在我们把筷子叠成一摞，这不小
多了吗？”他又拿来自己的酒杯，把筷子一股脑
装进去：“如果我们再把任务载荷整合到管道
里，这不就像‘套娃’一般精巧嘛！”捧腹大笑中，
大家达成了共识。后来，经过严格测试，新方案
一次过关，能耗比最初方案降低了  %。

十余年的产品交付进程中，青年技术工人没
有一刻停止创新。比如，在交付一个批次产品
中，常跟管路打交道的装配师袁有林发现，调压
工人在日常调节阀门时，总是用扳手“半圈半
圈”地拧动。“这个过程既费劲又难把控，我想起
小时候磨豆浆的石磨，上面一根推杆驱动磨子
圆周运动，既省力又快捷，于是尝试运用到阀门
上，推出了类似的工具，极大提升了精度，工人
们试用后纷纷点赞。”说起这段经历，袁有林眼里
放光。

二 从“菜鸟”到行家

陆鸣伟带领的技术团队有四五十人，平均
年龄  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的
本事不是天生就有，如今能独当一面，背后的
成长规律值得探寻。

    年获得“上海工匠”荣誉称号的陆鸣
伟始终忘不了    年刚入职的那一刻。“一进
来就跟着师傅参观车间，觉得‘压力山大’，很
多东西碰都不敢碰，那些五花八门的阀门根本
看不出名堂，只觉得它们的‘嘴巴’有大有小，
至于为什么，完全一头雾水。”

师傅潘良告诉他，当年英国领工业革命之
风，“撒手锏”是蒸汽机，这种机器的雏形最早
出现在荷兰与德国，英国人能修成正果，就靠
放气阀门和压力表两样法宝，解决了蒸汽机因
高温爆炸的难题，从此称雄世界。这段话，让

陆鸣伟对阀门刮目相看，也对自己的职业认知
有了很大改观。进厂后，年轻人都要先在生产
车间实习半年，把书本里看到的工作规范，变
成入脑入心的职业习惯。“有一次，师傅叫我去
检修调节阀，我一上手就去排气，却被师傅厉
声叫停，因为跳过了关闭前后阀门的程序，这
是有隐患的。”从那以后，陆鸣伟真正意识到高
级技工常说的“工艺就是法律”的分量。

之后陆鸣伟来到设计部门，十年间，他一
半时间在电脑上搞工业设计，一半时间在现场
与客户对接，就地解决问题。“普通人觉得图纸
能出来，产品就能出来，现实没那么简单。”陆
鸣伟仍记得自己的“处女作”经过怎样的修改：
    年，他为国内一家燃气调压站设计交通门
桥，这相当于站内“小路”，按理说技术含量不
高。方案出来后，到现场沟通，挑剔的客户直
接甩脸色：“小陆，你自己来试试，拎着十几斤
的东西过桥，吃得消吗？”这番话让陆鸣伟的自
尊心“很受伤”，但仔细一琢磨，才意识到平时
过门桥的维修工不会空着手，要携带大量检测
工具，自己原来的设计没考虑负重前行的需
求，上下楼梯过陡，桥面过窄，“那一刻，我感到
要补的东西很多。”

多年来，陆鸣伟和同事们在“做中学，学中

做”的反复中打磨出一个个叫得响的精品。袁
有林刚进公司时，只有初中学历，眼见遍布英
文的说明书、工装设备，一开始也很懵，怕拿不
下来。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特别注
意工作与生活里的细节，因为“只要发现需求，
革新就不远了”。一次袁有林协助客户安装设
备，发现管道工老是弯着腰、蹲着作业。“这么
难受的姿势，能撑多久？为什么不让他们轻松
点？”袁有林不只向设计师反馈情况，自己也开
动脑筋，最终的解决途径也很简单——优化需
要操作的设备管段，让它们由“躺着”变成“站
着”，一下子扩大了操作面。至今想来，这个
“不大不小的创新”仍令他回味无穷。

老家四川的袁有林很喜欢上海，最打动他
的，不光是漂亮的市容、琳琅满目的商品，更有
丰富的知识和领先的理念。在他印象里，外地
企业大多把优秀员工放在检测等重要工艺环
节，但上海的很多企业通过自动化乃至智能化
升级，把检测这样的环节安排给机器人去干，高
水平技工的价值则体现在如何为机器运转制定
逻辑、控制运行。换句话说，机器是技工延伸的
“手”，技工则是机器的“大脑”。去年，袁有林就
参与了燃气调压站的自动化检测工艺编写，他
把自己十余年的工作经验化为一条条代码，输

入电脑，成为检测程序的“行动纲领”。

三 生活点燃创意

“在很多人眼里，创新似乎很遥远，但很
多时候，只要你热爱生活，观察生活，就能成
为创新能手。”陆鸣伟说，年轻人的共同特点
是敢想敢干，尤其在海纳百川的上海，任何构
想都不会被轻易否定，而是在实践中寻求最
优解。

陆鸣伟爱看地方志一类的书，每当接到
工程，他脑海里往往就会跳出所在地的风土
人情。“接重庆项目时，我潜意识里马上代入
了山城环境，想到如何改进气站在山地环境
里的布局。接海南项目时，我第一时间想到
海洋气候所带来的‘三高（高温、高盐、高湿）
问题’，认为设计细节要更加考究。”

同事王耀生是个“仪器控”，许多常见的
小玩意都能引发他的“头脑风暴”。不久前，
他从血压计的原理中悟出燃气调压阀也需要
类似装置来检测设备的“健康值”。“只用半
年，我们与工艺、结构工程等专业同事就合作
出了成品，就像现代版的‘三个臭皮匠’。”

阀 门 领 域 流 行 一 句 西 谚 ：“      
              ”（在未经探察的水域航行），
意指创新往往带来风险。著名的佘山深坑酒
店坐落于地下  米，所需燃气则来自地面。
“众所周知，天然气密度比空气低，一般情况
下，‘从下往上’输气容易，变成‘从上到下’，
难度就呈几何级上升。”当时，承接任务的陆
鸣伟团队集思广益，王耀生和另一位同事杨
月山提出了智能燃气调压站概念。“解题的题
眼，就选在深坑酒店的水下厨房里。”王耀生
回忆，酒店客房在接近地面的位置，厨房则在
坑底景观水下，产生了不同的压差，越接近地
面，压力越大。“我们运用气体的物理特性，厨
房用气时，智能调压站就自动加压输气，不用
时自动减压，消除泄漏隐患。”这也是亚洲首
例负海拔智能供气的技术先例，引起海内外
同行的浓厚兴趣，如今这项技术已被香港中
华煤气公司引进。“今后，香港同胞也会品味
到‘上海创意’的味道！”王耀生说。

正是在工作与生活的交互碰撞中，陆鸣伟
团队不断攀登创新的高峰。迄今为止，这个班
组已为国内五大燃气集团提供了调压阀门，倡
导主编了燃气调压类国家标准，为中国出口伊
拉克燃气电厂提供配套，向印度国家天然气公
司出口计量站等高端产品。“飞奥”常规班组已
成为燃气设备领域的一张“名片”。

四“不死鸟”是凤凰

飞奥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朱绍光回忆，
当年他参观德国一家老牌阀门企业时，在总部
产品陈列室里看到一尊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
“人物”头戴工作帽，眼睛似乎赞许地注视着四
周陈列的产品，陪同的德国老板笑称：“这是公
司最宝贵的财富——青年技工的形象。”

这令朱绍光非常震撼。联想到自身的发
展，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重视青年技术人
才，给予其展示才华的机会，是企业发展的重
要条件。“早在  年前，我们就为企业精神提
炼出两句口号，‘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年
轻人永远值得信赖’。”

为了让青年人才茁壮成长，企业一方面
组织多种形式的境内外培训，提高他们的政
治觉悟和业务技能；另一方面注重结合型号
研究，加强青年人才的实岗锻炼，让优秀青年
参与新产品研制，使他们随着型号研制同步
成熟。青年人才不断脱颖而出，也推动企业
在经营管理、产品开发等方面表现优异。从
新世纪上海全面淘汰笨重落后的雷诺式调压
器，到服务国家西气东输战略，参与国际竞
争，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上擦亮“上海制
造”与“上海工匠”的名片，无不体现出青年所
焕发出的勃勃生气与担当精神。

以过去五年为例，企业的  项重大技术
创新中，  %都是  岁以下青年技术骨干完
成的。“青年技术人才是当代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颜值担当’之一。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产
品都可描述为‘洋溢着青春的阀门’。”朱绍光
认为，即便在数字经济时代，仍需要保留一些
传统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人和机器的协作
过程中，我们要明白彼此到底擅长什么？算
法可以提供辅助，但创新的源头来自于人的
学习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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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在上海飞奥公司，调压产品线班组负责人陆
鸣伟在放松片刻时会刷刷新闻，每当看到天然气
管线建设的视频，他的脸上常会冒出一丝兴奋，
因为他在画面里找到了自己的产品。“瞧，这个站
的核心机是我们做的。”他指着承担今年上海用
气重任的西气东输接收站——白鹤站的照片说，
“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都围绕着国家管网的重
大建设工程展开。”

2024年《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显示，我
国天然气用户已达5.6亿人，全国天然气管道长
达12.4万公里（截至    年底）。预计今年度冬
期间，管网日冲峰能力将达11.1亿立方米，较去
冬提升1.1亿立方米。不过，中国人用气的“底
气”越来越足。以上海为例，今冬，700多万户居
民的燃气灶里将迎来国内外不同方向的“蓝金”
（天然气的昵称），供应充足。

那些为“蓝金”制造铺设输送管网的大军里，
就有陆鸣伟和他的同事。这群年轻人创新研制
的调压阀门虽不显眼，却遍布管道沿线，守护着
从北国雪原到江南水乡的千家万户安享洁净能
源。他们的故事，就像汩汩而出的天然气，温暖
而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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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气东输工程在上海的重要接收节点白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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