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 5 月 1 日，程亚娟在后厨为客人
核对点菜单。

最近，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爱心面
馆”火遍全城。这家位于沈阳市鲁迅公园劳
务市场附近的小店，门口的告示格外显眼，
上面写着：“免费吃饭：如果你在沈阳遇到困
难，可以告诉本店人员，来份‘单人套餐’，吃
完直接走就行，不用客气……”

经营这家面馆的就是 51 岁的程亚
娟。22年前，陕西省岐山县人程亚娟随丈
夫来到沈阳开了这家面馆。这里外来务工
人员很多，这个群体生活的不易和出门在
外的无助，让从农村走出来的程亚娟感同
身受。22年间，她的小店共为人们提供了
6000多碗免费的“爱心面”。不久前，程亚
娟荣登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

三餐烟火里，程亚娟的面馆成为爱的
驿站。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成为传递温
暖的“爱心面”，从舌尖涌向心窝，温暖了整
个城市。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与钢琴“对话”
本报记者 刘旭

“咚咚咚……”钢琴声在偌大的厂房里回响，张永庆的一

只手在钢琴键盘上快速敲击，另一只手不停地调整琴弦，他正

在进行钢琴出厂前的音准检查。

张永庆是辽宁省营口市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的一名钢

琴调律师。一架钢琴有 88个琴键、200多根琴弦，随着温度和

湿度变化，零部件之间的配合会产生种种细微变化，从而影响

钢琴的机械状态和音准，而调律师的作用便是消弭这些误差，

让钢琴能够稳定“发声”。

1990 年从技校乐器制造专业毕业后，张永庆就来到当时

的东北钢琴厂（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前身）从事钢琴调律工

作，一干就是 30多年。经他调律的钢琴，不但音律准确、音准

稳定，而且和弦优美动听。

很多新手在调律时，都会选择用音叉来进行辅助。敲击

特制的音叉，声音振动的频率是 440赫兹，调律师需要仔细辨

别音叉和琴键声音振动的差别。而张永庆不需要借助任何工

具，就可以把调律做到精准，用同事的话说，“他的耳朵就是

440赫兹。”

此外，张永庆还练就了分辨音准误差的绝活。

他对音准误差的耳听分辨率能稳定地达到 0.1音分以内，

而通常，钢琴校音器能够达到的检测精度是 0.1音分，合格调

律师的检测精度能控制在 1音分以内就已经很难得。张永庆

分辨音准的能力一直是车间里的标杆。

尽管钢琴调律师的工作单调而枯燥，但对张永庆来说，每

一次调试都像是一场与钢琴的对话，他对这种与钢琴间的“交

流”乐此不疲。声音高低，手感轻重，应该拧哪个螺丝，应该调

哪个部件，他都能做到精准把握。

“我希望能把钢琴调律这项技艺传给更多人，也希望更

多人用我调律的钢琴弹奏出美妙的音乐。”目前，张永庆已

经先后带出了数十名徒弟，他们都成了公司调律岗位上的

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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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琴的“建筑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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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创新、挑战极限是企业技术突破的法宝

和动力源泉，要敢于向最高技术要求冲刺，向

最强的竞争对手发起挑战。”近日，在一场宣

讲报告会上，全国劳动模范、中国西电集团西

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高院）总经理张文兵发言时如是说。

宣讲中，张文兵反复提到的“创新”“挑战

极限”等关键词正是他一路走来的“成长密

码”。从一名普通科研工作者，成为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技术专

家，张文兵一直在创新中挑战极限。

“就是要干不可能的事”

1990年，张文兵从西安交通大学高电压技

术与设备专业毕业，进入西高院从事高压电器

研发设计工作，负责中压六氟化硫断路器设计。

然而，随着1993年国外真空断路器技术被

引进，在成本、性能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的中压六

氟化硫断路器技术开发工作，不得不叫停。

原本跃跃欲试的张文兵被现实刺痛。“要

创新，要突破，要跑在市场前面。”他暗下决心。

1996 年的一天，西高院设计研发部门主

任和总工程师的桌上同时出现了一份新方

案——《六氟化硫断路器在高压的发展思

路》。原来，张文兵敏锐察觉到，智能式断路

器日后会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于是撰写了

这一方案。

“这项技术在国内是空白，在国际上也是

新技术，我们不可能实现。”不少专家并不认

同这个技术路线。

“我们就是要干不可能的事。”不到 30岁

的张文兵踌躇满志。

最终，西高院采纳了他的方案。之后的 3
年里，张文兵带领课题组反复试验，攻克了多

项技术难题。技术鉴定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该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达到了国内外同类

产品的先进水平。此后，他们的产品迅速运行

于 20多个省区市，年产值达到 3亿元。

张文兵还积极与高校合作交流，与西安理

工大学联合完成的“立式烧结溶渗技术及制备

自力型 CuW/CrCu 整体电触头的研究与应

用”项目，于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攻克“卡脖子”技术

前不久，由张文兵带队前往中国第三大

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回访。参观交流

中，向大家介绍水电站的负责人说到“向家坝

水电站拥有国内首台发电机断路器设备”时，

将目光转向了张文兵。这台设备正是由张文

兵领衔研发的。

那一刻，张文兵内心充满自豪。“当你老

了，再回到工程现场看看自己设计的产品，有

人告诉你，这台设备安全运行了 20年，质量可

靠，这就是对工程师的最高评价。”他的脑海中

再次浮现出大学老师任孝梁教授说过的话。

这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设备背后，是

一条曲折的研发路。

2008 年前，大容量发电机断路器成套装

备在国际上只有一家大型跨国企业能够生

产。为了不被国外技术“卡脖子”，中国三峡

集团提出关键设备要“自己用、自己造”，但由

于技术难度大、应用场景少，始终没有企业愿

意接招。最终，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张文

兵所在的西高院头上。

“这套设备几乎每个小元件都需要创新，

不仅没有可借鉴思路，而且国外公司还将该

产品周边技术都申请了专利保护。”那段时

间，张文兵床前的柜子上挂着一张设计草图，

他躺在床上就盯着草图看，脑子飞速运转，一

有思路就爬起来在草图上勾画。

又是 3 年时间，张文兵带领团队完成了

该设备的研发，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培养敢突破、能创新的人才

在近日的一次公司会议上，张文兵提出

对产品设备的发展设想——可靠的小型化、实

用的智能化、经济的环保型、集约的预装化。

与会人员面面相觑，纷纷小声议论，“这

太难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成熟技术。”

“没有就对了，科研人员就是要敢突破、

能创新。”张文兵语气坚定。这句话，也是他

在带团队搞研发时最常说的话。为此，他常

带领团队开展基础性研究，为创新打好基础。

“他十分注重科研人才梯队建设。”西高

院技术中心总监殷晓刚告诉记者，对于新入

职的高校毕业生，张文兵会像导师一样带领

他们成长，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尽情创新的

舞台。

目前，西高院已经拥有 300 多名科研人

员。2023 年，西高院牵头开展的 4 项科技成

果全部通过国家级鉴定，其中两项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两项国家重大专项子课题填补了

国内空白。

张文兵从普通科研工作者成长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技术专家——

在 创 新 中 挑 战 极 限

一碗臊子面 温暖一座城

“把买不来的做出来，还要做到最快、最强、最智能”——

这位大国工匠如此感动中国！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许名波 宿佩君

“我们建的是房子，更是在为人们打造有温度的家。”坐在

位于湖北武汉南湖壹号的商业街口，中建三局三公司中南公

司建筑工程师徐小琴笑着说。华灯初上，她的身后是别致的

建筑群和人来人往，风从南湖湖面掠过城市。这个小区是她

在 10年前第一次担任项目技术总工时建设的。

14 年的职业生涯里，她先后考取了建筑、市政、机电三

个专业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还担任武汉理工大学校外指导

老师。

当然，所有的成长都是从菜鸟的慌乱开始的。

2009 年，徐小琴从三峡大学毕业后，来到华中师范大学

图书馆项目部。她穿上工装，戴上安全帽，成了工地上的一名

“学徒工”。

工地的进阶路好比习武，得从最基础的“扎马步”开始，

她的“入职第一课”便是跟着测量师傅学习定位放线。等测

量入了门，她又跟着新师傅学起了规范标准、概算预算、工程

技术……慢慢地，她发现，工地上的学问确实很多，每一个专

业、每一个岗位都至关重要。

两年后，徐小琴成了工地上风里来雨里去的“女汉子”。

当时，她负责项目周转材料的使用计划，为了减少物资浪费，

她总会随身带一个笔记本，记录下不同工序、不同设计标准的

数据，并发明了一套周转材料快速计算方法，建成了常见周转

材料使用的参考指标数据库。这套精益建造的工具在公司一

直沿用至今。

中建光谷之星项目是徐小琴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

挑战。

中国建筑科技馆是国内首家以建筑科技为主题的展

馆，外形如同一粒“金种子”，由 3800 片形状各异的铝板和

3800 根杆件组成，且全部都是定制加工件。由于 3800 片铝

板出自不同的炉号，因此颜色会稍有差异，徐小琴和团队前

后跑了 5 次厂家，结合对阳光、季节、形态、位置的分析，让每

一块铝板的安装都恰到好处。在拼装时，她把每 4 块铝板拼

成一个单元组，再将 1000 多个单元组在空中合拢，既提高了

效率又减少了误差。建成后的“金种子”已成为武汉的热门

打卡地。

今年 3 月，由徐小琴领衔研制的一种用于医院的机电设

备电气管线固定结构获得发明专利。这是她和团队在鄂州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项目建设过程中发明的，不仅有助于管网布

设，还大大提高了检修效率。

“绑好每一根钢筋，浇筑好每一方混凝土，建筑自然会长

高。生活也是如此，积累一点一滴的经验，人生自然就会丰

盈。”这便是徐小琴的“建筑哲学”。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碧海蓝天之间，偌大的码头和堆场杳无

人踪，生产作业却如行云流水般流畅。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这座码头的奠基人，便是感动中国

2023 年度人物——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高级别专家张连钢。

即便当年梦想中的港口已然成为现实，

可站在桥吊下，张连钢还是会在脑海中盘算

着如何让流程运转更加高效。采访的间隙，

他依然拉着团队成员讨论相关技术细节。

或许，正是这份对事业的赤诚，造就了

如今的大国工匠，成就了全球领先、亚洲唯

一的全自动化码头。

“搞成自动化码头，比吃什么药
都更有效”

时间回到 2013年 10月，在一场会议上，

张连钢做了一个硬气的决定。

“连钢，你来负责这个项目行不行？”会上，

青岛港集团领导及与会人员将期待的目光投

向张连钢。彼时，中国在全球集装箱码头前

10名中占据7席，却没有一个自动化码头。

“怎么会不行呢？”张连钢自觉责无旁

贷。1983 年入港的他参与建设了青岛港第

一个集装箱泊位，在技术一线岗位摸爬滚打

30 年，主持过多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经验

丰富、理论基础扎实，是建设青岛港自动化

码头的不二人选。

唯一让他迟疑的是，5 年前自己曾患有

肺腺癌，在上海做了右肺叶切除手术。医生

告知，这种病 5 年以上的存活率只有 30%，

即使康复也不能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和脑力

劳动。术后的几年里，张连钢一直保持着

ICU 病房观察、化疗、吃药、打针、卧床休息

的生活节奏，才总算从生死线上熬了过来。

“身体还能扛得住这样投资数十亿元的

大项目吗？”犹豫的念头只稍稍动了一下，他

内心的天平就迅速倒向另一边。“行！”张连

钢霍地站起来，毅然决然地接下重任，扛起

了智慧港口建设的大旗。

得知张连钢决定的妻子王晓燕脱口而

出：“连钢，你这是不要命了吗……”

张连钢回答说：“生病以来，躺在病床

上，我脑子里想的还是集装箱那点东西。”

为了说服妻子，张连钢带着她来到前湾

港区，请她来看看打桩中的工地。在轰鸣的

机器作业声中，张连钢的话语如现场的打桩

声一样铿锵：“自动化码头是我的梦想，如果

搞成了，比吃什么药都更有效，就是少活几

年也值了。”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要想成功
还得靠自己”

自动化码头是世界码头建设的最前沿，

当时最关键的核心技术一直被欧美工业巨

头垄断。项目启动后，张连钢带着团队核心

成员到荷兰、英国、德国等国的港口考察，但

每到一处，港口都不让下车、不准拍照，拒绝

透露任何技术和数据。

谈及合作，对方的条件也格外严苛：天

价软件捆绑销售硬件，而且系统不能进行优

化改进，永远只能使用原始交付状态。

这让张连钢想起了 1986 年被“卡脖子”

的经历。当时，桥吊电控系统出了问题，只

能请外国专家来调试。“我们想要一点数据

留作以后自主维修使用，但专家耸耸肩，不

仅分毫不给，还把我们关在了门外。”当年，

张连钢 1个月的工资不足百元，这位专家调

试 12天，就拿走了 4万多元。

“不创新就是等死。”张连钢对团队成员

说，绝不能让国外 1993 年就开始使用的自

动化码头技术，在 20 年后还掣肘我们的智

慧港口建设。

考察归来，在没有经验、没有资料、没有

外援的“三无”状况下，张连钢带领 25 位团

队成员踏上了自主创新的艰辛探索之路。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要想成功还得依靠

我们自己。”

从设计方案开始，张连钢办公室的灯就

没在晚上 10点前熄灭过，通宵达旦更是家常

便饭。在他的带动下，项目组成员内心都憋

着一口气，搜集资料、“恶补”专业知识、召开

论证会，他们用尽方法艰难地向前推进……

巨大的压力向张连钢的身体发出警

报——他身上长满了红斑，前胸到腿上全

是紫癜。医生诊断这是疲劳引发免疫力

低下所致，嘱咐他好好休息，但他只是拿

了点药就又赶回码头，“拼命都不一定干

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规划建设过程中，张连钢带领大家召

开了 3000 多场技术研讨会，形成了几十万

字的分析报告，仅仅出入集装箱卡车的闸口

布局，就设计了 40多稿，流程测试案例编写

了 7000 多个，测试达 10 万多次。”项目组成

员张卫回忆道。

15 个月后，码头详细设计完成。合资

方请来的外国专家审核方案时大为震惊，这

一方案在国外要聘请十几家专业公司至少

花 3年时间才能完成。

2017年 5月 11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开

港运营，首船作业桥吊单机效率达到 26.1自

然箱/小时，创下世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商业

运营首船作业最高效率，震惊全球港航界。

“自立自强，让中国港口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

从追赶者到领跑者，张连钢并不满足。

他说：“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中国应该拥

有属于自己的样本。”

2019年 11月，张连钢带领团队仅用一年

半时间，完成二期工程并投产运营，推出自主

研发、集成创新的“氢+5G”“全球首创机器视

觉+自动化技术”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

2022年 8月，张连钢团队正式推出全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智能管控系统 A-TOS，实

现从底层软硬件到上层应用关键核心技术

的完全自主可控。

2023 年 12 月 27 日，全国首个“全国产、

全自主”自动化码头三期投产运营，并在投

产 5 日后帮助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第 10 次刷

新装卸效率世界纪录，桥吊平均单机作业效

率达到 60.2自然箱/小时。

从自动化码头立项起，10 余年来，张连

钢和他的团队实现了一连串解决世界性技

术难题的首创，用自身的不模仿，实现了全

方位的超越。

时至今日，参加工作已 40年有余的张连

钢，依旧在港口一线的研发岗位上“燃烧”自

己，用“中国方案”照亮智慧港口前进的方向。

“这一块好钢，用到了刀刃上。把买不

来的做出来，还要做到最快、最强、最智能，

天降大任于己，何惜筋骨体肤，唯心志所向，

百折不回。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就是这样走

出来的。”这段写给张连钢的感动中国 2023
年度人物盛典颁奖辞，也是对千千万万像他

一样的大国工匠的褒奖。

“我们会继续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

路，始终让中国港口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

负时代和港口的重托！”采访结束时，张连钢

对记者说。

张连钢站在自
动化桥吊上查看设
备运行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