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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超越的工人发明家
本报记者 张允强

不断超越的工人发明家
本报记者 张允强

人物小传

李超，1970年 9月出生，现任

鞍钢股份公司冷轧厂4号线设备作

业区作业长。他是鞍钢首位工人

发明家、辽宁省第一位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的一线工人，他主导完成

的“冷轧机乳液分区自动吹扫装置

的研发和应用”项目，创造了冷轧

机乳液吹扫的“鞍钢模式”，使鞍钢

冷轧汽车板表面质量从满足国Ⅲ

标准一跃达到世界最高的欧Ⅴ标

准，使汽车板销量成倍增长，荣获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

1.“只要有一股子韧
劲，总会有办法”

1970 年 9 月，李超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
人家庭，父亲是鞍钢质量监督处方法研究所
的一名技术工人。在父亲的影响下，李超从
小就表现出较强的思考和动手能力。小学时
就自己动手制作了能够收到几个波段的四管
机，初中时，用简单的电器元件和废旧物品制
作了“自动黑板擦”，获得学校小发明奖。

1989 年，李超进入鞍钢冷轧厂成为一名
维修钳工。由于个子小，又长了一张娃娃脸，
班长起初并不注意他，甚至没给他派师傅，李
超憋上一股劲儿，没有师傅，他就把班里的

“活长”们都当作师傅；没人主动教，他就主动
去问，主动去学。就这样，他跟全班的“活长”
们学会了“五花八门”的实用技术。

一次，在“新增翻钢机运输链”工程中，李
超运用所学知识，把“活长”们都看不懂的十
几张盖板图样画在一张总装配图上，获得了
大家的肯定，班长当即授权他这个小工当现
场“总指挥”。于是，李超带领大家将十几块
盖板全部严丝合缝地安装到了设备上。

工作之初的 8 年里,李超利用工余时间
补习了高中课程，自学了冶金机械专业成人
大学本科。连谈恋爱期间也没有缺过课。妻
子刘莉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下班应该是约
会时间，他就是没有时间，好长时间不来找
我，也没个信，我跟家里说，要是再有一个礼
拜不来，咱就不处了，后来他来了，告诉我说，
最近忙，准备考试。”鞍钢股份冷轧厂 4 号线
设备作业区党支部书记陈晓峰说：“整整 8 年
没有休息日，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持
之以恒坚持学习，我们都十分佩服。”

李超则说，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
有一股子韧劲，总会有办法，而学习无疑是提
高解决设备问题能力的重要保证。

平 凡 岗 位 也 能
锻造“创新英雄”

本报评论员
从普通钳工，到设备作业区负责人，再

到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得者，李超

的人生轨迹实现了从一线工人到“创新英

雄”的大跨越。

在鞍钢工作的 20 多年来，李超敬业

爱岗、忠于职守，真正做到了把职业当事

业、把职责当使命，在每一个岗位都留下了

备受赞誉的工作成绩。他刻苦钻研、技术

精湛，将学习当做终生追求，坚持向师傅

学、向书本学、向实践学，一步一个脚印走

出了一条普通工人的成才之路。他勇于挑

战、锐意创新，先后解决生产难题 230 多

项，成为 2013 年度唯一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殊荣的技术工人。李超的先进事迹

充分说明，日常工作同样是创新的肥沃土

壤，平凡岗位也能锻造“创新英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下好创新“先手

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至关重要。我们需

要更多像李超这样敢为人先的创新先锋活

跃在各行各业的一线、前沿，需要营造更加

宽松、和谐的创新环境，使人人皆可创新、创

新惠及人人，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又是一个周五。
周五的下午，对于忙碌了一

周的上班族来说，该是松口气、考
虑一下如何享受周末的时候了。
然而，对于博天环境集团设计研
究院院长陈广升来说，这只是一
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

投身水环境治理近 30 年，陈
广升对节假日的概念已经很模糊
了。对他而言，研究就是生活，就
是每一天。

作为水处理业界的龙头企
业博天环境集团的首席科学家，
陈广升带领自己的技术团队，完
成了β-HiZero 污水零排放技术
的研发及商用，打破了国外技术
一家独大的局面，让业界预言的

“不可能”成为可能；团队自主研
发的 Poten-SOT 异相催化氧化
技术、Poten-MTOClean 强化生
物脱氮除碳技术等一系列专利技
术和设备，在节水减排、节能降耗
等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并成功
运用于世界级、国家级重大项目；
仅 2014 年一年，他带领博天环境
集团设计研究院的技术团队，研
发水处理课题 9 项，形成 8 项工
艺包，申请专利 15项⋯⋯

然而，对于博天环境的职工
来说，这些光环都难以掩盖他的
另一项“特异功能”——“百科全
书”，“有问题找院长”已经成了所
有年轻研究员的共识。尤其是面
对不确定因素时，院长就是他们心中的“定海神针”。

陈广升告诉记者，自己一头扎进水处理技术，完全是个
美丽的意外。

1986 年，刚刚 21 岁的陈广升从化工专业毕业，分配到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设计院，成了一名水处理方面的技术
员。专业不对口，让学习成绩一贯优异的他备受打击。咋
办？学呗！陈广升笑谈，当年自己完全是被逼无奈。大学
毕业服从分配，让干啥就得干啥。“要处理污水，首先得掌握
水质，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还好我是学化学的，对水质分析
监测和化学处理很快就能掌握，只是对生物处理一窍不通，
需要从头学起。”

一转眼快 30 年过去了，陈广升从一个啥都不明白的
“菜鸟”，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专家。然而，伴随公司快速发
展，又一次打击来了。

2009 年，陈广升代表博天环境集团参与了某化工公
司浓盐水零排放项目投标。“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在招
标现场，金新化工专家提出的问题我都对答如流。而且，
公司已中标前期项目，在执行中获得业主高度评价和充分
肯定。当时，我几乎已经认定，我们要中标了。”陈广升
回忆说，“可是，半路杀出一家拥有美国某专利技术使用
权的企业，有类似零排放业绩，对实际运行数据经验更丰
富。虽然我们有零排放专利技术的合作伙伴，但当评标专
家问到我更详细的运行参数时，我们确实没有准备好。人
家中标了。”

“那天正好是元旦，当地气温很低。可我觉得，心里比
外面还冷。”陈广升说，“这次失败，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
在新技术领域不仅要加强国际合作，更要以打攻坚战的决
心进行自主研发。”

回京后的陈广升和博天环境集团领导层，像接了电的
马达，疯狂地运转起来。那一年，博天环境集团将所有的专
业技术人员从各部门抽离，专门成立了博天环境研究院。
需要更牛的专业设备，不惜资金购入；需要更高端的专业人
才，不惜成本培养。

短短两年间，陈广升团队开发的β-HiZero 浓盐水减
量化技术，完成了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应用的全过程，使反
渗透系统回收率最高可达 95%；最新的“污泥零排放”生物
载体固化技术，在全国多个城镇实现推广；“干湿结合闭式
冷却塔”完成中试，可使工业用水量最大的循环水系统节水
60%至 90%⋯⋯

“随着技术的演进和理念的变化，单一的水处理技术
已经不能满足水资源保护的要求。单一的水处理系统就好
比西医，而我们的目标是做‘中西医结合’，既能通过技
术的推广解决问题，又能从系统出发，找寻整体解决方
案，实现‘非病治疗’的保健效果。”陈广升说，“我们正
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工业水处理系统和城市水保护系统
的整体解决方案，为社会提供系统‘疗法’，成为中国领
先的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希望不久的将
来，在政策的扶持下，我们国家在水环境治理方面能够从

‘急救事件处理’转型为‘保健项目’，让洁净水更好地服
务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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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李超正协调检修工作。

图② 李超与同事共同研究检修图纸。

图③ 李超获得“时代楷模”称号。

靳 波摄

虽然眼下钢铁行业正经历着前所
未有的寒冬，但李超所在的鞍钢冷轧
厂汽车板材生产线却很忙碌，连续两
年夺得鞍钢盈利冠军。

将厚厚的板材加工成不到 1 毫米
厚 的 高 强 度 板 材 ， 技 术 难 题 很 多 ，
乳液残留即是一例。鞍钢股份有限
公 司 冷 轧 厂 厂 长 蔡 恒 君 告 诉 记 者 ：

“当时乳液残留是制约汽车板生产的
主要障碍，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和
手段，但收效甚微。虽然知道前路
困难重重，但敢啃硬骨头的李超主
动请缨负责乳液残留清扫的技术攻
关。”当时，有工友好心劝他，这个
东 西 不 是 那 么 好 改 的 ， 要 是 弄 不
好，还没有原来的效果好，那就更
麻烦了。李超不为所动，他说，“凡
是有利于企业的事，我必须去做”。

之后的 900 多个日日夜夜，李超
钻 进 沾 满 油 污 的 轧 机 下 查 看 和 测
量，每遇乳液残留时，他就钻到狭
窄 的 、 满 是 油 污 的 轧 机 机 架 内 查
看 ， 编 写 缺 陷 记 录 ， 测 试 风 动 轨
迹。他查阅了海量技术资料，对国
内外各大企业乳液吹扫技术进行系
统对比研究；把可能造成乳液甩带
的因素分成八大类，逐项分析。李
超和工友们还制作了一个模型，反
复进行模拟试验，取得进展后，又
在现场进行试验。最终在设计理念

上取得了突破，研发了 5 项支撑技
术：七分区立体吹扫技术、乳液收
集导引技术、紊流控制及低噪节能
技术、乳液吸附技术、自动分段吹
扫控制技术。

2006 年 12 月，乳液清扫的“鞍
钢模式”在 2 号线联合机组正式投入
使用，钢板表面质量提高了两个等
级，由国Ⅲ标准提高到先进的欧Ⅴ标
准，年耗电量节约 36%，结束了鞍钢
带钢表面乳液残留的历史，破解了钢
铁行业冷轧工艺的一道难题。

该技术已在鞍钢 3 条冷轧生产线
成功应用。蔡恒君自豪地说：“这个
残留百分之百消除了，我们也进入了
国内汽车板生产的第一阵营。”由于
质量稳定可靠，包括宝马、大众在内
的 52家企业选用了鞍钢汽车板。李超
告诉记者：“只有一遍遍地摸索和尝
试，包括模拟试验，理论上的验算，
才能够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这项“鞍钢模式”的乳液吹扫技
术在给企业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
时，还于 2012 年获得了第七届国际
发明展览会金奖，2013年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李超也于去年 5 月获得
中国发明家协会授予的当代发明家荣
誉称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王国
栋教授感叹，这项技术在国内外首创、

国际上领先。由工人发明，了不得！
同样的成功，李超又复制在另

外 一 次 对 进 口 “ 洋 设 备 ” 的 改 进
上 。 2004 年 ， 2 号 线 新 建 清 洗 机
组，从日本新日铁公司引进了成套
的 设 备 和 工 艺 。 安 装 调 试 结 束 后 ，
机组运行非常稳定，但担负清洗生
产过程中产生碱液气体责任的环保
设 备 —— 雾 滴 分 离 器 却 出 现 了 问
题。机组投产运行后，不断有雪花
状 的 东 西 从 30 多 米 的 烟 囱 中 飘 过
来，从远处看像下雪一样，雾滴分
离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日方专
家 确 认 是 设 备 问 题 ， 进 行 了 赔 偿 ，
但问题没有解决，环境污染还在继
续。李超多次爬到 40 多米高的厂房
上观察烟尘的排放，研究比对类似
设备的工作原理和基础构造，钻到
分离器里面一看就是几十分钟，最终
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并进行了针对性
改进。此后，这台设备一直运转良
好，烟囱也不再冒“雪花”了。半
年后，日方参与施工的几名技术专
家对清洗机组项目进行效果跟踪调
查时，看到烟囱没有“雪花”飞出
非常惊奇，以为是更换了设备。见
到还是那套日产设备在工作时，就
问他是如何解决的。李超说：“这是
我们的技术，你们如果想知道，就
和我们公司谈商务合同。”

让李超记忆深刻的是，婚假刚休
了一半，就被车间主任周敬忠叫了回
来。当时鞍钢只有一条早年引自奥地
利的冷轧生产线，那段时间，这条线
的活套段事故频发，平均两天一起，
每次事故要处理 6 至 8 个小时，点检
人员、维修人员都苦不堪言。

当时大家编了一段顺口溜自嘲：
“小车掉道，钢绳缓套，摆门撞坏，
人员全到。”李超决心改变这种跟在
事故屁股后面跑的状态，对活套设备
进行改造。白天，李超在现场观察、
测绘、查数据；晚上回家，就伏在案
头，查资料，画草图。李超的爱人帮
他读数据，校验尺寸，两口子一画就
是半夜。

半个月后，李超完成了包括装配
图、部件图、零件图共 30 多张设计
制图，冷轧厂领导当场拍板，决定年
修期间进行改造。

改造期间，他和施工人员一同在
现场安装，从头盯到尾，一个螺丝钉
都不放过。验收时，轨道出现了 3 毫
米左右的偏差，施工队队长来找他求
情，让他高抬贵手。李超说，“我知
道大家的辛苦，我和你们一样也想快
点结束，但精度不够，投入生产后难
以保证设备稳定”。就这样，他和施
工人员又在现场连续奋战了四天三
夜。试车时，疲惫不堪的李超却在调
度室里睡着了，没有亲眼见证自己努
力的成果。

从那时起，整个活套段的设备事
故只出过半个小时，原来制约生产的
大难题，成为带动生产的助推剂。冷
轧厂不仅用一条线完成两条线的产
量，还远远超产，全年干出了 100
万吨。

设备不再“闹脾气”，轧出了稳
定合格的产品。李超像个孩子一样开

心。他对记者深有感触地说：“设备
的管理与维护，只有干不完的，没有
干不了的。”

如今，李超创立的点检新模式，
已经在鞍钢集团推广，这给李超的职
业生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断在想、不断在做、不断在创
新，是李超的工作常态。打开李超
的创新发明目录我们看到：他先后
解决生产难题 200 多项，其中 60 项
成果获冷轧厂和鞍钢以上奖励；获
国家发明专利 5 项、专有技术 4 项，
国际发明金奖 1 项；获集团公司创新
奖 28 项，其中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18 项，二等奖 8 项，创造经济效益近
1.3 亿元。

人如其名，李超一直在不断地超
越：超越大大小小技术壁垒，超越一
个 接 一 个 高 度 ， 超 越 自 己 的 创 新
纪录。

3.“只有干不完的，没有干不了的”

2.“凡是有利于企业的事，我必须去做”2.“凡是有利于企业的事，我必须去做”

小个子、小平头、圆脸庞，炯炯的目光，

浅灰色的工装，年龄已过不惑，却显得格外

年轻、有朝气。记者在辽宁鞍钢见到李超

时，他正在车间按计划巡检设备。车间全长

500 多米，宽 140 多米，即便停产，水泥墙围

砌的设备作业区温度也有 40 摄氏度。噪

音、高温⋯⋯身处这样的环境，从不起眼的

小工，到国家级科技大会上万众瞩目的夺冠

者，再到中宣部“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获得

者，这中间的道路，李超跋涉了 2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