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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总经理冯伟忠：

突破煤耗纪录的科创“制高点”
本报记者 吴 凯 温济聪

如果说长江入海口畔，上海外高桥第
三发电厂（外三）129 米高的炉顶是上海自
贸区外高桥保税区的地理制高点；那么，上
海申能旗下的外三发电厂就是世界上发电
效率最高、煤耗最低的科技创新“制高点”。

在两台 100 万千瓦的超超临界发电机
组不远处，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格外引人
注目。按照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总经理
冯伟忠的设想，一个投资庞大的工程科技
创新实践即将在此展开，他要继续充当突
破煤耗纪录的科技创新“制高点”。

向“251”时代一路狂奔

走进外三大门，环保指标显示屏便映
入眼帘，SO2、烟尘、NOx 都仅为每立方米
十几毫克，比清洁燃烧的燃气机组排放还
要低得多。向左进入主楼后，显示屏上所
显示的 273 克，是今年前 6 个月的每千瓦
时平均供电煤耗，是当今世界的最优纪录。

而这些还不能满足冯伟忠的雄心壮
志。他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计
划用 3 年左右，建造一座世界工业史上可
以称为“里程碑”的发电站——创新设计的
135 万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能耗有望
降到全球火电行业“无人敢想象的水平”。

这一标准名称为“135 万千瓦高低位
双轴二次再热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也被叫

“251 工程”。“251”，代表机组设计的能耗
新目标：供电煤耗 251克/千瓦时。

全球范围内公认，火电领域供电煤耗
每下降 10 克/千瓦时，技术就领先一个时
代。而外三在 2008年竣工时，就在国内火
电领域树起了供电煤耗 287.44 克/千瓦时
的标杆。冯伟忠说，到 2011 年，外三年均
供电煤耗又下降了 11 克/千瓦时。现在，

“251工程”又在期待划时代的新飞跃。
欧美等发达国家近十几年一直在开发

研究提高发电效率的技术，但遇到严重的
材料和造价瓶颈。外三研制出的“高低位
分轴布置的汽轮发电机组”设计技术，可以
利用现有材料、设备、技术平台，在目前超
超临界机组单位造价相当的前提下，机组

效率再提高 5%左右。这为目前国内总装
机容量高达 3 亿千瓦的 600 兆瓦亚临界机
组的升级换代，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商业化
发展样板。

据外三发电高级工程师华洪介绍，外
三两台机组目前的煤耗，仅为国内火电厂
平均煤耗的 85%，这相当于其所发电量的
15%是“零能耗”和“零排放”。目前，供电
煤耗下降达 2.71 克/千瓦时。两台机组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 3 万吨以上，节省用电
845 万千瓦时。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的试
验报告显示，单台机组每年可节省标准煤
8250吨，投资在 3年内便可收回。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的发电技术

大洋彼岸的美国圣迭戈，当地时间今
年 7 月 1 日，世界制造业权威 ASME 学术
论坛正在举行。从圣迭戈会议中心的讲台
上走下来，冯伟忠的学生、去年刚从清华大
学硕士毕业的“90 后”小伙儿李励直言第
一次站在世界级的舞台，面对台下欧美等
发达国家权威专家们连珠炮似的发问，有
些紧张。可没想到，外国专家始终围着外
三团队不愿离去，一名美国某大型发电公
司的工程师甚至告诉冯伟忠：“我想到你们
电厂去工作。”

ASME 学术论坛后，冯伟忠和那位一
直坐在第一排听外三技术人员讲座的、名
叫韦斯利的老先生聊起，得知他来自总部
位于美国的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公司。
要知道，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台蒸汽发

电锅炉的诞生地，即便是当前，全球约半数
的大型电站锅炉仍然采用该公司技术。令
人惊讶的是，韦斯利却颇为感慨：“如今外
三的实际年平均运行效率高达 44.5%，比
美国煤电机组的平均运行效率还要高出
不少，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数字。”

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
儿都不过分。44 年前的 1971 年，当时只
有 16 岁的冯伟忠在上海崇明电厂当学
徒。当时崇明岛内十分缺电，电厂 6 台机
组总装机容量只有 1 万千瓦，而最小的
1-3 号机组每台只有 680 千瓦，只能用来
点电灯泡。

让冯伟忠历历在目的是，那时崇明电
厂扩建，他临时接到任务去杨树浦电厂拆
两台淘汰下来的机组，每台 1 万千瓦。当
他走进发电车间时，却被眼前的“巨无
霸”吓住了。可没想到这时却传来车间老
师傅的“嘲笑声”，因为这已经是美国
1916 年的“老古董”。年轻气盛的冯伟忠
深受刺激，在这个“老古董”前暗暗立
志：将来一定要造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厂，
要为中国人争口气。

有梦想、敢闯荡、脚踏实地、身处基
层一线，常常加班到夜里 12 点，这是实
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现实基
础。上海外三创新发展节奏之快、力度之
大，一方面源于冯伟忠个人能力与魅力，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外三灵活的创新机制以
及任人唯贤的人才观。与此同时，外三正
将一整套节能环保技术输出到国内国外各
大发电厂，向技术输出型企业转型升级正
酣，仍为继续成为上海科创“达人”不断
努力着。

夏日的午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苑内的
“八又二分之一”咖啡馆店长费礼妮忙碌如常。此
时，怀揣着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正在这家咖啡馆内，
三五成群，热烈讨论着创业项目。

“靠角落近一点，离热闹远一点，三五成行，梦想
起航”，这是“八又二分之一”向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发
出的响亮口号，也是这位店长创业心境的真实写照。

推门走进这个三层楼的咖啡馆，绿色的原木书
架、古典风的灯具、餐桌上摆放的绿色植物，还有萦
绕耳畔的古典音乐⋯⋯置身其中，仿佛能过滤掉所
有的烦恼，只留下清静的底色。

“八又二分之一”咖啡馆于今年 5 月 2 日试营
业，费礼妮向记者介绍，以后将不定期在咖啡馆举办
读书沙龙、创业沙龙、图书漂流等活动，希望咖啡馆
能成为怀有梦想的人聚居的地方，也为怀揣创业梦
想的年轻人提供交流平台。

充满故事的人有魅力。费礼妮每天会与前来参
加创业沙龙的顾客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每次分享
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当然，我们团队的故事可不止一
个哦，都是满满的正能量。”费礼妮说，平实的叙述，
真实的情节，一度让不少来喝咖啡的顾客很受启
发。“我们分享的故事在打动别人的同时，也会很自
然地感染到自己。”现在，他们还与一些创业培训机
构接触，计划邀请一些创业大咖走进咖啡馆，与心怀
创业梦想的年轻人一起交流，传授创业心得。

谈及为何要开“八又二分之一”咖啡馆，费礼妮
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导演费里尼的作品《八又二
分之一》，它能让观众警惕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
么，勇于追寻自己的梦想。从英国留学回国后，费礼
妮曾在安徽电视台工作，波澜不惊的生活状态让她
不时想起自己最初的梦想。“我想要的就是能开一家
咖啡馆。”费礼妮说。当梦想一次又一次在心头浮
现，她毅然辞掉稳定的工作，在父母的资助下，开始
了创业之路。

为调制出适合大众口味的咖啡，费礼妮在上海
学习了两个月，从咖啡豆的选择到各种原理，都作了
系统研究。咖啡店有一款产品“心雨咖啡”，口味非
常独特，也是店里的招牌——会下雨的咖啡。如果
你去点上一杯，咖啡师就会像魔术师一样，让咖啡在
你眼前变戏法。招牌“心雨咖啡”选用高品质的低咖
啡因雨林咖啡，配上棉花糖心雨，在咖啡热气作用
下，棉花糖像融化的小雨滴，一滴滴落入咖啡里，让
你安心享受咖啡香醇的同时，带来感官的愉悦。

在咖啡店的管理上，费礼妮认为，“人情味”是她
心目中咖啡馆所必备的元素。为此，无论是咖啡馆
的装潢设计，还是员工的服务，费礼妮都力图做到富
有“人情味”。对客人的服务细节更能够体现出一家
咖啡馆的“贴心”。例如，她要求员工看到有女客人
坐在榻榻米上时，要随手给她们准备一件披肩盖在
腿上；每当有新品推出时，她就会特意送给客人一
份，让他们试吃并提出意见。

或许，创业的滋味甜中有苦、苦中带甜，像极了
让人欲罢不能的调制咖啡，创业者爱这份甜，也知道
只有喝下了苦才能尝到甜。

合肥“八又二分之一”咖啡馆

店长费礼妮：

创业如咖啡苦中有甜
本报记者 文 晶 通讯员 吴文婷

暑假安全“课”

图①图① 7 月 9 日，一名交警为学生讲解交通安全

知识。当日，江苏苏州东大街小学开展小学生暑期

安全活动，来自姑苏区交警大队的交警向学生普及

交通安全常识，加强安全出行意识。(新华社发)
图②图② 7 月 9 日，学生在学习打安全绳结。当日，

江苏无锡扬名中心小学开展暑期消防安全教育活

动，通过消防安全指导、制作简易防烟面具等内容，

增强学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新华社发)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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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居住在常州闹市区古运河边的
84 岁老人，在她病重弥留之际，心里牵
挂的仍是社区的工作和慰问贫困户、残
疾人家庭的事，她没给家人留下一句话
就安详地走了。出殡那天，千人送行。
她就是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居民多次
写联名信连续留任 5 届的“小巷总理”，
也是掏光自己腰包的“赔本书记”、江苏
省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吊桥路社区
原党委书记许巧珍。

记者日前前往常州，探访许巧珍生前
居住地，试图走近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甘当小巷的“清洁工”

许巧珍是当地国棉二厂落纱工，曾
创造一天 110 袋纱不断头的全国最高纪
录。1994 年退休后，许巧珍开始在常州
东头村社区担任社区书记、主任，这个

“小巷总理”一做就是 21年。
“我是党的小丫头，我要把这一切都

回报给党，回报给社区居民。”2015 年 1
月底，因癌症不得不住院的日子里，她
还在病床上用手机短信指导社区工作。
即使在弥留之际，她嘴里仍不时地挤出
几句话来：“东头村和吴家场两个社区刚
刚合并为吊桥路社区，还有很多工作需
要进一步理顺；党组织交给我的很多事
情我还没来得及做⋯⋯”就这样，许巧
珍在服务群众第一线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精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东头村是个老城区，有不少老平房
区，弱势群体多，基础设施陈旧，卫生
状况差，治安环境不理想。许巧珍担任
东头村社区书记后，深入到居民家中，
听民意、察民情，首先从大家反响强烈
的环境脏乱差整治入手。白天，她忙于
社区事务；晚上，就当起“清洁工”，掏
阴沟、清杂物。

她还发动社区居民一起做，借来三轮
车，每天运十多车垃圾。有个楼道里杂物
堆积多年，许巧珍上门，居民撂下话：要打

扫你自己来。她二话不说，抱起脏箩筐就
打扫。

社区干事谢塔莎说，2005 年的大年
三十下午，有一户居民说厕所堵了，找
不到人，许巧珍二话不说，拿着工具就
在化粪池里干了 2 个小时才疏通。“许书
记，那么脏的活你也下得去手？”许巧珍
笑笑：“我在车间时通阴沟是出了名的。”

在许巧珍的巧手打理下，社区治理
得井井有条，成了全市文明示范区。

常州最老的“月光族”

从 1994 年到 2015 年，许巧珍在从
事社区工作的 21 年中，把在社区工作得
到的收入，全都用在了帮助社区居民上。

每年大年初一，许巧珍会带着社区
干部给贫困居民发送慰问品。每年重阳
节，是许巧珍最重视的节日，她会给全
社区 800 名 60 岁以上老人每人准备一块
重阳糕、一只平安果和一份长寿面。她
还专门组织 80 岁以上的老人一起吃长寿
宴；组织为社区义务服务的居民外出旅
游，激励他们奉献的热情。

多年来，社区里的老人都收到过许
巧珍送的礼品，有的是衣服，有的是粮
油，有的是现金。这些费用，用的都是
许巧珍自己的钱。每次给社区困难户捐
款时，她从不留名，有时还对家人“说
谎 ”， 明 明 捐 了 3000 元 ， 却 说 只 捐 了
100 元。2015 年春节前，中华全国总工
会给她送来一笔慰问金，许巧珍原封未
动，又添了几千元，交给社区干部代病
重的她为困难居民购置年货。老人去世
后，在整理遗物时，家人又发现了一张
5600 元的收据，这是她住院前为困难户
买衣服鞋子的费用。

有人开玩笑说许巧珍是“常州最老
的‘月光族’”，她却说，我还有一份退
休工资呢！然而，记者在许巧珍的家里
看到，她一个澡盆用了 20 多年；梳妆台

和梳妆镜都是当年结婚时的嫁妆⋯⋯

为民解忧的“知心人”

许巧珍常说，“居民的事无小事，居民
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会想方设法解决
的”。东头村社区 1300 多户居民，许巧珍
走遍了每家每户，像亲戚一样和大家打招
呼、拉家常，家家情况了如指掌。

老红军家属罗惠彬孤身一人，许巧
珍如亲人般照顾她，天冷了送上新毛
衣，得知她穿不惯买来的鞋，又一针一
线做出几双单鞋、棉鞋送给她。80 多岁
的闵咏玉老人孤身一人住阁楼，上下楼
不便，生活困难，许巧珍常提着礼物上
门探望，帮他打理家务⋯⋯这样的例子
数不胜数。她用自己多年践行的“多用
心想、多用情感、多动嘴说、多跑腿
干”的工作法，把排忧解难工作做到了
居民的心窝里。

东头村社区有 1300 多户人家，老年
人近 1000 人。许巧珍不仅仅给社区里贫
困人群物质上的温暖，还关心着社区老
人们的精神世界。她说过：“我自己就是
老人，我懂老人的心情。”

为丰富老人生活，社区先后成立了老
人健身操队、歌咏队、舞蹈队等，表演他们
自编自演的节目；为有才艺的老人举办时
装制作、毛衣编织、绘画书法、剪纸艺术和
盆景盆花等展示；开办市民学校，讲授健
康营养知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等。

严以律己的“带头人”

与许巧珍共事 9 年的居委会副主任
何娟说，许巧珍对工作要求高，但是她
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永远做得最
好。每天早上 7:30，第一个开办公室门
的必定是她；社区劳动，冲在最前面的
肯定是 80 多岁高龄的她；逢年过节，值
班坚守在岗位的人也是她。

“许书记给我们定下规矩，上班要少
待在办公室，联系居民尽量不用电话，而
必须深入到他们中间去，直接上门。”曾与
许巧珍共事过 3 年的万苏萍说，办公室电
话费每月不能超过 10 元，用许书记的话
来说：“我们一次上门，胜过 10 个电话。”
万苏萍当时不理解这种做法，现在想来，
其实是卡住了高高在上的工作作风。

许巧珍居住地离东头村办公点来回
有 5 公 里 ， 不 管 刮 风 下 雨 ， 还 是 节 假
日，几乎在每天清晨，许巧珍都提前一
小时到社区，忙着安排当天要办的事。

许巧珍老伴殷泽民 10 多年前因脑中
风瘫痪在家，每天匆忙料理完老伴后，她
又风尘仆仆地赶往社区。许巧珍小女儿
殷建亚说，妈妈始终保持着粗茶淡饭、生
活俭朴的作风，平时买衣服、买鞋子都是
拣便宜的买，“我们都不敢给她买衣服，因
为一旦买了她就要追问价格，一听说超过
200元就要我们去退掉”。

每当社区居委会和党组织换届时，
街道党工委考虑到许巧珍年纪已大，不
打算再提名她为社区书记，让她从繁琐
的社区工作中走出来，好好保养身体，
安享晚年。消息传出后，很多社区党员
和居民群众都不答应，联名请愿希望许
巧珍继续留任。针对这一情况，上级党
组织找许巧珍谈话时，她笑着说：“服从
组织听群众，如果我们的社区党员还是
选我做书记，我就坚决干下去。”就这
样，许巧珍同志被社区居民和党员先后 5
次挽留，成为“最老书记”。

许巧珍是一名普通的社区书记，却
将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融入到工作和
生活当中，用敬业“延伸”她的生命长
度，用奉献“拓展”她的生命宽度，用
人品“构筑”她的生命厚度。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烛光虽弱，
点亮人心。她心系群众、扎根社区、淡
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在广大党
员群众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追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吊桥路社区原党委书记许巧珍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陆明华

许巧珍退休后在社区无私奉献了 21

年，直到离世的那一刻还牵挂着社区居

民。她把一切都回报给党，回报给社区群

众。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充

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心为民的公仆

情怀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追求，为我们树立

了一个崇高的、不朽的榜样。

她对党高度忠诚。自 1958 年入党以

来，她 50 年如一日，始终不忘自己面对鲜

红的党旗作出的神圣而庄严的承诺。她

对群众满腔热忱。“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

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在担任“小巷

总理”的 21 个春秋里，社区居民早已熟悉

她早来晚归的脚步声和嘘寒问暖的敲

门。她心中有戒、严于律己。许巧珍始终

记得“艰苦朴素不能忘，廉洁自律常反思”

这句话，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把所有心血

倾注在社区工作和为民服务上。她要求

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永远做得最好。

许巧珍的事迹，再次为我们昭示这样

一个真谛，那就是：对党的忠诚，是时间不

能改变的；对群众的真爱，是岗位不能改

变的；永葆共产党员本色，是年岁不能改

变的。

冯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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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间与公司高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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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
薛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