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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部的应急指挥大厅见到
王淑芳时，她刚刚从山西出差回来。为了
全国各地能够顺利使用北斗，王淑芳经常
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一年中在北京还
待不到半年。

见到《经济日报》记者，王淑芳先说
了一组数据：由于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重
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的推广使用，去
年全国较大等级以上道路运输行车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比 2011 年同比下降 31.5%
和 37.1%，其中重特大道路运输行车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46.7%和48.9%。

“这是一组了不起的数字。这说明，
北斗导航技术不仅仅挽救了货车司机个
人的生命，还维护了单个生命背后千千
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王淑芳说，

“每当想起自己的努力可能会避免一些交
通事故，便觉得吃再多苦、受再多累也
值得”。

1972 年出生的王淑芳，大学毕业后
就一直从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工
作，与北斗结下了不解情缘，曾获得全
国三八红旗手、个人三等功、首都精神
文明建设者等荣誉。

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

1994 年 10 月，还在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读书的王淑芳得到消息，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立项建设，并来到北航招生。

“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的 GPS 和俄罗
斯的 GLONASS 两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我国导航系统还处于空白领域。我当时
想都没想就投身到北斗的研发中。”23 岁
的王淑芳放弃了外企的 Offer，毅然投身
于北斗事业，负责北斗的用户机研制。

当时艰苦的工作条件远远超出王淑
芳的预料，“刚工作那阵儿，待遇不高，每
个月只有三四百元的工资，4 个人住在一
间宿舍里。办公地点就在招待所，闷热的
夏天里，只有一个摇头扇不停地转”。

但这些与北斗的吸引力相比不算什
么，王淑芳和同事克服了困难，认真工
作。1997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王淑芳
的团队见证了第一台北斗用户机的诞生。

那晚，王淑芳兴奋得彻夜未眠，第
一次喝了瓶啤酒，第一次用一整天的时
间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王淑芳工作上全身心投入，科研能
力提高很快，在同龄人中逐渐崭露头
角。在中国卫星导航增强系统建设时，
王淑芳成了唯一一个入选项目组的年轻
人，28 岁时就担任中国卫星导航增强系

统主管设计师。她利用一代北斗系统以
及卫星导航增强系统建设的经验和较高
的宏观把握能力，全面参与二代北斗的
系统论证，32 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北斗系
统主任设计师。

为推广北斗“任性”转业

2007 年，王淑芳决定转业到交通运
输行业。“当时家人、朋友、部队的领导都
认为这个决定太任性了，十分不理解。”但
王淑芳明白，美国的 GPS 之所以能取得成
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应用推广做得
好，带动了后台产业链的发展。

我国交通行业拥有 1000 多万辆营运
车辆、十几万艘营运船舶，还有高速公
路、航道、港口等基础设施，是卫星导
航的最大用户。王淑芳既是两代北斗系
统建设方案的论证者，也是 4 项国家军
用标准的执笔者，转业交通领域，就是想

“建北斗、用北斗，让更多人享受北斗带来
的便利”。

2012 年，王淑芳牵头实施二代北斗
第一个示范工程。刚开始时行业内比较

抵触，GPS 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用北斗？
为让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她一年内
组织了 5 次工程协调会。有一次恰逢北
京下大雨，航班大面积延误，来自 9 个省
份的 30 多人，有的半夜到京，有的甚至是
凌晨到。王淑芳顾不得第二天还要组织
会议，坚持亲自接机。一位参会人员感激
地对她说：“你用私家车来接机，我们再做
不好工作就太对不起你们了。”

就这样，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北斗示
范工程超额完成推广任务，带动 400 多万
台北斗终端进入交通领域，实现产值上百
亿元。

让更多人享受北斗带来的便利

“大屏幕上显示的就是北斗系统在
‘12 吨以上重货’‘两客一危’等重点营运
车辆方面的应用。右上角这个数字说明，
目前，已有 327 万多辆 12 吨以上的重型货
车和接近 70 万辆‘两客一危’营运车辆使
用了北斗系统的终端。”站在应急指挥大
厅两块巨大的显示屏前，王淑芳显得格外
娇小。北斗系统一方面为营运车辆司机
等提供了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分
析，也为营运车辆异地经营、分时段限制
行驶等行业监管提供了便利。

王淑芳坦言，刚开始，北斗的推广应
用遇到了很多困难。为解决出现的问题，
王淑芳她们走到一线去，了解实际情况，
并制定相关政策、管理办法等，使北斗系
统的应用推广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
成果。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终端安装后的后
续管理，比如终端上线使用情况、平台服
务商服务管理、终端质量抽查等。同时，
还要把联网联控数据与道路客运联网售
票、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等数据
进行后台融合，加强综合分析。未来，北
斗系统也将更多地应用于水上搜救、企业
服务等方面，让更多人享受北斗带来的便
利。”王淑芳说。

把 青 春 献 给 北 斗
——记交通运输部导航中心副主任王淑芳

本报记者 齐 慧 实习生 朱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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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 来 ，他 背 坏 了 12
个药包，骑坏了 6 辆摩托车，
行程 40 多万公里，在大山中
爬冰卧雪、栉风沐雨，克服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诊
17余万次，保障了周边 28个
村庄百姓的健康。

他不富裕，却免收出诊
费 37 万余元，还为 13 户五
保户支付药费 4.5万余元。

他是山西省大宁县徐家
垛乡乐堂村乡村医生贺星
龙，在缺医少药的吕梁山腹
地坚持行医多年，被乡亲们
亲切地称为最美乡村“摩托
医生”。

随叫随到的医生

5 月的吕梁山，乍暖还
寒。《经济日报》记者驱车从
山西临汾市进入大宁县，翻
过几座大山，才来到徐家垛
乡。向路边老人打听贺星
龙，老人家说，“呵，是龙娃子
呀，乐堂村的赤脚医生，不管
白天黑夜，他随叫随到”。

在乐堂村贺星龙的诊所
等候他时，记者与三五村民
聊起贺星龙。村民们说，方
圆百十公里没有不认识贺星
龙的。就连附近永和县及黄
河对岸的陕西省延长县的村
民，有个头疼脑热的，只要一
个电话，贺星龙就骑着摩托
车赶过去了。

记 者 拨 打 贺 星 龙 的 电
话，听到“您好，贺星龙医生
对各村常见病提供 24 小时
上门服务，不收出诊费”的彩
铃声音。村民们说，这是贺星龙在 2006 年设置的，当
时，他还印发了 4000多份传单和名片。

随着一阵摩托车声响，贺星龙回到诊所，他刚才去
徐家垛村给一位老人看病了。眼前的他，戴着一顶盖
住了耳朵的帽子，穿着一件褪色的灰色衣服，鼓鼓囊囊
的行医包背在肩上，中等个子，脸膛黑红，眼角泛起几
道与年龄不相符的皱纹。

正准备吃午饭时，贺星龙的电话又响了，他憨憨一
笑说：“有个村民发烧咳嗽，我得赶过去。”记者跟随他
来到这位患者家中。贺星龙熟练地为患者听诊、开药、
输液，并不时安慰两句，患者的情绪渐渐稳定：“龙龙，
这回多亏你了。”

说起贺星龙，村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2013 年腊
月的一天，下着鹅毛大雪，索堤村贺润平的孙子发高
烧。贺星龙接到电话后，背上行医包，骑着摩托车赶
去。不料，雪越下越大，坡陡路滑，贺星龙连人带车一
起跌进路边 1 米多深的沟壕里，右脚受伤。他忍着脚
痛，扶起摩托车，艰难地赶到患者家中。第二天，他的
脚更肿了，就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出诊。

为村民送医送药

在距乐堂村十里路的上村，五保户冯对生孤身一
人住在村里闲置的学校里。老人双腿残疾，脚踝处皮
肤溃烂。贺星龙知道后，便天天到老人家里，照料老人
吃喝，给老人看病换药，从不收诊疗费，药费也由他来
垫付。

“有钱看病，没钱也给看病。这娃从来没有张口要
过钱。这不，现在我还拖欠星龙 100 多元医药费。”索
堤村 70 岁的庞润娥患有高血压，今年年初头晕得厉
害，贺星龙给她输了 5 天液。她家里经济拮据，一时拿
不出医药费，只能等卖了核桃再跟贺星龙结算。

在贺星龙家，记者发现了 7 本厚厚的账本，上面记
着他多年来给部分低保、无保老人赠送的药物数量，总
计价值 45689 元；还有近 4 年患者赊欠医药费的账目，
有些因为种种原因已成死账，多达 57235 元。“以前的
账我已经全烧了。”贺星龙告诉记者，“村民生了病，总
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给看吧”。

“村里有不少五保户、低保户，给他们看病我都不
要钱。去年收成不好，不少人看病就先赊着。”贺星龙
说得轻描淡写。

其实，贺星龙并不富裕。他每月仅有 400 元的固
定收入补助，以及公共卫生补贴和一针 5 元的疫苗接
种补助，妻子在一家打印店打工，每月工资 700 元，再
加上种地的收入，他家年收入约 2万元。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贺星龙留在村里为村民行医
16 年呢？贺星龙说，“回村给乡亲们看病是我儿时的
愿望”。

贺星龙 12 岁那年，最疼爱他的爷爷得了肾病，因
无钱医治去世。临终前，老人拉着贺星龙的手说：“娃
呀，好好念书，长大学医。”从那时起，贺星龙就有了当
医生的念头。

1996 年，贺星龙考上了太原市卫校，可每年 6800
元的“巨额”学费让他望而却步。无奈之下，他选择了
每年只需 3000 元学费的运城民办卫校。就这 3000
元，也是全村人凑齐的。毕业后，大宁县县医院曾想留
下贺星龙工作，可他推辞了，执意要返回村里，“是大伙
凑钱供我学医，留在城里，良心上就对不起乡亲们”。
就这样，贺星龙回到村里，每天早上 5 点出门，晚上 11
点多回家，为患者看病。

2009 年，贺星龙的两个孩子到县城上学，妻子想
让他把诊所开到县城，偷偷租下一间门面房。可贺星
龙不同意，他放心不下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他说：“不
是村民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村民。”在他心中，山村病
人的事，就是他心中顶天的大事。

吕梁山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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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中信重工铸锻公司冶炼车间
的熔炉烧得火热。杨金安穿着厚厚的阻燃
服，仔细查看钢水情况。在这超过 50℃的
冶炼车间里，看着内部温度超过 1600℃
的大型炼钢炉，他觉得很安心。

炼钢 32 年，杨金安被誉为“钢铁战
士”。他是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冶
炼车间 50T 电炉班班长，更是金牌首席
员工，技术和想法都“特别厉害”的

“大工匠”。

从学徒到工匠

1984 年，杨金安被分配到冶炼车间
从事平炉炼钢。车间里打雷般的轰鸣，差
点击碎了杨金安的炼钢梦。“那时，车间里
烟尘弥漫，钢花常落到身上。”杨金安说。

但很快，杨金安就下了决心，“条件这
么苦，自己更要努力学点真本事”。抱着这
个想法，再大的困难也就不畏惧了。

“那时条件差，炼钢活累，但每炼好一
炉钢，就像在炎热的盛夏喝了一大碗凉
茶，爽透了！”杨金安说。

杨金安是个倔性子。当时，厂里开展
劳动竞赛，杨金安带着十几个年轻人，发
了狠劲。一年里他们有 8 个月拿了大奖，
老师傅都冲他们竖大拇指：“牛！”

杨金安说，最难忘的是在平炉的 20
年。

2004 年，平炉改电炉之前，碳的控
制、合金回收率等重要指标，全凭炼钢人
的经验，这逼着杨金安一头扎进对炼钢难
题的研究中。他满世界跑着买资料，了解
世界上最先进的炼钢工艺和技术。

“多向经验丰富的师傅请教。”杨金安
说，关键是要积累经验，学习他们解决问
题的方式和思路。

杨金安有一本微微泛黄的 64 开工作
手册，总是寸步不离地带在身上。每天的
工作安排、炼钢种类、材料、大小，以及每
炉钢水的电耗、氧耗等，他都记录在册。32
年来，这样的笔记本，杨金安用了 50 多
本，成为他的炼钢“宝典”和创新“大数据
库”。

“我就是喜欢摸索怎么炼钢！”现在取
一勺钢水，泼在地上，杨金安就能判断出
它的碳含量；看炉渣的温度，就能判断钢
水的温度。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经验积
累，更有可贵的创新精神融贯其中。

目前，杨金安共进行重大攻关课题研
究 8 项，成功完成推广应用 5 项，提出创新
合理化建议 20余项。

三天两破纪录

在杨金安大工匠工作室内有一个 1
米高的玻璃柜，里面陈列着一块块钢种样
品，有超低碳不锈钢系列、核电钢系列、航
空航天钢系列等，记录着杨金安和团队在
炼钢领域攀登的一座座高峰。

2015 年 6 月 10 日，刚刚下夜班的杨
金安累得睁不开眼，但他坚持没有回家。
上午 9 点，由他主持的目前国内最大规
格、超特大型整锻加氢筒体锻件用 338 吨
钢锭浇注的工艺策划会准时召开。

会议持续到上午 11 点。等送走了所
有人，杨金安把自己关在工作室，反复翻
看早已了然于胸的每一个工艺策划细节。

接着又赶到生产现场，仔细查看开工前各
道工序的准备情况。

14 时，杨金安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
家，午饭也没有吃，挨着床就睡着了。

19 时，杨金安猛地醒来，草草吃了些
饭，就早早赶到公司。晚上 22 时，送电、炼
钢，“战役”即将拉开。

然而一个突发的小故障让所有人的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杨金安吆喝着关掉电
闸，抢着爬上炉子一看，原来是电极夹头
的横臂端面磨损，造成电极打火，如果修
整夹头端面，需要四五个小时。

但生产计划已经排出，所有设备、所
有人都在等，根本来不及修。杨金安与机
修主任紧急商量后，决定临时加铜垫片。

23 时 40 分，机修人员经过火速抢修，
再次送电。50吨电炉正常启动、开炼，其他
设备相继“上阵”⋯⋯冶炼车间内一时间
轰隆隆响声一片、红彤彤火热一片。

杨金安不敢有半点懈怠，紧盯现场，
寸步不离。

2015 年 6 月 11 日 17 时 30 分，钢水精
炼结束，他又来到浇注现场，“出钢就在两
三分钟时间内，钢水会二次氧化，化学成
分也会变化，钢水余量不足会出现‘卷
渣’，不能有任何差池”！

19 时，338 吨超特大型加氢筒体锻件
用钢锭成功完成浇注。

2015 年 6 月 12 日夜晚，国内最大管
板锻件也成功完成冶炼、浇铸。三天三夜
里两破纪录，杨金安破例开了一瓶啤酒庆
祝，结果面条还没吃完，就歪在椅子上睡
着了。

多少个后半夜被电话惊醒，多少次奔

赴炼钢车间，力挽狂澜。杨金安说，只有历
经千锤百炼，才能成为优秀的炼钢人！

打造大工匠团队

2013 年，杨金安“大工匠”工作室成
立，他和另外 11 名优秀技师、年轻工人组
成团队，每周五上午在一起探讨生产过程
中的各种问题。

晚上炼钢，白天讨论业务，杨金安起
初担心影响休息，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让他
有些招架不住，“原本 12 人的团队，每周
来开会的却有三四十人，坐不下了就站
着”。

在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一个
个重大课题被攻克，一项项创新合理化建
议被提出，杨金安却并不满足，“每个人都
要成为‘钢铁战士’”。

他最担心公司年轻炼钢工人断档。
“最难熬的是炼钢的脏、累、苦，年轻人
如今很少有能坚持下来的。”杨金安说，
炼钢主要靠实践、实战，没有十年八年
的炼钢经验，根本就不具备当带班班长
的资格。

每遇到一个炼钢工好苗子，杨金安都
会如获至宝，毫不保留地把所学技艺传授
给徒弟。一个新进公司的大学生想到工作
室旁听学习，杨金安兴奋不已：“欢迎！欢
迎！我们工作室的大门永远敞开！”

2015 年，除参与年度重点课题科研
攻关外，杨金安大工匠工作室的重要任务
就是优化操作方法，做好年轻工人的培
训，传授实践经验和诀窍，带动更多的职
工提升技能。“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创客’精神，更需要‘工人创客’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不负公司的期望和重托，不负
这个大平台和大时代。”杨金安说。

如他所愿，在人才的强力支撑下，中
信重工已拥有国内首台 80 吨电渣重熔炉
和 80 吨超高功率电弧炉、150 吨 LF 精炼
炉等一大批国内最先进的炼钢设备，打造
出国内乃至全球冶炼能力最大的炼钢系
统，具备冶炼所有钢种的生产能力。

百 炼 成 钢
——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金牌首席员工杨金安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杨金安是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金牌首席员工、冶炼车

间50T电炉班班长。炼钢32年来，

他勤奋好学，勇于创新，共进行重

大攻关课题研究8项，提出创新

合理化建议20余项。工作中，他

不但屡创佳绩、屡破纪录，还依托

工作室，不断培养年轻人才，为企

业注入活力。

王淑芳在认真工作。 （资料图片）

人物小传

炼钢中的杨金安。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