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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期坚守一线，组织完成多项国
防重点工程研制和批产任务，用无声的
行动践行了一名船舶军工人对国家的庄
严承诺；他敢想敢干、敢拼敢闯，带领
企业大胆改革创新，将重庆前卫仪表厂
从生产传统单一产品的军工企业打造成
具有七大产业群的军民融合式发展科技
集团；他始终对党忠诚，对事业充满激
情，为企业的改革发展殚精竭虑，为员
工谋福利不计得失，长期超负荷工作，
直至累倒在岗位上⋯⋯

他叫张进，生前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中船重
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原重庆前卫仪表厂厂长，重庆前卫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总经理。

因常年忘我工作，积劳成疾，2016年
6月26日，张进不幸去世，年仅52岁。

不负使命 矢志报国

“选择了军工，就选择了使命与责
任。”这是张进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选择进入军工企业的那一刻，张进就
把国家的需要当成自己的最高需要，把报
效祖国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

1987 年，张进从原镇江船舶工程学
院毕业后，分配到国营前卫仪表厂工作。
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黄四光当时与张进同在一间办公室
工作。“每天，张进总是第一个来到办公
室，最后一个关灯下班，有时还主动加
班”。他回忆说。

“张进分配到前卫厂时，工厂正处在
转型探索的低潮期，人才流失现象极为严
重。每年，怀抱理想和雄心的大学生是来
一茬走一茬。”黄四光说，没料想，张进却
主动请缨，选择从机关科室调到当时设备
落后、条件艰苦的燃气表装配车间。

从那以后，大家经常看到一个满头大
汗、浑身油污、走路匆忙的年轻人在厂区
内，不分白天黑夜、周末节假日来回忙着
装配、转运产品。有时，为抢工期保进度，
张进还经常蹲守在机床旁，亲自将产品送
到下一道工序。

2004 年初，张进就任前卫厂厂长。
在他心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军
品研制任务是最大的使命与责任。为完
成军品任务，他曾经独自背起40多公斤
重的零件摸黑转运；为提高产能，他连
续半个月蹲守车间，与大家一起研究工
艺方案⋯⋯

2010 年，国家启动了“海盾-06”生
产动员演练，前卫厂由平时生产状态转入
模拟战时生产状态。作为这次演练的总
指挥，张进把洗漱等生活用品搬进了办公
室，和职工们同吃同住在演练现场。

制定周密生产计划，通宵达旦靠前指
挥，亲自协调供电，连夜抢修关键设备
⋯⋯64 个昼夜不间断的生产演练中，张
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当演练任务圆满
完成时，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满是疲惫，消

瘦了一圈的脸庞却露出了笑容。在那次
演练中，前卫厂的组织指挥能力、生产动
员能力、平战转换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得
到各方肯定，被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授予

“全国国民经济动员先进单位”称号。

改革创业 一马当先

“一个军工仪表加工企业，从工厂到
公司再到集团，张进用命带着大家拼出了
一个新前卫！他是前卫的儿子、前卫的福
气，我为他骄傲！”杨国才，这位65岁的退
休老人、30年前的生产科主任，见证了张
进在前卫成长奋斗的30年。

杨国才说，张进上任之初，重庆前卫
仪表厂和重庆众多三线军工企业一样，产
品结构单一，经济规模徘徊不前，持续发
展能力不足。面对这一情况，张进没有等
靠要，而是主动出击、主动突围。

带领一家传统的军工企业调整转型，
是要冒风险的。在带领前卫厂实施军民
融合改革发展过程中，张进曾面临很大压
力，但他敢于“亮剑”。

2006 年，张进抓住海装风电公司成
立契机，积极推动前卫厂参股该公司。“那
段时间，只要有一点时间，张总就把我们
找到办公室，向他介绍风电产业的知识和
市场前景，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
问得我们目瞪口呆、抓耳挠腮”。当时派
往海装风电的前卫厂员工清晰记得张进
的勤奋和投入。

凭着对风电产业的大量考察论证和
调研分析，张进在短时间内从风电产业的

“门外汉”变成了“风电专家”。此后，他不
仅主导前卫厂投资成为重庆海装风电公
司的第二大股东，还为前卫厂找到了从事
风电产业的产品方向——被誉为风电产
业“大脑”的控制系统，并于 2007 年完成
了两型风电控制系统的开发。

2008年，张进了解到，重庆一家生产
水表的民企因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在
周密细致地调研分析和反复论证之后，他
果断决定收购这家民企。通过历时一年
多的艰苦谈判，前卫厂成功收购了该公
司，实现了由燃气计量仪表向水计量仪表
的拓展。紧接着，他又率先在国内将互联
网技术应用在水表上，成功将重庆智能水
表推向全国，并成为该行业中唯一的中国
名牌产品。

“当年花 2300 万元收购，到 2012 年
已全部收回投资，且不论3万多平方米的
厂房、设备，50 多亩土地。相当于 4 年净
赚了一个优质产业和优质企业，达到了低
成本扩张的目的。”回首来时路，黄四光对
张进独到的市场眼光十分钦佩。

在推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张进总是
充满激情、敢拼敢闯、多谋善断，用事实创
造出许多为人称道的“前卫速度”。比如
在 2012 年，他主动顺应重庆市产业结构
调整大势，积极推动前卫公司进入 IT 配
套产业，用时不到 3 个月，就使之成为 IT
巨头富士康的主要配套供应商。

“张总选产业，有所为有所不为，选哪
个产业都是前期经过大量的摸底调研，通
过研讨统一思想后确定的。”前卫科技集
团产业发展部主任李原说。

凭借着勇担大任、锐意改革创新的进
取精神，在张进带领下，前卫公司军民融
合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发展
成现今的军品、燃气计量、水务计量、风电
控制系统、海洋石油工程装备、高压电力
计量、IT配套七大产业群，形成了集团化
发展局面，经济总量翻了 4 番。2015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8 亿元、利润 8107
万元，年末净资产14.9亿元，分别较2003
年增长了1239%、2029%、1553%。

不忘初心 一心为民

入党多年，张进始终不忘入党誓言，
保持着一颗为民奉献的初心。

熟悉张进的人都说，在他心里，装着
国家、装着企业、装着每一名员工。在他
心里，事业最重、荣誉最轻；企业最重、家
庭最轻；员工最重、自己最轻。

2004 年，前卫厂职工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被 800 米外的一家化工厂泄露出的
氯气所威胁。在外出差的张进闻讯后，立
即赶回工厂，不顾安危两次组织职工家属
疏散撤离，并带头在工厂和家属区通宵巡
逻值班。

对待员工，张进无比关心；对待自
己 ， 他 却 近 乎 苛 刻 。 2004 年 和 2006
年，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前卫厂建了
好几批经济适用房、集资房。每次，张
进完全有条件购买新房，但他都没有
要。他说，“我在前卫厂已经有一套福利
房了，这些房子应该先给职工分配”。事
实上，他所说的福利房是一套50多平方
米的老房子。如今，前卫厂的大多数员
工都住进了宽敞的新房。

张进干工作很“拼”。前卫科技集团
办公室副主任孙君晓说，张进几乎没有节
假日和周末，通宵达旦工作是家常便饭，

“2015 年，张进兼任海装风电副总经理
后，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每天
工作超过16个小时，从早上7点到凌晨2
点，从周一到周日，从未间断”。

长期操劳，过度付出，导致张进身
体严重透支。2015年下半年，张进被查
出“癌症晚期”。自知生命进入倒计时，
他却依然惦记着未完成的工作，牵挂着
让所有员工都享受到发展成果的“前卫
小康梦”。孙君晓回忆说，“生病住院期
间，张进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强烈反对，
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公司，经常是拔了针
头就上案头”。

“他不是不爱家人，不爱自己，而是把
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
重要。”说起自己的丈夫，张进妻子满眼泪
水，声音哽咽。

带着对事业的无限眷恋和忠诚，张进
走了。6 月 28 日，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
内，白花朵朵、哀乐声声，前来吊唁的人排
起长队。6月29日，中船重工党建工作会
上，集团公司党组追授张进为优秀共产党
员和模范领导干部，全体与会代表为他默
哀一分钟。

生 命 的 承 诺
——追记中船重工集团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原副总经理张进

本报记者 吴陆牧

“西藏的每一座高山都让人心生敬
畏。每当我想到这片广袤土地下蕴藏的
资源，想到自己可以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
献，就激动得睡不着觉。”回想起初入西藏
的情景，唐菊兴难掩兴奋之情。

52 岁的唐菊兴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
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室主
任。自 1995 年首次踏上西藏，他就与雪
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20多年间，从三
江源头到雅鲁藏布江，从冈底斯山脉到阿
里地区，广阔高原上，到处留下他矫健的
身影。他和团队在西藏开展了 1:5 万、1:
2.5 万、1:1 万、1:2 千地质填图，开展了化
探异常的三级、二级查证等全部勘查评价
过程，积累了丰富的野外第一手资料。

“说起西藏的山山水水，唐老师真是
一个‘西藏通’。在他的帮助下，我学到了
很多东西。”曾跟随唐菊兴一同勘测，如今
已成为单位骨干的鲁茸益新说，“特别是
唐老师的敬业精神，让我深为敬佩”。

唐菊兴的工作区域大多在 4500 米以
上的高海拔山区，条件十分艰苦。但 20
多年来，他每年都在野外长期工作，最长
的一次，在工作区连续驻扎200多天。

2006 年，唐菊兴开始主持甲玛沟地

下资源的勘探评价工作。为早日揭开甲
玛沟地下神秘的面纱，他和团队一刻也不
敢懈怠。尤其在科技攻关最为重要的
2008 年，他不顾天寒地冻，于当年 3 月份
就进入青藏高原，起早贪黑地忙碌了大半
年。值此攻坚克难之时，家里突传噩耗：
卧床一年多的老父亲病逝了。远隔千山
万水，唐菊兴最终未能来得及赶到病榻前
与父亲告别，这也成为他多年野外工作的
遗憾。“我把这种遗憾和自责化作了前进
路上的动力——唯有尽职尽责，才可告慰
父亲的在天之灵。”唐菊兴说。

繁重的任务，巨大的压力，都压在唐
菊兴身上，让他苍老了不少，满头银发、胡
茬花白。在青藏高原从事野外地质工作
随时可能遇到困难和危险，更加让他时刻
揪心。作为团队的主心骨，他不仅要承受
来自技术难题的压力，更要为队员、学生
们的安全负责：在取得勘查进展的同时，
要保证大家安全回家。

如今，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内地相
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更别提以前了。就
拿过河来说，在青藏高原都是个技术活。

“上世纪 90 年代，高原山区深处的小
河沟上几乎没有桥梁。因此，我们过河经
常是靠越野车加足马力，一口气冲过去。
在湍急的河水中，汽车很容易熄火或者被
石头卡住无法前进。这时，就需要有人下
河去把钢缆挂在被困车辆上，再用另外一
辆车把这辆车拉出来。”唐菊兴回忆起当

时过河的“技术细节”。每次遇到这样的
情况，都是他下到冰冷刺骨的雪水到河中
央把钢缆挂好。

20 多年来，在这世界屋脊上，20 米就
有一个测量点，100 米就是一条线，唐菊
兴和团队硬是用双脚丈量了下来，圆满完
成了各项工作。

在艰苦的环境中，唐菊兴坚韧不拔的
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团队的成员。

“唐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地质工作就是
要吃得苦、爬得山，只有当好一个合格爬山
匠，掌握第一手资料，才有发言权，有创新
的可能。”唐菊兴的学生王豪说，在老师的
带动下，他已经在西藏工作了好几年。

唐菊兴现身说法，言传身教，学生们
感同身受，也奔走在青藏高原上，从事着

“上山扛设备、下山背石头”的科研工作。
多年来，唐菊兴为我国西藏的地质事

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近几年，他还
利用西藏甲玛科学研究基地为西藏大学

等高校开展教学培训，为当地人才的培育
作出大量努力。在实际工作中，他十分注
重培养藏族技术人员，很多跟着他在野外
工作过的藏族同胞都已成长为技术骨
干。自 2014 年以来，他还连续为人社部
组织的西藏高层次地质人才培训 2 期学
员共计 120 余人，为西藏地质六队、西藏
区域地质调查大队等地勘单位培训技术
人员200余人次。

不仅如此，唐菊兴还注重带动企业进
行科研储备。

在西藏一家企业的岩芯库内，分门别
类地整齐摆放着 25 万米岩芯。在唐菊兴
和团队的悉心指导下，该岩芯库的管理非
常标准，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岩芯
库，对地质科研将起到重要作用。

跋涉在世界屋脊，唐菊兴常自喻为快
乐的爬山匠，背着行囊不停地为祖国找

“宝藏”。为国家找到一个“宝藏”后，归宿
肯定是下一座高山、下一个“宝藏”。

雪 域 爬 山 匠雪 域 爬 山 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代代 玲玲

顷顷紫芒摇七月，穰穰玉
糁杵西风。位居五谷之首的水
稻，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的长
江、珠江流域，可近年来，山
东临沂郯城县却成为“鱼米之
乡”。这里水稻种植面积40余
万亩，年产量达 2.5 亿公斤，
拥有水稻自主新品种 3 个，曾
创 造 了 黄 淮 稻 区 首 例 亩 产
843.5 公斤的超高产水平。这
一成就的背后，与郯城种子公
司高级农艺师、副经理杨百战
息息相关。

“我考上大学了！”1988
年，杨百战拿到大学录取通知
书后，兴高采烈地跑到地里，
向正在烈日下锄草的爷爷汇报
喜讯。爷爷急切地问：“什么
学校？”“山东农业大学”杨百
战回答。不成想，爷爷大失所
望：“农业大学！还要跟土坷
垃打交道！能有多大出息？”
看着爷爷黝黑的脸庞、瘦削的
身体、粗糙的大手、佝偻的脊
梁，杨百战不仅没有打消兴
致，反而激发出用种子让黄土
地生金的想法。

上世纪80年代，郯城县大
面积推广水稻种植，但因引进
的水稻品种与当地气候、土壤
等条件不适应，水稻产量低、质
量次，用老百姓的话说，“拼死
拼活，收获的大米还没有蛤蟆
多”，大家种植积极性不高。

泥土是种子的家园，只有
深深投入泥土的怀抱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91 年，杨百战从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种子专业毕
业，为改善家乡水稻种植情况，他主动申请来到郯城
县种子研究所工作，开始了枯燥而又充满挑战的水稻
育种。

水稻育种普遍使用生物育种、分子育种、转基因育
种等高科技手段，培育周期短、见效快。但作为最基层
的种子研发机构，郯城县种子研究所人手少、条件差，
缺少高科技育种设备。面对实际困难，杨百战经过比
较，采用了更适合本地的传统系统选育法。但系统选
育法培育周期长，培育环节繁琐，从浸种、催芽、播种、
插秧，到之后的大田管理、施肥除草、防病防虫，直至最
后收获种子贮存，一环扣一环，繁琐而细致，一个环节
出错，都可能导致整个培育过程的失败。为此，他付出
了超人的努力。

为真实全面地掌握水稻生长情况，杨百战每天都
到试验田检查水稻生长情况。25 年来，他共记下 40
多本工作笔记，采集了10万多个数据。

每年的 6 月至 9 月，鲁南地区最高气温近 40 摄氏
度。烈日当空，杨百战终日泡在试验田里，汗如雨下，
还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但这些困难都不能阻
止他“用种子让黄土地生金”的梦想。

天道酬勤。杨百战和同事历时 7 年，终于培育出
超高产、多抗、优质水稻新品种——阳光 200，创造了
黄淮稻区首例亩产 843.5 公斤的超高产水平。2007
年，阳光 200 被农业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并于 2008
年通过国家审定，填补了山东省水稻品种保护领域和
国家审定空白。目前，阳光 200 已被推广到鲁苏皖豫
的100多个县市。2008年，杨百战又选育出水稻新品
种阳光 600；2015 年，他再次选育出水稻新品种阳光
800，并通过山东省审定。

目前，阳光200、阳光600水稻新品种累计推广
种植606.8万亩，总经济效益达6.91亿元，杨百战也
先后被授予中国金桥奖先进个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

杨百战

：让黄土地生金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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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进张进（（中中））与技术与技术
人员现场探讨人员现场探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前卫集团总前卫集团总
部园区部园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摄摄

11 月 20 日，贵州天柱县石洞镇槐寨村格外热闹，
柿子斗笠（右）“工匠”师傅带着徒弟们砍竹、破竹、糊
纸，现场将编织工艺传给后人。

槐寨村位于深山中。很久以前，每年秋天，大家收
集野柿子制成糨糊，用构皮树造纸张，用桐树果籽压榨
出油；冬天，砍竹子编制柿子大斗笠，为来年春耕备用
或销售。这一独特工艺在槐寨村沿传数百年，村里很
多人都会编织柿子大斗笠。 龙胜洲摄

贵州：小村“工匠”传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