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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沧州，说

起 东 塑 集 团 原 董 事

长于桂亭，很多人都

会称赞：“这个老人了

不起！”

72 岁 的 于 桂 亭 听 到 这

话，淡然一笑：“咱就是个普通

党员，没啥了不起的。”

30 岁时，于桂亭接手一家濒临倒

闭的集体企业，却在考虑几十年后的

事；60 岁时，有了亿万元身家，他却想着回

馈企业和社会；年近古稀时，他又发现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敢想敢做

于桂亭的传奇始于 1979 年。几个敞风

漏气的车间、26 台老旧设备、成堆成垛积压

的凉鞋，上百万元的外债加上 300 多张等待

吃饭的嘴，这些就是当时的沧州东风塑料

厂 。 于 桂 亭 被 任 命 为 这 个 厂 的 党 支 部

书记。

“不仅开不出工资，连 5 元火车票钱都

没有。”于桂亭回忆说，他费尽周折才从银

行贷到 5 万元，东风塑料厂艰难起步。

贷款只能救急，救命的路咋走？当时

河北有 8 家凉鞋厂，7 家转产，只剩东塑还

是亏损企业。有位领导劝于桂亭：“你们也

转产吧！”

“我手里没钱，就这一堆设备、一群人，

想转也转不了。他们转产，正好给了东塑

机会，我相信凉鞋还有市场，只是咱们的产

品跟不上时代。”于桂亭对那位领导说，再

过一年你来看，我一定能让东塑的凉鞋火

起来。

为研制凉鞋新花样，东塑成立了技术

攻关组。自己画图纸、削木头、做模具⋯⋯

日夜攻关，新产品终于有了，怎么卖出去？

那个年代，全国的订货会都是有关部门组

织的，于桂亭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自个儿

开订货会！同事们吓得一激灵，企业自己

开订货会，上头没文件，可是要担责任的。

“怕啥！改革就是要打破常规。”于桂

亭给大家打气：“出了事，我担着！”3 天时

间，来自全国 246 个单位的人前来参加东塑

订货会，会上一下子订出 500 万双凉鞋。

订单爆满，生产能力跟不上了，于桂亭

又跟大家商量：打破大锅饭，把各个生产环

节细化量化，再具体分配到每一个车间、每

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头上。完成有奖，完不

成挨罚。

政策对了头，干活像头牛。从注塑车

间到捏合车间，从成品车间到维修车间，东

塑的工人们跟每一克原料、每一个零件、每

一双鞋较真。过去工人们因为活儿多提意

见，现在抢着加班。几年后，东塑生产的凉

鞋不仅摆上了北京王府井的柜台，还走出

国门、热销欧美。1989 年，企业实现净利润

1600 多万元，成为河北沧州龙头企业之一。

1988 年，于桂亭被当时的国家轻工业

部授予“全国轻工业改革闯将”称号。他的

敢 想 敢 做 ，也 让 东 塑 成 为 一 个“ 大 胆 ”的

企业。

勇争第一

凉鞋卖火了，但于桂亭却皱起了眉

头。“这个行业门槛太低，黄金时代很快

就会过去，要为以后做打算。”于桂亭意

识到，要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变化，上新

项目。

东塑的“大胆”，正是源于这种理念。

几十年来，于桂亭带领东塑先后 10 多次在

产品仍盈利的时候，就根据未来趋势果断

淘汰旧产品，上新项目。同样是做塑料产

品，但东塑不满足于只做凉鞋。

1998 年，东塑成为沧州第一家完成股

份改制的企业。当时的东塑，已经下设 3 个

子公司、5 个分公司，主要产品从凉鞋变成

了农地膜、波纹管、床垫、PVC 塑料管等九

大类产品。

在曾经的一次总经理办公会上，于桂

亭提出了“三个不做”：容易的事不做，没有

风险的事不做，超越能力的事不做。“容易

的事大伙都抢着做，竞争激烈，生存空间

小；做生意，要抢抓时机快人一步，这就意

味着要冒风险，看准的事要敢于孤注一掷；

但是做不容易、有风险的事，要有底线，不

超越能力范围。”

这次办公会上，东塑决定上马 PE 管道

项目。当时正是看准了国家要建设西气东

输工程，需要大量 PE 管道，而且这种材料

在工业、农业、建筑等方面用途广泛，发展

前景广阔。

也是在这时，东塑淘汰了集团支柱产

品之一的农地膜。“农地膜科技含量低，

没有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差。”于桂亭给

项目负责人做工作，“不能等到市场萧条

了再去关停，此时生产线还能卖个好价

钱，也可以给新项目留下足够缓冲期，平

稳过渡。”

事实证明，于桂亭的决策是正确的。

东塑花巨资从韩国引进 PE 管道设备，当年

试生产，当年投入市场。第二年销售额就

达到 1 亿元，利润 2200 多万元，超出购买设

备的费用。

随后 10 多年，东塑集团又瞄准行业先

进技术和市场需求，先后上马了尼龙膜和

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与管道项目一起形

成三大主营产品，在行业细分领域做到了

两个世界领先、一个国内领先。

一次次转型成功，离不开东塑对自主

创 新 的 执 着 。“ 从 做 床 垫 、 波 纹 管 到 管

道，都靠自主创新。”于桂亭回忆说，上

马尼龙膜项目后，请来的外国专家甩手不

干了，企业开始自己攻关，在技术方案优

化了上百次后，终于实现了世界顶级尼龙

膜生产线自主化。隔膜项目也是通过自主

研发大幅降低了产品价格，让国外同行刮

目相看。

40 多年来，东塑集团已经发展成为资

产总额超 200 亿元、员工 3000 余人的沧州

标杆企业。

回报社会

60 岁退休的时候，于桂亭制订了一个

计划：将自己持有的企业股份拿出来，每年

无偿转让一部分，用于奖励企业技术能手

和业务骨干。同时，他将精力用在公益事

业上。

当时这可是一笔价值 20 多亿元的巨

款 。 但 于 桂 亭 说 得 云 淡 风 轻 ：“ 我 这 叫

‘转嫁责任’，企业在我手里变好不重要，

关键是能传承下去，让更多人获益，成为

百年老店。”

多年来，于桂亭捐资建校助学，帮助受

灾商户⋯⋯但是在 2015 年，于桂亭暂停了

稀 释 个 人 股 份 的 计 划 ，把 钱 用 来 干 一 件

大事。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

略后，于桂亭再次敏锐地察觉到，在众多北

京非首都功能的产业中，服装服饰是疏解

难度最大的产业之一，涉及从业人员近 60

万人。他想抓住机遇，既投身这项工作，又

为家乡做点贡献。

“这要是个赚快钱的项目，我肯定不

做。”于桂亭分析说，“这个产业就像一棵大

树，根深叶茂，如果疏解到沧州，整体移栽

的效果最好，但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

于是，“移树计划”成了于桂亭近几年

最操心的事。6 年多来，他在自己家里接待

了 6 万多人次北京服装产业商户的考察。

他觉得这样可以“表达最大的诚意，让商户

有回家的感觉”。

于桂亭拿出的不仅是诚意，还有真金

白银。为疏解商户制定免租金物业费、提

供免费拿货大巴、成本价住房等保障政策，

拿出个人的股本收益作补贴，目前累计补

贴超过 16 亿元。

几年来，已经有 1 万多家服装批发商

户、约 4000 家服装生产加工企业落户沧

州。沧州服装服饰产业前店后厂、全链条

并举的格局已经形成。一棵服装产业的

“大树”，正在新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东 塑 集 团 的 发 展 壮 大 ，离 不 开 于 桂

亭。退休后的他只保留了一个身份：东塑

集团党委委员。

“10 年来，我没给东塑推荐过管理

人员，只推荐入党积极分子。”于桂

亭说，“听党话、跟党走”是他的人

生 信 条 ；为 企 业 厚 植 红 色 基

因，是他自认为“最大的贡

献”。2021 年 6 月，于桂

亭 获 得“ 全 国 优 秀 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

于桂亭用行

动 注 释 了 他

常 说 的 那

句话：“我

是 一 名

在 企 业

工 作 的

党员。”

核 电 科 学 家 的 自 主 梦
——记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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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桂亭——

这 个 老 人 了 不 起这 个 老 人 了 不 起 ！！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沧州人说起于桂亭，会谈到过去几十

年里，他“大胆”带领企业从“烂摊子”走向

集团化的历程，还有东塑集团一次次舍旧

换新的“善变”故事。于桂亭的“大胆”，源

于他对技术创新的信心和敢闯敢试的改

革担当；他的“善变”，是凭借先人一步的

产业嗅觉和对市场趋势的科学研判。

在于桂亭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一名企

业家的成长；从于桂亭的故事中，我们可

以感受到具象化的企业家精神。

于桂亭的眼里有市场，敢于冒险、善

于合作，最重要的是执着于创新，所以才

能让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厂起死

回生，多次出人意料地号准市场脉

搏，闯出了一条地方小企业的成长壮

大之路；于桂亭的眼里有员工，他深知员

工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深谙企业管理之

道，让员工凝心聚力创造价值，也将企业

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他既是管理者，也

是服务者；于桂亭的眼里有社会责任，这

也是他赢得很多人尊重的重要原因，创造

财富是他实现价值的

过程，奉献爱心、回报

社会是他的目标。

敢 为 人 先 走 新 路
陈发明

在南充高中 1981 级班级微信群里，邢继鲜

少发言，存在感不是很强。

2017 年 5 月的一天，一位同学把邢继获奖的

新闻链接放在群里，一下“炸”开了锅。

2015 年 5 月，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

一号”示范机组在福建福清开工建设。次年，作

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华龙一号”总设计

师的邢继与屠呦呦等科学家一同站上颁奖台，当

选中央电视台“2015 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从秦山核电站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岭澳核

电站，邢继几乎参与了我国近 30 年间所有的核

电站建设。核电自主是他早就坚定的人生梦想，

而“华龙一号”就是他梦想实现的地方。

1964 年，邢继出生在四川南充。他从小就喜

欢画画，高考报志愿时，老师极力劝说邢继报考

艺术院校。“我从小就对武器装备感兴趣，

这也对我后来选择职业有很大影响。”

高 考 时 ，邢 继 报 考 了 哈 尔 滨 工 程

大学。

大学毕业后邢继被分到核二

院（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前身）

工作。1990 年至 1992 年，他被派

往大亚湾现场做设计援助，大亚

湾核电站是我国引进的第一个先

进核电站，管理理念很先进。

“当时，我国装备制造业还非常

落后，连水泥、电话线都是进口的。我

们当时都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核电站。”邢继回想

起在大亚湾工作的日子，仍记忆犹新。

“当我们接收国外先进核电技术转让时，因

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不完整，我跟对方讨论研究

如何尽快让我们的设计人员掌握技术。对方经

理却说：‘让你们的设计人员放下手中的笔，打开

复印机就行了。’”邢继自那时起就明白了一个道

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作为一名中国核

电人，“自主”成为他坚定的人生梦想。

可想要实现“自主”之路，何其漫长而艰难。

为了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以邢

继为代表的中国工程师不断探索，完成了一个又

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大亚湾核电站

到岭澳一期，再到岭澳二期，我国在百万千瓦级

核电站自主化设计上实现了三级跳。而今天的

“华龙一号”实现了设计完全自主并拥有知识产

权，更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5300 多家企业，共同突

破 411 台核心装备的国产化，实现了由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每次在我们纠结困惑

的时候，总能给我们指明方向。”中国核电工程有

限公司北京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原院长信天民如

此评价邢继。

2009 年 ，中 核 集 团 将 CNP1000 更 名 为

CP1000，“二代改”自主研发重新开启。2009 年 1

月 17 日，中核集团会议室一场关于自主核电技

术顶层方案的专题会，已僵持两个小时。是让步

工程进度，采用单层安全壳，还是追求设计优先，

采用双层安全壳，专家各执一词。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了邢继很长时间。身为

总设计师的他，此刻不能再有丝毫犹豫。他从笔

记本里抽出一张纸条，这是他前一天晚上手写的

发言稿。他说：“我建议采用双层安全壳。华龙

要做就做最安全最好的。”说完之后，会场响起了

持久的掌声。

2010 年，邢继带领他的团队又提出了“能动

和非能动相结合”的构想，恰恰满足了福岛核事

故发生后，国际对核电站的更高安全需求。

邢继带领团队一次又一次站在了核电发展

最高端，使得“华龙一号”顺利落地。“自主核电

站，应该在安全设计上有更高的目标，而且我们

有信心实现它。”

“他不温不火，特别有韧劲。”中国核电工程

有限公司北京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宋代

勇说，“邢继总是说，核电工程不是一个集团的事

情，是国家大事，也是世界大事。”

正当我国自主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就要落地

时，2011 年 3 月，日本福岛核事故突发，使即将上

马的 CP1000 工程停下了脚步。

“这对我们的打击相当大。”邢继说。

但邢继非常清楚，“没有时间给我们疗伤。

从某种意义上看，福岛核事故为‘华龙一号’研发

赢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时间”。邢继给团队加油打

气，我们的目标是做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这番话一出，团队迅速调整好状态，全力以

赴 投 入 到 三 代 核 电 技 术 的 研 发 当 中 ，这 就 是

ACP1000。 2013 年 4 月 ，ACP1000 正 式 命 名 为

“华龙一号”，寓意“中华复兴，巨龙腾飞”。

对邢继来说，更值得欣慰的是，通过“华龙一

号”的型号研发，培养了一大批自主研发设计、安

装建造、采购调试等人才，形成了超过 10 万人的

核电相关技术队伍。通过“华龙一号”首堆牵引，

成功带动了上下游中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整体升

级，真正实现了中国创造。

如今，“华龙一号”已落地巴基斯坦并投入商

业运行，“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由此成为我国在国

际舞台上的新名片，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而享誉全球。

东塑集团员工在进行双向拉伸尼龙东塑集团员工在进行双向拉伸尼龙

薄膜收卷工作薄膜收卷工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东塑集团党委委员于东塑集团党委委员于

桂亭桂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邢继邢继（（中中））在建设中的在建设中的““华龙一号华龙一号””反反

应堆厂房内查看施工进展应堆厂房内查看施工进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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