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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碳纤维装备研究所所长于素梅——

脚 踏 实 地 攀 登 技 术 高 峰
本报记者 蒋 波

头戴安全帽、一身蓝工装、手里抱着一摞

设备图纸，走路都带风，似乎做好了随时下车

间的准备——初次见到江苏连云港鹰游纺机

集团碳纤维装备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于

素梅，是在集团研发中心一间办公室里。这

里除了层层堆叠的书籍资料、与人等高的设

备图纸外，还有几盒碳纤维材料样品格外显

眼：原丝、碳丝、碳纤维布⋯⋯一根根细如丝、

强如钢的碳纤维产品，串起了这位纺织工程

师的装备设计研发之路。

1987 年，从江苏工学院（现江苏大学）机

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毕业后，于素梅被分

配到连云港纺织机械厂（连云港鹰游纺机集

团前身）工作。30 多年来，从临危受命研发

烫剪机设备，到成功研制成套碳纤维设备，她

和同事们迎难而上，攻克技术难关，参与研发

的“干喷湿纺千吨级高强/百吨级中模碳纤维

产业化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她本人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2021 年度全国三

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承压奋进冲出困境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放在于

素梅身上颇为贴切。

1987 年 7 月，21 岁的于素梅走进连云港

纺织机械厂，成为一名黄麻络纬机设备技术

员。不久，纺织行业掀起了一场化纤材料编

织袋替代黄麻袋的“风暴”，生产黄麻袋制造

装 备 的 纺 织 机 械 厂 陷 入 困 境 ，甚 至 濒 临

倒闭。

“最难的时候，工资发不出来，有的人转

岗，有的人‘下海’，我也曾动摇过，但最终选

择留下。我坚信，纺织行业大有可为。”于素

梅回忆说，企业在市场调研时发现，毛绒行业

后整理设备——烫剪联合机很抢手，但国内

没有厂家能做，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

得知厂里要研发烫剪联合机，于素梅把

大学课本重新搬到案头，主动要求参与。“那

时候年轻气盛，心里憋着一股劲，想要大干一

场。”不久，于素梅成了厂里科技攻关小组里

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承担起烫剪联合机剪毛

部件的设计工作。

“当时没有经验参考，两眼一抹黑。自己

辛辛苦苦一笔笔画出来的图纸，经过工人师

傅一道道工序精心加工后，却无法正常运

行。我既着急又委屈，也有过打退堂鼓的念

头。”回想起这些经历，于素梅说：“老一辈技

术人员手把手梳理设计流程，他们的言传身

教给了我莫大鼓励和支持，也在我内心埋下

了‘传帮带’的火种。”

星光不负赶路人。于素梅和同事们一头

扎进实验现场，边学习边思考，边设计边制

造，连续 5 个月，从早忙到晚，靠着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韧劲，终于将第一台国产烫剪联合

机试制成功。

他们设计、生产的纺机装备不仅能很好

地满足客户需求，而且价格也比国外低，纺织

生产厂家的订单源源不断。截止到 2005 年，

她和团队先后设计开发了剪毛机、抓剪机、烫

剪机等 10 余种新产品，其中多个产品

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帮助企业走出困

境，拓展了市场。

瞄准前沿不断突破

2005 年 9 月，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启动

碳纤维材料装备领域研发工作，于素梅主动

承担攻克高性能碳纤维产业化难题的任务。

碳纤维是一种高性能纤维，单丝直径仅

有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 8 倍，

广泛应用于装备、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当

时，国外先进的碳纤维纺丝机、蒸汽牵伸机、

预氧化炉等关键生产设备我们都没见过，研

发设计连参照物也没有，完全从零开始。”于

素梅说，团队最大的底气就是不畏艰险、排除

万难的决心和精神。

接下来的几个月，于素梅和团队一起，每

每遇到不懂的概念，便跑高校、问专家、查资

料；遇到设计难题，便反复画图、反复试验，直

到达到理想效果。

“为了把碳纤维装备的每项数据计算精

确，于素梅为每个数据都找出理论出处。”同

事郑江文说。

腈纶生产设备与碳纤维生产设备相近，

于素梅便带着团队跟着董事长张国良北上山

东、南下浙江，寻找腈纶生产企业。“我们一住

就是好几天，于素梅在机器旁从早蹲到晚，不

把设备要领琢磨透决不罢休。”同事朱延松告

诉记者。

于素梅带领团队画了近万张设计图纸之

后，终于在腈纶纺丝设备基础上设计出了生

产高性能碳纤维的设备，并于 2007 年 5 月首

次连续生产出合格的碳纤维。

随后，于素梅带领团队马不停蹄，朝着行

业难题碳纤维干喷湿纺技术发起冲锋。

采用干喷湿纺技术纺丝过程中，液面波

动对丝束质量影响很大，极易引起断丝、倒吸

等故障。于素梅和团队努力了很久，但效果

并不理想。“有一天散步时看到微风拂过水

面，一块警示牌立在水中央，两边水纹不同。

这突然给了我灵感，于是便掉头跑回实验

室。”于素梅说，在设备凝固浴槽里增加了一

些 阻 流

板，阻断波纹

的传播，就消除了

凝固浴液面的高速流动带来

的紊流现象，减少了断丝，为生产出高

性能碳纤维原丝打下了基础。

在于素梅的带领下，团队攻关“千吨级干

喷湿纺高性能碳纤维产业化关键技术及自主

装备”项目研发，成功生产出中国第一条千吨

级 T800 原丝生产线和千吨级 SYT55（T800）

碳纤维生产线。

以身作则传承技艺

于素梅的徒弟徐梦茹告诉记者，这几年

她从师父那里获得 3 件“宝贝”，让她受益匪

浅：看书、看图、看装备。

于 素 梅 是 这 样 说 的 ，也 是 这 样 做 的 。

2018 年，徐梦茹拜师当天，于素梅捧出积累

多年的纺织装备设计图纸和一摞纺织行业理

论书籍作为见面礼。

“这些都是我琢磨了大半辈子的结晶，

虽然有的可能过时了，但对年轻人少走弯

路、快速成长总是有帮助的。”于素梅说，除

了看书看图外，她还喜欢带徒弟和同事到装

备试验一线实地研究设备运行情况。“看装

备是个辛苦活，要蹲下来仔细琢磨，一蹲就

是半天，不把装备运行琢磨个透，那就是‘纸

上谈兵’。”

于素梅荣获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称

号后，为了充分发挥劳模在技术攻关、科技创

新 和 生 产 活 动

中“领头羊”的作用，鹰游

纺机集团成立了“于素梅劳模创新工作室”。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很光荣，也感

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于素梅

说，做好“传帮带”，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同时要给予同事尽可能多的帮助和支持。

2020 年 ，公 司 在 青 海 投 建 了 一 条 碳 纤

维设备生产线，于素梅作为一名老同志，本

可以不用到现场去。“于大姐不顾劝阻，还

是来到了设备安装现场。为了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她不顾高原反应，一住就是近两个

月，加班加点，带领大家顺利快速地完成了

碳纤维生产线的安装工作，让人敬佩。”朱

延 松 说 。 回 忆 起 那 些 日 子 ，于 素 梅 笑 着

说，“老同志更要发挥带头作用，为年轻

同志做表率”。

如今，“于素梅劳模创新工作室”

的 21 名 成 员 中 ，已 有 5 名 省 部 级 劳

模、4 名市级劳模，获得国家技术专利

40 多项。工作室还被中华全国总工

会评为“工人先锋号”。

聊 起 各 项 研 究 成 果 ，于 素

梅 如 数 家 珍 ；面 对 各 种 荣 誉 ，

她 却 十 分 淡 然 。 她 说 ：“ 我

现在要做的是继续迎接挑

战 ，在 退 休 前 努 力 开 发

出 更 多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的 碳 纤 维 成

套设备。”

当前，我国正走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

路上，青年发挥着重要作用。各

行各业的青年将奋斗精神印刻在

一个个普通岗位中，唱响建功立

业的时代旋律。

奋斗是新时代中国青年最鲜

明的底色，唯有奋斗才能成就梦

想。在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战

略工程现场，港珠澳大桥、“华龙

一号”核电机组等标志性项目工

地，“青年突击队”“青年攻坚组”

的旗帜高高飘扬；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在“天宫”

“蛟龙”“悟空”等重大科技攻关任

务中挑大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

年龄仅 35 岁，中国天眼 FAST 研

发团队平均年龄仅 30 岁；在信息

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科

技应用服务业等以创新创意为关

键竞争力的行业中，青年占比均

超过 50%。

新 时 代 是 广 大 青 年 成 就 梦

想的时代。当代中国青年生逢

其时、重任在肩，面临难得的建

功立业的人生际遇。“胸有凌云

志，无高不可攀”，古今中外无数

事例证明，胸怀远大志向才能成

就伟大事业，而个人的远大志向

往往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结

合。惟有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不

惧挫折奋勇拼搏，才是达成高远志向、实现人生梦想的

不二途径。

奋斗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体现在做好每一件小

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青年科技人才

应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将人

生追求同国家发展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在创新创业中展

现才华、服务社会，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

技强国贡献力量；青年技能人才应将个人奋斗的“小目

标”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大蓝图”，把基层作为最好的课

堂，把实践作为最好的老师，苦练本领、争先创优，走好技

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实干中实现人生价值。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青年要与时代同向同行，树立为祖国为人

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将平凡的岗位作为成

就人生的舞台，在磨砺中增长才干，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

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钟子琦

应急值守时，随

时 准 备 出 发 去 处 理

各类突发事件；灾害

发生时，全天候密切

监控预警灾害信息；

灾害发生后，立刻深

入一线开展灾害信息

调查统计。

这是西藏阿里地区

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灾

害防治科科长次仁群宗的日

常 工 作 。“ 全 年 365 天 、每 天 24

小时应急值守，护佑人民群众的生

命 财 产 安 全 是 我 们 的 职 责 使 命 。”次

仁群宗说，作为应急管理人，不仅要枕戈

待 旦 当 好“ 守 夜 人 ”，还 要 闻 令 而 动 勇 做

“逆行者”。

2019 年，次仁群宗从民政部门转岗至

全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门。“阿里地区位于

西藏的最西边，平均海拔 4500 多米，气候恶

劣、高寒缺氧、自然灾害频发，防灾减灾救

灾等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

势。”次仁群宗说，“自然灾害监测和应对任

务很重，由于人手有限，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承担很大的工作量。”

为了尽快适应新岗位，次仁群宗对照

自然灾害防范、监测工作要求，努力学习抢

险救灾、防灾减灾法律法规知识，并积极将

所学、所思、所悟应用到工作实践中。通过

不断总结，她牵头编制了《阿里地区应急总

体预案（试行）》和 23 个专项预案，以及 17

个抗震救灾专项工作方案，参与组建了地、

县、乡、村四级应急救援和灾害信息员队

伍，推动阿里地区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体

系不断完善。

2021 年 12 月，受暴雪后的降温影响，

阿里地区改则县出现持续低温天气，最低

气温达到零下 43 摄氏度。持续的恶劣天

气导致天然草场被积雪、冰壳封盖，牲畜

无法自然取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了较大

损失。次仁群宗连续 4 个多月每天加班加

点统计受灾情况，及时了解汇总农牧民生

产生活情况，为开展抗灾救灾工作提供依

据。“灾情发生后，及时准确统计出受灾信

息，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调拨

应急物资，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最大

限 度 降 低 灾 害 损 失 ，这 是 我 们 的 职 责 所

在。”次仁群宗说。

受地壳板块运动影响，阿里地区地震

频发，次仁群宗时常要通宵值守，确保每

波震感后，15 分钟内完成灾情信息上报。

为掌握第一手灾情信息，她需要深入基层

开展灾害调查，路途中经常会遇到恶劣天

气造成的危险，但她从未退缩。“‘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是应急管理人最大的追求，

我们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守夜人’。”次仁

群宗说。

始终在风险监测和灾害防治一线坚守

奋战、履职尽责，次仁群宗难免有时照顾不

到家里。“下乡开展灾害调查时，我就把儿

子托付给邻居或朋友照顾。”次仁群宗说，

“作为母亲，虽然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了，但

我希望通过自己对工作的态度给孩子树立

榜样，让他学会踏实、进取、坚强。”

2021 年 11 月 4 日，全国首届应急管理

系统先进模范和消防忠诚卫士表彰大会

在 北 京 举 行 ，次 仁 群 宗 获 得 全 国 应 急 管

理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一个人的

力量是有限的。今后，我将加强学习，建

好 带 好 防 灾 减 灾 救 灾 队 伍 ，和 大 家 一 起

扛起阿里地区风险监测和灾害防治的重

任 ，在 平 凡 岗 位 上 努 力 作 出 新 的 更 大 贡

献。”次仁群宗说。

西藏阿里地区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灾害防治科科长次仁群宗——

当好“守夜人” 勇做“逆行者”
本报记者 贺建明

本版编辑 刘 佳 张苇杭 美 编 倪梦婷

于素梅参与设计开发的碳纤维成套设备。 （资料图片）

于素梅（左）和同事在

生产车间交流技术问题。

（资料图片）

次仁群宗（中）和同事在统计受灾情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