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2月 25日 星期日10 人 物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王王 琳琳 张苇杭张苇杭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将所学知识转化成技术和产品，应用于

具体生产场景中”，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

石油炼制首席专家高雄厚最大的心愿。

作为我国炼油催化剂技术发展的重要推

动者和杰出的科技带头人，高雄厚 30 多年来

专注于干一件事：研究开发催化剂。

新一代降烯烃催化剂的诞生，填补了中

国石油在炼油催化剂研究领域的空白；原位

晶化重油高效转化催化剂的开发，使中国石

油成为世界第二家掌握该技术的公司；降低

柴汽比、增产低碳烯烃等系列催化剂的应用，

助力中国石油进入国际市场⋯⋯高雄厚带领

团队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科研成

果荣获 3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8 项省部

级一等奖。

2023 年 11 月 22 日，高雄厚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他说：“科技创新没有捷径可走，

需要切实沉下心来，力戒浮躁、甘于寂寞，锲

而不舍、久久为功。只要坚定信心、顽强拼

搏，就一定能攻克难题。”

潜心研发打基础

“我研究的催化剂在物理尺寸上很小，就

像针尖那么大，在这么小的尺寸上进行结构

的改进、创新，就好比在针尖上跳舞。”高雄

厚说。

这针尖上的“舞蹈”，一跳就是 30 多年。

1988 年，高雄厚从兰州大学化学系硕士

毕业，被分配到原兰炼（现兰州石化）研究所

从事科研工作。在研究工作中，高雄厚对催

化裂化催化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潜心钻

研相关技术，投身技术创新和重要课题研究，

为事业打下良好基础。

1999 年，国家出台新的环保标准，对汽

油品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车用汽油的烯

烃含量必须降到 35%以下。然而，当时国内

许多炼油企业生产的汽油中，烯烃含量都超

过这个标准。降低汽油中烯烃含量的技术攻

关任务交到了高雄厚所在的研究所。

科技人员少、重要技术积累缺乏、研发时

间紧迫，面对重重困难，高雄厚没有退缩，带

领几个年轻人开始了技术攻关。

“传统的催化剂是把已生成的烯烃转化

为其他产物，以达到降低烯烃含量的目的。

我们要研发出新技术，从源头控制烯烃的生

成。”高雄厚说。

科研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总要经历风雨。

一次次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经过

4 个多月持续研究，高雄厚和团队在关键技

术攻关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终于探索出一条

可行的路径，研发生产出新一代降烯烃催化

剂。高雄厚说：“2002 年，这项科研成果在兰

州石化实现就地转化，当年就产生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回想起研发过程，高雄厚说：“最艰难的

时候，感觉几乎没什么希望了，但咬牙坚持下

来后，成功的喜悦会冲淡一切，觉得所有的辛

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 些 年 来 ，高 雄 厚 始 终 没 有 停 下 探 索

的脚步。他聚焦国家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

发展重大需求，带领团队研发出的系列催

化剂产销 70 万吨以上，在百余套工业装置

上成功应用。

在高雄厚看来，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产生社会价值才具有力量和意义。

他说：“这是科技成果的归宿，也是科技工作

者的责任。”

破解难题登高峰

研发之路，充满寂寞、艰辛与坎坷。每当

被问及如何保持攀登科研高峰的初心，高雄

厚总是回答：“总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

针对石油资源重劣质化不断加剧的现实

问题，高雄厚和团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持

续探索，以高岭土原位晶化工艺为基础，通过

提高分子筛含量的创新技术，显著提高了原

位晶化型催化剂的重油转化和抗重金属能

力，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炼油工业

发展要求的新型原位晶化催化剂及成套工程

化技术。

高雄厚告诉记者：“这些催化剂可以根据

炼厂原料、工艺、产品的不同需求，进行配方

优化调整，形成系列重油高效转化催化剂，在

国内外实现大规模工业应用。”这个项目的成

功带给高雄厚很多启示。“最重要的是提振了

信心。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说明我

们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他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面对我国成品油消

费结构的重大变化和环保需求，高雄厚以敏

锐的洞察力和长期的技术积淀，攻克了分子

筛高度介孔化和载体富含质子酸的技术难

题，开发出高汽油收率低碳排放系列催化剂，

并实现大规模工业应用，为我国炼油产品结

构调整、炼油工业低碳可持续发展及油品质

量升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和保障。

同时，根据炼化业务转型升级的技术需

求，高雄厚还带领团队开发出增产丙烯、增产

低碳异构烯烃系列催化剂，不仅满足了国内

炼厂的需求，产品还远销海外，产生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

高雄厚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为创新而

创新。只有把前沿的科学成果和具体实践相

结合，才是科技创新最有效的方法。论文要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023 年 11 月初，高雄厚负责指导的新型

催化裂解新工艺成套技术顺利完成前期改造

设计工作，待装置改造完成后，将在国内开展

工业试验。这一技术对炼化转型示范意义

重大。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中

央企业劳动模范”“甘肃省科技功臣”“中国石

油杰出成就奖”⋯⋯随着在岗位上干出一项

项业绩，各种荣誉纷至沓来。高雄厚说：“这

些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让我感觉到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责任感、使命感更强了。”

言传身教带团队

高雄厚还有一个身份：研究生导师。他

陆续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 32 人，并组建

了甘肃

省化工新材

料创新联合体和石

油化工催化剂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促进西部产业科技

融合与协同发展。

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对学生的要求很

严格：研究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努力为社

会服务；要严谨认真，确保每项实验都真实

可信；学术研究成果要能够落地，转化为实

际的应用。

2023 年 12 月 22 日，兰州石化成立高雄

厚院士工作室。高雄厚说：“这对我来说是一

个全新的开始。我将依托院士工作室，联合

国内外科研机构、企业，组建高水平科研创新

团队，聚焦行业领域关键问题，持续开展系统

研究工作。”

高雄厚认为，年轻人的培养非常重要。

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既要为其提供广阔舞

台，给予足够的成长空间，还要放手让创新能

力突出的年轻科研人员挑大梁、担重任。高

雄厚将继续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培养，

帮助年轻科研人员成长。

“科研实践就像翻山越岭，虽然注定不

会一帆风顺，但我也愿意把每一次‘失败’

看作‘未达预期’。”高雄厚表示，他将与科

研人员共同奋斗，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 ，为 我 国 石 化 行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作 出 新

贡献。

科 技 创 新 没 有 捷 径 可 走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石化石油炼制首席专家高雄厚

本报记者 赵 梅

当好非遗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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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假期，于年味中寻

非遗、赏非遗、感知非遗魅力，成

为文化消费新时尚。非遗“火起

来”，离不开非遗传承人以及从业

者的坚守、传承和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非遗，对延续

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越来越

多青年人成为非遗传承人，用他

们的智慧和创造，让传统非遗焕

发出新活力。青年人还通过独特

的创意与巧思，开发出一系列非

遗文创产品，让老技艺更加贴近

生活。

青年人与非遗的双向奔赴，

展现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动实践。青年人要继续发

挥优势，助力非遗传承。

融合时代特征。传统文化与

时代特征深度融合，才会活跃在

日常生活中。将非遗发扬光大，

需要青年非遗传承人不断创新求

变，找到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连接

点，契合消费者的审美，适应市场

需求，推动非遗生活化、产业化和

时尚化，把“好手艺”变成“金饭

碗”，让非遗焕发出崭新而持久的

生命力。

练就过硬技艺。掌握甚至精

通一门传统技艺绝非易事。非遗

工序复杂、工艺繁复、要求严苛，

并非一朝一夕能习得。例如，安

徽泾县的宣纸生产过程包含 100

多道传统工序，没有多年积累难

以掌握诀窍。青年非遗传承人要

对传统文化心存敬畏，敢于坚持所爱、耐得住寂寞，虚心

学习、追求卓越，用精湛的技艺传承非遗之美。

探索传承方式。传承非遗技艺需创新表达方式，青

年非遗传承人应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元素融合，进行“非

遗+科技”“非遗+旅游”“非遗+文创”等跨界、跨域、跨行

业探索，实现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有机结合。

期待越来越多青年人加入非遗传承队伍，传承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积极传播中国独特的文化资源

和精神。

在山西太原西山山顶，有大大

小小数个郁郁葱葱的森林公园，每

到节假日总会迎来大量游客。谁能

想到，10 多年前，这里曾是千疮百

孔、植被枯朽的废弃矿山。改变它

的人，正是太原市玉泉山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俊平。

张俊平 1959 年出生于河北元氏

县，从小就生活在太行山区。中学

毕业后，他成为村里的护林员，每天

接触各种各样的树木。18 岁那年，

他参军入伍，负责烧采暖炉。整日

与锅炉为伴，爱钻研的张俊平摸索

出一套提高热效率的烧煤技术。别

人烧出的煤渣是黑色的，他烧出的

却都是白色的，这是煤完全燃烧、充

分利用的标志。因表现突出，张俊

平在部队多次被评为“连队标兵”。

转业后，他在山西太原从事城市集

中供暖工作。

2009 年，太原市在西郊山区规

划了 21 个城郊森林公园，鼓励社会

资本认养治理荒山。消息一出，张

俊平便动了心，他报名认养了破坏

较严重的玉泉山。他说：“我想带着

大伙儿上山种树，为保护环境贡献

力量。”

昔日的玉泉山矿产资源丰富，

曾有上百家小煤矿进驻。经过多年

开矿和垃圾倾倒，留下 200 多处弃矿

废墟、7 个大型垃圾场，山体破坏面

积近 100 万平方米，乔灌木覆盖率不

足 20%。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让“荒

山变绿坡、垃圾场变花海”，像是天

方夜谭。

当张俊平带领团队第一次登上

玉泉山时，那里房无一间、树无一

棵。面对光秃秃的荒山，大家都傻

了眼，认为张俊平在做一件不可能

完成的事。

张俊平却说：“我从小吃过不少

苦，这点苦不算什么，只要坚持下

去，总能治理完成。”他迎难而上，立

志要修荒山、建公园，挑战这项常人

想都不敢想的改造工程。他带领一

支 1300 多人的植树队伍，朝着荒山

进发。

由于多年挖山采石，玉泉山留

下许多直上直下的开采面，有的地

方坡度甚至达到 90 度，人都上不去。

面对难关，张俊平想到调用大

型机械削石治坡，再安装木栈道，最

终硬是把陡坡削成了斜面，共改造

治理山体破坏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

安装栈道 800 余公里。

上山不再是问题，可要在石头

山上挖坑种树谈何容易？张俊平想

到用电锤凿坑的办法。电锤锤心很

坚硬，但一名工人一天会打断 5 根以

上。就这样，10 多年间，他们在山体

上凿出 600 余万个树坑，再人工将一

筐筐土、一袋袋肥料、一棵棵树苗背

到山上种植。

最初几年，由于缺水，辛苦种下

的树苗都没能成活，张俊平着手解

决给树浇水的问题。他把 25 公里外

的汾河水通过三级泵站引到山顶的

蓄水池，并在山坡地面铺设覆盖整

个公园的喷灌管网系统。历经 50 多

次艰难试验，最终建成 420 公里长、

浇树防火两用的灌水管道。得益于

发达的灌溉系统，造林成活率达到

95%以上。

“十几年来，我基本上没有离开

过这座山。我曾说过，一定要让荒

山变绿园。为了这句承诺，我会奋

斗到底。”张俊平咬紧牙关坚持，用

心血和汗水浇灌着这片土地。

2018 年，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

（玉 泉 山 景 区）被 评 定 为 3A 级 景

区 。 玉 泉 山 持 续 完 善 服 务 配 套 设

施，山上 12.5 公里内环路、43 公里外

环路两侧全部种上樱花，打造成“百

里樱花大道”，公园的植被覆盖率也

从原来的 20%提高到 89%。如今，玉

泉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800 多万人

次，举办樱花节、山地马拉松等赛事

活动 50 余场次。

十几年来，张俊平带领团队把

采煤沉陷区、山体破坏区和工业污

染区改造成峰峦叠翠、百花争艳的

生态旅游区，让废弃荒山变成人人

向往的好地方。如今，张俊平闲下

来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

山顶上俯瞰山林。他说：“这是一份

让人享受又值得珍惜的工作。”

誓 将 荒 山 变 绿 园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上图 中国石油兰

州 石 化 分 公 司 石 油 炼

制 首 席 专 家 高 雄 厚

（中）与 技 术 人 员 讨 论

技术方案。

（资料照片）

左图 兰州石化催

化剂装置生产现场。

（资料照片）

山西太原玉泉山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俊平在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巡园。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