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11 星期五4 人物写真 责任编辑：郝春炜 联系电话：59963218 E-mail:haocw＠sinopec.com 审 校：张贺霞 版式设计：王 强

碳纤维编织“飞扬”梦

中原油田82岁的退休员工杨再卿，曾服役于中央警卫局8341

部队，他一辈子爱虎，退休了也爱画虎，绘画让他精神振奋、协调锻炼

28年画虎乐无穷

本报记者 彭 展

提起70多年前参加解放战争的经历，今
年 92岁、党龄 75年的巴陵石化离休干部杨
贵友老人依然声音洪亮，铿锵有力。

英勇参战 光荣负伤

1930年 7月25日，杨贵友出生在山东乳
山一个农民家庭。“我父亲 1946年 5月在家
乡参军入伍，成为胶东军区第5师第3旅炮兵
连的一名炮兵。”杨贵友的儿子杨杰说，“父亲
参军时还不到16岁。部队首长看到他上过4
年学，有些文化，身体也比较健壮，就安排他
当了炮兵。”

1946年11月29日，因作战勇敢、表现突
出，入伍不久的杨贵友被评为全营“练兵模
范”。经党员排长李平波和班长车洪友介绍，
他当年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 6月部队改编，杨贵友成为华东
野战军 9纵 27师炮兵营战士。1947年 5月
13日至16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临沂孟良崮
地区对国民党整编74师进行围歼战，一举扭
转了华东战局。“我父亲当年就参加了孟良崮
战役。”杨杰说，“包括胶东保卫战、莱芜战役、
临朐战役、周村战役、潍县战役等等，老人家
3次在战斗中负伤。”

1948年 9月 16日至 24日，华东野战军
攻克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山东省会济南，在
我军战史上首次完成大城市攻坚，时年18岁
的炮兵副排长杨贵友奋勇参战。“当时战斗很
激烈，对面敌人一枚炮弹，穿过我前面的连长
的胸膛，也打到了我，连长壮烈牺牲，我也受
了重伤。”对这个细节，杨贵友至今记忆清
晰。他的“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证》上记
录显示，在济南战役中，他的左第十肋骨被炸
伤，炮弹片至今未取出，右第九肋骨也被炸
伤，双眼受伤，视力减弱。

任劳任怨 乐于助人

英勇负伤后，杨贵友离开火线。在第三
野战医院第三所休养至1949年 3月，进入华
东渤海军区第一荣校三大队二十中队学习政
治文化。半年后，到华东军区军械部济南管

理处直属三中队任副排长。
1950年 9月至 1962年 10月，杨贵友先

后在华东军区后勤军械部二总库、装具厂、军
需生产部111厂制革分厂任保卫干事，车间
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和厂团委书记等职务。

1973年 8月，杨贵友从原总后勤部3521
工厂工会主席岗位转业到巴陵石化原岳化锦
纶厂短丝车间任指导员，后担任该厂弹力衫
厂厂长和短丝车间党支部书记，1983年退二
线，1990年9月离休。

离休后，杨贵友依然保持一名共产党员
和革命军人的本色，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企业
改革发展建设，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积极奉
献自己的力量。1991年，安徽、江苏发生特
大水灾，杨贵友与老伴商量，踊跃为灾区捐
款。他担任离休党支部党小组长多年，热心
帮助其他老干部和退休工人，深受大家好评，
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在我们全家人的记忆中，父亲一直宽厚
慈祥，与人为善。工作中，他服从组织安排，
任劳任怨、淡泊名利。早些年，他曾写了一份
十多页的回忆录，可惜因为搬家遗失了；但参
加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的经历，他记得很

清楚。”杨杰说。

故地重游 怀念战友

2010年9月，杨杰自驾驱车近900公里，
陪八旬高龄的父亲和母亲到济南故地重游，
参观济南战役纪念馆。

“在当年 4月落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山
东老战士纪念广场，父亲在刻有27262名老
战士姓名的纪念墙上找到了自己和战友的名
字。”杨杰说，“这些年来，我自驾陪父母去国
内各地及香港、澳门旅游。看到伟大祖国到
处欣欣向荣，老父亲非常高兴，也深深怀念牺
牲的战友。”

风雨兼程、跟随党的脚步走过75载光阴
的杨贵友，也是巴陵石化目前健在的党龄最
长的共产党员。

“父亲现在行动有些不便，眼睛患白内障
做过手术，听力也下降，但他每天坚持坐在电
视机前，调大声音听新闻节目。”杨杰说，“公
司对他很关心，离退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经常来看望他。孙子在工厂工作有进步，他
都很欣慰。”

75载党龄守初心

巴陵石化离休干部杨贵友，不到16岁参军入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巴陵石化健

在的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他亲历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等，3次英勇负伤，离休后依然保

持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本色，严于律己、任劳任怨

上海石化先进材料创新研究院总经理林生兵，带领团队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的研发和量产，成功解决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耐燃烧、耐高温等重大难题，并圆满完成火炬传递任务，他倍感使命光荣、意义非凡

韩学忠

居住在河南濮阳市中原油田技术监测小区的
82岁退休员工杨再卿，28年如一日坚持画虎，被人
们誉为“中原油城虎王”。他说自己一辈子爱虎，画
虎让自己心情畅快，对自己来说真的是能延年益寿。

“虎将”有个画虎梦

1940 年，出生于河南濮阳县的杨再卿，小时
候从说书人口中知道了许多历史英雄。他最大的
梦想，就是长大后做一名“虎将”。

19岁那年，杨再卿参军，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局
8341 部队，在中南海执勤。他训练特别认真刻
苦，因为表现好，被提拔为副连级干部。毛主席在
天安门广场出席重要活动时，杨再卿是头车上的机
枪手，担当保卫毛主席的“开路先锋”。

后来，杨再卿参加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虎虎
生风，带领全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1970年，杨再卿从部队转业，在河北保定电影
胶卷厂动力车间任党支部书记。

1975年，杨再卿的老家濮阳传来好消息：发现
了石油。这让杨再卿热血沸腾，他申请调到中原油
田工作，参加家乡建设。

1977年，杨再卿如愿以偿地来到中原油田钻井
一公司，成为一名工人。

1994年，54岁的杨再卿响应油田政策，从岗位
上退休。

悉心观察勤练习

退休后的杨再卿买来笔墨纸砚，从此开始自己
的画虎生涯。

但干啥都不会一蹴而就。有一次，他拿着一幅

刚画好的老虎给一位邻居老大嫂看。老大嫂看了
说：“老杨你这画的是啥呀？狗不像狗猫不像猫
的。”听了老大嫂的话，杨再卿脸红到了脖子根。

他买回大量介绍老虎习性的书阅读，参加书画
讲座，收集民间老虎的图片资料。中央电视台有个
书画节目，他每期必看，学习绘画技艺。为了解老
虎的神态、动作举止，他带着马扎到动物园，在虎笼
前观察、写生，一个动作往往要画数百遍。平时到
任何一个城市，他都要去那个城市的动物园看看，
而且只看老虎。

画虎慢慢成“气候”

经过多年练习、研究，杨再卿画虎慢慢成了“气
候”，他试着参加油田内部的一些展览、比赛，都获
得了不错的奖项。

在第二届中国老年文化书画艺术交流会上，杨
再卿不仅获得二等奖，而且参选画作还被编入中国
老年文化艺术交流会精品集。近几年，他共有40
多幅画作在中国老年书画展中获奖，并在中国美术
馆展出。

杨再卿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濮阳电视台还为
他做了一期长达40分钟的节目。杨再卿说，虎是
百兽之王，绘画艺术博大精深，相信画老虎比自己
画得好的人，还有很多。

画虎也让杨再卿在健康方面受益匪浅。80多
岁的他，每天站立挥笔画虎两三个小时都不感到
累。他说：“每次作画我都是全心贯注、精神振奋、
协调锻炼，绘画的环境看似安静，实际上心在动、脑
在动、周身在动，就像在做保健功。绘画真的能陶
冶情操、强体健身。我画虎，益脑益身，快乐无比。”

◀ 2021 年，杨贵
友（右一）在家中收到
党中央颁发的“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

▲杨贵友在济南
战役后留影。(资料）

林生兵（右一）和他的团队成员。 本报记者 胡庆明 摄

▲杨再卿每天站立挥笔画虎两三个小时
都不感到累。

林生兵介绍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特性。

倪国强 张 欢

2月 4日晚，当最后一棒冬奥火炬停留在
国家体育场“大雪花”的中心，燃烧着升入空中
时，站在几百米外的林生兵，正为内场的5名火
炬手拆卸下火炬燃料罐。他抬头望向“大雪
花”中那道微光，眼中亦有波光闪动。

作为上海石化先进材料创新研究院（简称
创新研究院）总经理、火炬组装与保障团队领
队，林生兵带领团队参与 2022年北京冬奥会
火炬的研发和量产，并圆满完成火炬传递任
务。他表示“使命光荣、意义非凡”。

四处揽贤 组建“硅谷”

林生兵的办公室有一支“飞扬”火炬，夺人
眼球。今年1月他在接受“石化V视”采访时，
曾颇为自豪地介绍：“它是用我们碳纤维制造
的，碳纤维的质量只有钢的四分之一，但强度
是钢的7到9倍。这说明碳纤维有着广阔的应
用市场。”

2020年 8月 28日，创新研究院成立。毕
业于南京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复合材料专业，后
又获得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林
生兵，成为创新研究院筹备组负责人，并担任
总经理。

“这个日子一辈子忘不了。”林生兵笑道。
这天恰巧也是他生日。

创新研究院成立时规划目标分4个阶段：
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强起来。内设5个部
门、4个研究室。

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人才。创新研究院
通过内外部结合招聘，目前64人中，博士8人、
硕士21人、全日制本科21人，成了上海石化名
副其实的“硅谷”。当然，进来的人才也不是终
身制，他们通过市场化运作从社会招聘的人才
中，有1人因6个月试用期后不合格而被辞退。

“如何带好队伍，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林生
兵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其中一个是加强培训。他们两周举办一次

“大学习”，林生兵自己也参与授课。
目前，碳纤维是创新研究院的工作核心，

如何根据市场需求向复合材料方向发展形成
产业链，林生兵面临新的挑战。“价值体现在后
面，我们要往下游走，上下游联合起来。”他说。

上下求索 研制“外壳”

2020年 6月，他们收到通知：应冬奥组委

要求，为火炬“飞扬”研制碳纤维外壳。公司领
导高度重视，给予各方面支持。

接到任务后，林生兵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找
样品。上海石化有几名员工是2008年北京奥
运会火炬传递者，他就到其中一名员工家里取
来“祥云”火炬参考。

然而，困难超出所有人想象。“祥云”最上
端燃烧部分采用铝合金材料，燃烧口在内壳
中间；而“飞扬”外壳采用碳纤维，燃烧口在
内壳和外壳之间，这要求碳纤维外壳能经受
住 8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而一般树脂和碳
纤维复合材料只能经受 200摄氏度左右的温
度。

哪里找到耐高温的树脂成了当务之急。
他们先找到清华大学研究陶瓷材料的教授，对
方建议在碳纤维上涂陶瓷。经过几次交流和
论证，林生兵等团队成员认为这“既不可行，也
不好看”。

这时，有人想起金山有一家民企有耐高温
树脂。果然，这家企业研发出的第三代聚硅氮
烷树脂，能够满足需求，众人喜出望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祥云”火炬结构简
单，而“飞扬”旋转上升，如丝带飘舞的造型怎
么做？他们几经周折，慕名找到东华大学三维
编织团队。200多锭碳纤维，从经向、纬向、法
向三个维度像编织羊毛衫一样，解决了造型问
题。

2020年 10月初，林生兵带上两支“飞扬”
外壳，兴冲冲进京“赶考”，向冬奥组委汇报展

示。万万没想到，点火后一分钟不到，火炬竟
出现两个火焰点，外壳还蹿起一股小火苗，且
有起泡、开裂现象。众目睽睽，林生兵的笑脸
僵住了，恨不得穿上隐身衣遁身而去。

回来后，他们马上用DSC（动态稳定控制
系统）等综合分析，判断外壳成型温度不到位、
且速度过快产生热胀冷缩。于是，他们在“马
弗炉”中烧制时，先慢慢升温，再慢慢冷却，并
找到一家制氢单位反复测试。烧制时间由原
来半天延长至一天。

2021年春节后，林生兵再次进京，终于完
成使命，成功解决了碳纤维复合材料耐燃烧、
耐高温等重大难题。他多日紧锁的眉头舒展
开了。

左右牵线 总装“飞扬”

正当林生兵以为能松一口气时，2021年 3
月，冬奥组委又布置过来新的任务：由中国石
化负责“飞扬”火炬的生产任务。因为有过前
期参与研制的工作经验，量产任务毫无意外地
落在上海石化身上。

研制火炬外壳很难，而“跨界”生产火炬也
绝非易事。且不为人知的是，“飞扬”火炬配件
研制和量产来自不同省市、不同性质的单位，
最后要由上海石化总装，困难不言而喻。尤其
是里面的减压阀、储氢气瓶属世界级难题，而

“飞扬”使用氢气燃烧，需要在一虎口的距离，
将压力从420公斤/平方厘米减至接近标准大

气压，且保持稳定流量，难度可想而知。
牵头承担火炬“飞扬”量产任务，是国家对

中国石化的无比信任。上海石化党委提出“要
讲政治，为国家、为冬奥会作贡献”。

为此，创新研究院成立了11人服务保障团
队、13人组装团队，林生兵是负责人。但协调
各家单位不像在公司内部。一次，听到两家单
位表示“难度大”，林生兵在电话里急得发脾
气：“首先要保证质量，在确保合格的情况下还
要保证量产进度！”说完，他派人去这两家单位
蹲点指导和督造。

意外总是突如其来。林生兵在公司组织
的体检中查出了问题，去医院复查，情况不太
好。2021年 9月 3日，林生兵接受手术。住院
期间他放心不下，每天协调指挥，一出院就迫
不及待地上班。公司各级领导反复叮嘱他，一
定要注意休息。

林生兵的妻子有些生气，说：“养好身体，
才能更好地工作，你还要照顾家庭呢！”听到妻
子的嗔怪，林生兵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妻子
叹了口气，知道劝不了他，就给他加了一件毛
衣，叮嘱别太累了。

时间不等人，冬奥会世界关注，林生兵转
身去单位忙他的“飞扬”火炬了。终于，“飞扬”
火炬样品通过冬奥组委检测和第三方验收，专
家评价“飞扬”具备“轻、固、美”的特点。这次，
林生兵笑得合不上嘴。成功来之不易，连他的
团队也不知道，他在接受手术后，还根据医生
建议先后接受了4次巩固治疗，每一次都是从
病房回家稍作休整后奔赴战场。

2021年 9月 20日，世界首支用碳纤维外
壳制造的“飞扬”火炬，在雅典点燃。

2022 年 1月中旬，1200支冬奥火炬启程
运往北京，林生兵带领上海石化火炬组装与保
障团队来到北京，“护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主
火炬点燃，实现了“圆满完成火炬传递保障任
务”的承诺。

但林生兵忙碌的步伐没有停下，他们正在
加快冬残奥会火炬生产收尾工作，为后续冬残
奥会火炬组装和传递服务保障做好准备。

碳纤维火炬“飞扬”的成功研发和量产，大
大拓展了中国石化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应用
的新领域、新价值，锻炼了科研团队。对于未
来发展，林生兵已经有了新的规划：“我们将以
此为动力，加快万吨级48K大丝束碳纤维和百
吨级高性能碳纤维装置建设，积极推进碳纤维
复合材料在航空、轨道交通、汽车、建筑补强、
石油石化、氢能等领域的应用研发和产业转化
工作。”

◀ 杨 再 卿
在 前 线 留 影 。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