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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短波

文 化

信物信物
述说述说

胡拥军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运
动员蓄势待发，体育爱好者满怀期
待。值此之际，不禁回想起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作为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
伴，中国石化积极履行职责使命，投身
各项筹备工作，在场馆建设、能源供
应、物资保障、志愿服务等方面倾力奉
献。其中，上海石化牵头进行冬奥火
炬研发攻关和量产工作，实现全球首
次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奥运火炬外
壳，助力绿色奥运。

缘 起

坚决履行央企责任担当，让
“黑黄金”碳纤维变身冬奥火炬

2018年，上海石化迎来了一个访问
团，其中包括一些体育界人士。上海石
化副总经理黄翔宇在介绍中国石化碳
纤维技术时骄傲地说：“碳纤维的质量
只有钢的四分之一，但强度是钢的7至
9倍。我们的碳纤维不仅能做奥运会火
炬，而且更轻、更坚固。”

就是这么一句不经意的话，开启了
上海石化和冬奥火炬的缘分。

2020年 4月，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
社会公开征集火炬外观设计方案。他
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上海石化的碳纤维
技术，开始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行还是不
行？

“不仅行，而且一定要干好！”上海
石化坚决履行央企责任担当，凭借多年
来深耕碳纤维领域掌握的先进技术，主
动承担起冬奥火炬外壳研制的任务。

“集团公司党组高度重视，多次作
出指示，一定要造出一把富有高科技含
量的冬奥火炬，展现中国石化的科技创
新实力，展示中国石化讲政治、顾大局、
负责任的企业形象。”黄翔宇回忆，“我
们整个团队备受鼓舞，斗志满满！”

上海石化第一时间成立火炬攻关
团队，并全程牵头组织相关合作团队开
展火炬外壳用碳纤维的研发工作，明确
任务书、时间表、责任人，确保高质量完
成这一光荣任务。

“当时火炬设计方案还没出来，为
了抢工期，我们提前演练，参照2008年
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样式，制作了好几把
火炬。实践证明，碳纤维火炬除了能够
还原样式，还做到了更轻更坚固，大家
都觉得这事儿成了！”上海石化先进材
料创新研究院总经理林生兵介绍。

2020 年 9月 22 日，经北京冬奥组
委主席办公会研究决定，名为“飞扬”的
作品，成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火
炬设计方案。为更好地贯彻绿色奥运
理念，冬奥火炬将创新使用氢能和碳纤
维技术。2020 年 9月 23日，北京冬奥
组委召开会议，前来参会的不仅有设计
方，还有上海石化碳纤维材料方面的专

家和航天科技氢能燃烧方面的专家。
万事俱备，各方就位，火炬“飞扬”

呼之欲出。

攻 关

打响协同创新攻坚战，用“黑
科技”让冬奥火炬“轻、固、美”

由于前期试验成功，上海石化火炬
攻关团队信心满满。然而，现实却给他
们泼了一盆冷水。

“2020 年 10 月，当拿到设计团队
3D打印出来的火炬样品时，我们全都傻
眼了。”上海石化先进材料创新研究院
研究开发部研究二室主任沈海娟说。

设计师手中的“飞扬”，形状飘逸，
分为内飘带和外飘带，需要将二者完美
地卡在一起。如何使碳纤维的火炬外
壳既能接受形状不规则的挑战，又能经
受耐火抗高温的考验？“飞扬”虽然比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大，但体型仍
算小巧。在储氢罐、燃烧器狭小的空间
内，如何既确保氢气燃烧系统呈现出饱
满耀眼的火焰状态，又确保氢气能够燃
烧足够的时间？

困难挑战接踵而至，火炬攻关团队
兵分两路进行攻关。一路，牵头组织东
华大学、云路复材公司三维编织团队，
负责火炬外壳三维编织技术研发及生
产，进行镭雕喷涂上色、组装，最大程度

还原火炬灵动的外形；与中核集团核八
所、库贝化学公司合作，研发碳纤维复
合材料，以满足火炬耐高温、耐火烧的
需求。另一路，与航天科技集团、航天
科工集团合作，分别研发氢气火炬、丙
烷火炬的内飘带和燃烧系统。

一场协同创新的攻坚战围绕“飞
扬”全面展开。在火炬外壳研制的3个
月内，火炬攻关团队逐一攻克多项技术
难题，形成了从碳纤维生产、复合材料
制备到产品终端应用的一站式解决方
案。

用碳纤维做火炬又轻又坚固，而且
与以往用铝合金做的火炬相比，还可以
保证火炬在冬季低温下传递时有更好
的手感。然而，碳纤维本身并不耐高
温，更不耐火烧，这是主要的难题之
一。为了解决该问题，上海石化与中核
集团核八所携手攻关，引入高性能树
脂，与碳纤维一起做成碳纤维复合材
料，并通过工艺调整，将火炬的上半段
燃烧端在1000摄氏度以上高温中进行
特殊处理，有效解决了在高温制备过程
中火炬外壳起泡、开裂等难题。

以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奥运火炬
外壳，不仅是世界首创，而且创新实现
了火炬外壳重量较铝合金外壳轻20%，
呈现出“轻、固、美”的特点。

经专家鉴定和实践检验，碳纤维氢
能火炬安全可靠性高，可抗10级大风和
暴雨，能在极寒天气中使用。在解决复

杂难题的同时，兼顾了轻量化、小型化、
外形匹配等要求。

“飞扬”火炬正式发布后，兼具中华
民族传统特色和现代科技含量的冬奥
火炬得到了较高评价。

量 产

承担手持火炬量产项目，确
保冬奥火炬“翻山过海”顺利传递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火炬攻关团
队交出了完美答卷。还来不及庆祝，新
的任务已到达：2021年 3月，北京冬奥
组委提出，中国石化以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承担手持
火炬量产项目。

为此，上海石化成立量产项目组，
设立综合协调、商务运作、生产督造三
个工作组，全力推进火炬量产工作。

“作为科研团队，一开始我们以为
只需要负责火炬外壳的工艺研究和制
作，当得知要承接量产任务时，压力非
常大。”上海石化总经理管泽民说，“从
制作一把火炬外壳到制作成千上万把
全形态火炬，其中的困难不亚于火炬外
壳的研发。”

经企业现场考察和样品测试验证，
他们最终确定了冬奥火炬各部件的加
工企业。一个集火炬外壳、内飘带、燃
烧系统、火种灯、终端检测到交付产品
于一体的总流程，在上海、北京、江苏、
广东、河北五地迅速建立并快速运转起
来。

仔细观察“飞扬”，会发现它与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相
呼应，以祥云纹样打底，自下而上从祥
云纹逐渐过渡到象征冬奥会的雪花图
案，最后在顶端化身为飞扬的火焰。如
此精美的火炬，不仅仅是工艺品，更是
艺术品。

艺术品的量产，会遭遇效率、质量、
成本等重重挑战，首当其冲的是效率问
题。为保质保量及时完成量产任务，上
海石化坚持边对接、边完善、边验收、边
量产的工作方案，制订量产实施计划，
从火炬内外飘带各部件的外形，到氢气
瓶样件、控氢阀、燃烧效果，再到火种灯
外观、操作便捷性等，逐一进行优化。

2021年 9月中旬，用于冬奥火种采
集的丙烷火炬量产样品顺利通过北京
冬奥组委组织的两次现场检测和第三
方验证验收。2021年9月22日，上海石
化向北京冬奥组委正式交付115支丙烷
火炬及火种灯、引火棒等部分周边产
品，顺利完成北京冬奥组委交付的首批
量产任务。按计划，还有 1200 支火炬
将在2022年1月中旬前运抵北京。

2021年 10月 18日，北京冬奥会火
种在奥林匹克运动发祥地——希腊伯
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遗址成功
采集。在火种采集队伍中有两名上海
石化员工，他们主要负责为希腊雅典火
种采集和北京火种欢迎仪式保驾护航。

“作为一名石化人，我非常清楚这
一把火炬承载了多少使命与荣光，很高
兴能圆满完成火种采集和欢迎任务。”
上海石化技能大师富小青说，“火种采
集前一晚，为保证‘翻山过海’的火炬第
二天顺利传递，我们彻夜未眠，每小时
检查一次燃烧装置，确保万无一失。”

彭 展

红色物件，珍贵记忆。当人
们前来中国石化第二批红色教
育基地、湖南省岳阳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湖南石化公司展
厅暨“2348”文化展示中心打卡
参观时，讲解员都会向大家介绍
《青山不会忘记》回忆录文集。

这本编印于35年前的回忆
录，小 16 开 384 页，刊登了 71
篇回忆文章，共17.5万字，印发
2500 册，到现在都成了“珍藏
版”。虽然纸页早已泛黄，但书
中记录的《人杰中之英灵》《涤纶
改造琐忆》《四百精英南下记》
《第一行足迹》等艰苦创业故事，
至今仍广为流传。

“《青山不会忘记》是当年为
庆祝岳阳石油化工总厂成立20
周年编发的。文章搜集有两个
途径，一是在《岳阳石化报》上发
过的，二是从征集的文章中选出
的，然后修改编辑，分类成册。”
今年 88岁高龄的编委会成员、
时任岳化总厂宣教处副处长魏
绩文回忆，“书名是我选的，当时
对《青山不会忘记》文章作者刘
绍泉并不熟悉，但我觉得其文的
名字还颇合时宜，就定了下来，
也得到其他编委的认可。那时
还没有激光照排，完全靠印刷工
人拣铅字排版印出初稿。”

“廿年前，一位毕业于清华
大学工程化学系的高才生带着
美好的憧憬，投进了黄茅山的怀
抱。他就是李玉贵。”该书第
185页刊登的《青山不会忘记》
一文，写的就是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李玉贵致力于技术创新的故
事。20世纪 80年代，李玉贵主

持完成国家“六五”重点科技攻
关项目——“以炼厂气为原料的
千吨级聚丙烯技术开发”项目，
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之后，他又参与热塑橡胶
SBS工业试生产开发、丁烯氧化
脱氢反应器改造等工作。1986
年至 1987年，李玉贵先后被评
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一转眼就是 35年。青山
依旧在，绿水任长流。那一批科
技人才大都 80多岁高龄，他们
的故事还经常被提起。每每回
到云溪，望着满眼青绿的群山，
我深深知道，这片美丽神奇的土
地，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的引领，
没有众多科研人员的付出，没有
一代又一代石化人的接续奋斗，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日新月异。
巍巍青山，永远记得一代代人的
付出，过去、现在与将来。”如今，
已年过花甲的刘绍泉感慨。

说起编辑部的故事和一篇
篇文章，《青山不会忘记》编委会
成员、责任编辑卢从正如数家
珍：“为了补充完善《涤纶改造琐
忆》一文相关内容，我专门去了
长沙，到曾任岳化总厂党委书
记、厂长的张从山家拜访。他很
热情，介绍了相关情况，也对我
们的工作予以肯定和鼓励。这
本书值得一读，形象描绘了石化
人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峥嵘岁
月。”

95后员工李梓萌是湖南石
化的一名红色宣讲员。为了讲
好企业故事，她找来《青山不会
忘记》反复研读。“从一篇篇语
言朴实的回忆文章中，我知晓
了很多素未谋面老前辈的感人
故事，有一种历史感。比如《人
杰中之英灵》一文中提到的新
斧、刘继永、秦德华、宋年好、李
虞南、丁新章、若冰等一批老同
志。他们的革命精神、高尚品
德和艰苦创业的历程，通过一
个个故事情景再现，跃然纸上，
非常生动。”李梓萌说，“与老前
辈们‘隔空’对话，我深受感动
和教育。《青山不会忘记》这本
书，我会一直读下去，赓续红色
血脉的湖南石化故事，我也会
一直宣讲下去。”

翟文尚 张琳琳

7月 6日至10日，中原石油工程教育
帮扶暑期教师研修班在四川师范大学开
班，来自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三
河口镇初级中学、成都市第三十八中学校
的40名教师参加培训。该研修班旨在进
一步建强师资队伍，助力教育水平源头提
质。

“回去后我要将学到的教学理念融入
课堂，点亮我们彝家孩子的梦想！”三河口

镇初级中学语文老师邱梦钰掩饰不住内
心的激动。

中原石油工程自结对帮扶三河口镇
初级中学以来，统筹企业内外资源，从关
爱学生、培养师资、校园文化三个层面开
展立体式帮扶，并促成其与第三十八中学
校结成“姊妹校”。

“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么
高水平的培训。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刘光文教授的《关键性教学环节
的设计和运用》专题讲座，让我耳目一

新，我要好好研究研究，力争在下学期应
用学到的新理论、新方法。”谈起听课收
获，三河口镇初级中学语文老师唐再兴
体会很深。

据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
院副院长王广杰介绍，研修班充分利用四
川师范大学优质教育资源，依据老师们的
学科构成、学历和从业背景，构建关注学
生、课程资源、教学设计、课堂实施、教师
成长五大模块，对教育教学进行全过程
培训。

“非常感谢中国石化为我们提供到川
师大培训的机会。这次学习，我们在学校
管理、教学理念、教学能力、教育科研、课
程研发等方面，有了更新更高的认识。”三
河口镇初级中学校长蒋伟说。

暑期到来，西北油田物资供应
管理中心为暑期探班爸爸妈妈的

“小候鸟”精心准备了安全趣味课
堂，为他们讲解夏季防溺水知识、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和灭火器使用

方法。小朋友们积极互动，掌握了
相关安全知识。

图为 7月 15日，该中心安全员
为“ 小 候 鸟 ”讲 解 灭 火 器 使 用 方
法。 侯小鹏 摄

峥嵘岁月《青山不会忘记》

走出大山与名师对话

火炬火炬““飞扬飞扬””诞生记诞生记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
故事会故事会

暑期“小候鸟”有了新课堂

▲2022年 1月，上海石化火炬攻
关团队在北京为火炬“飞扬”安装氢
气罐。 张 挺 摄

为庆祝岳阳石油化工
总厂（湖南石化前身之一）
成立 20 周年编发的回忆录
文集《青山不会忘记》。

彭 展 摄

上海石化火炬攻关团队破解碳纤维火炬外壳在上海石化火炬攻关团队破解碳纤维火炬外壳在 10001000
摄氏度高温制备过程中的难题摄氏度高温制备过程中的难题，，成功制作火炬成功制作火炬““飞扬飞扬””。。其其
重量较传统铝合金外壳轻重量较传统铝合金外壳轻 2020%%，，具备具备““轻轻、、固固、、美美””的特点的特点。。

张张 挺挺 摄摄

▶上海石化碳纤维生产线。
李英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