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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悠悠浩渺间，长怀此情。
于漫漫天地间，长立此身。
当轻盈的雪花飘落，或飞舞或盘旋时，蒋

智慧眼中的世界，仿佛一如4年前，目之所及
处，唯有装置的湛蓝与初雪的盈白……

以青春之名，成就新“氢”年

2020年元旦刚过，蒋智慧带领一群青年
技术人员，迎来了中国石化与北京冬奥会官
方战略合作项目——氢气新能源装置的中
交，也迎来了那年的第一场冬雪。

一个个略带兴奋的脚印，扰乱了初雪的
轻盈，微带寒意的指尖，拂过雪花的轻盈，触
碰着装置的湛蓝：压缩机、管廊、站台……在
这个初冬的天地间，一股独属于青春的豪情
油然而生。

“我们这群人当时平均年龄28岁，从液体
产品生产到气体产品生产，一切都是新的开
始。”蒋智慧说。

熟悉装置的每一个部位、了解全流程的
生产工艺、学习其他高压气体装置开车经验
……蒋智慧每天带着技术人员奔波在现场。
记不清吹扫方案改了多少次，记不清置换流
程推敲了多少回，记不清拿着发泡水做气密
试了多少遍，也记不清对装置流程、生产原
理、控制参数熟悉和模拟了多少回，蒋智慧只
知道：“装置只要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必须
开成功。”逐一确认管线合格、逐步确认流程
无误、逐项确认系统功能，2020年 3月 27日，

氢气新能源装置一次开车成功，产出可以满
足燃料电池或电子行业所用氢气。

“那种成就感特别不一样，以前开装置都
有前人打下的基础，我能做的大多是管理。
这次开装置可以说是开创性的，那种在自己
手里开起来的感觉真的很热血。”微微翘起的
嘴角，扬起的是属于青春的骄傲。

随着开车成功，蒋智慧和团队成员倾力投
入流程的优化。其中，氢能管束车充装置换为
重中之重——第一批抵达的氢能管束车原车
内为氮气，且没有自动置换功能，如何把氮气
全部置换成氢气呢？

蒋智慧带领团队一点点探索，不断尝试、
分析置换的流量、压力、时间，确立最优方
案。从第一辆车连着干了两个通宵、置换了
11遍才合格，到最终实现15个小时置换完1
辆车。

几天没有回家的蒋智慧已然一身狼狈，
厚厚的工作服褶皱着夜间睡沙发的印记，未
曾梳洗的头发东倒西伏没了形状，金丝边的
眼镜后是略带血丝的双目。“晚上太晚就不回
家了，孩子太小，怕打扰她们”。

2020年 12月 16日，燕山石化首辆满载
燃料电池氢气的管束车缓缓出厂，蒋智慧的
心里满是激动：“冬奥，我们来了！”

以责任之名，服务新冬奥

秉持“洁净能源，为冬奥加油”的信念，
2021年，蒋智慧带领这支青年技术人员组成
冬奥保供突击队，“我们要做的就是持续优
化”。

在蒋智慧的带领下，突击队员们在装置
满负荷状态下，不断优化调整参数并持续取
样分析产品，在保证产品质量合格的同时，摸
索出最优的变压吸附时间，为氢气的高效生
产提供技术保障。同时，他们不断提升充装
效率，经过一次次的讨论分析与实践，每辆氢
能管束车的置换时间由原先的15个小时缩短
至9个小时左右，并制定出可以24小时连续
充装的方案。

2021年9月9日，中国石化北京冬奥氢能
服务全面启动，明确4座加氢站全部由燕山石
化提供用氢保障。蒋智慧接到消息后，倍感
使命光荣的同时更觉责任重大。

他详细制定氢能保供专项方案，从生产
运行、设备维护、安全管控、应急处置、疫情防
控等5个方面提出工作要求，明确职责，细化
分工。

其中，夜间闭灯检查是保障冬奥会期间
氢气新能源装置安全平稳的升级管控措施。
每当夜幕降临时，蒋智慧总会和班组人员一
起走进装置，观察装置的运行情况。“实施闭
灯检查”，随着对讲机里传来同事的提醒，装
置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漆黑，待确认各区域无
漏电后灯光才会再次亮起。蒋智慧则继续查
看吸附单元压力和程控阀运行状态，检查氢
气压缩机油压、油温等运行参数。

每一夜的确认，每一夜的坚守，终于等到
了这一刻。

2022年2月4日晚8时，举世瞩目的北京
冬奥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盛大开幕——燕
山石化的氢，点燃了“主火炬”。当摇曳着微
火的“大雪花”冉冉升起时，燕山石化氢气新

能源装置中控区的会议室内沸腾了，角落里
的蒋智慧握紧了手中的红旗，红了面庞，湿了
眼角。

怀揣着一颗沸腾的心，漫天的飞雪里，坚
守现场确保连续充装作业安全的蒋智慧，身
形始终坚挺。零下20摄氏度的深夜，现场没
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连绵的雪花飞上发
梢、眉梢，飞进工作服棉袄的领间、袖口。脸
冻麻了，脚渐渐没有了知觉，可一望向充装完
成的氢能管束车缓缓驶离的背影，心口那团
气便又热了。“担子交给我，我就必须得对得
起这份信任”。

在蒋智慧的带领下，突击队圆满完成保
供任务，为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累计供应氢气
61.8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对于绿色发展的
期待与梦想。

以绿色之名，筑梦新能源

随着氢气新能源应用的开拓，蒋智慧更
忙了。

氢气新能源装置质量在线监测系统投
用，实现氢气质量在线分析国内领先；建设氢
能叉车加注示范站，建成国内最大的氢能叉
车一次性应用示范场景；与石科院联合建设
中国石化首套 PEM 制氢示范站，首次实现
PEM电解水制氢设备的国产化……“非常幸
运还是由我负责试验，实现24小时连续运行，
成功完成相关技术标定，为兆瓦级PEM膜电
解水制氢技术研发和扩大化生产收集第一手
数据。”2022年 12月 10日，中国石化国产化
兆瓦级质子交换膜（PEM）电解水制氢装置在
燕山石化成功开车。

“我们必须把握氢能产业发展的窗口期，
围绕制氢、储氢、场景应用、技术研发等主动
开展工作，加快进军氢能领域。”蒋智慧坦言。

2023年，燕山石化1万标准立方米/小时
氢气提纯设施完善项目通过立项审批。“我们
原本的氢气新能源装置的供氢能力是 2000
标准立方米/小时，新装置建成后，我们的供
氢能力将大幅提升”。

再一次投入新装置建设的蒋智慧激情满
满。已是装置总负责人的他，总是一身蓝色
工装，头戴安全帽，手携资料笔录，或跟进建
设进度，或确认设备质量，或指导技术培训，
或讨论工艺流程……

“这一次，我们完全吸收借鉴了氢气新能
源装置建设的经验教训，各方面都作了优化
提升。”蒋智慧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为了避
免手动取样的低效，装置同步建设质量在线
监测系统；装置规划时即设计回收系统，将非
充装期间的产品气回收进管线再利用……

2024年 12月 18日，1万标准立方米/小
时氢气提纯设施完善项目顺利投产。天地
间，蒋智慧和如同他一样生逢其时的石化青
年们，用坚定的足迹在湛蓝色的管线间书写
下诚挚的诺言：国家有需要，我们就有行动！

徐海峰 王俊淇/文 夏兆明 杨博文/图

1 月 3 日 9 时 45 分，位于新疆乌苏
市甘家湖林场的胜利油田新春公司排
10 西站，迎来了冬日的第一缕曙光。
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成为胜利油
田各单位中最晚迎来日出的小站之
一。

这个 23人的小站担负着 23口油水
井的维护、保养、化验等工作，同时承
担着联合站分离油水的职能。井数不
多，但每口井相距甚远，最远的在驻地
30公里之外。

站长刘长军，52 岁，个子不高，很
有亲和力。2019 年从现河采油厂来
到这里，6 年的时间，他已经习惯了这
片荒凉与美好并存的戈壁：“这里梭
梭树、骆驼刺随处可见，散养的骆驼
悠然觅食，偶尔还能看到黄羊奔跑、
蹦跶。”

今 天 ，恰 逢 苏 13-平 3 井 准 备 投

产。刘长军他们要用最快的时间，将
空旷的地面改造成一片工业“景观”：
夯实地基、搭起平整井台，立上抽油机
和油罐，还要安装上监控摄像头，24 小
时守护这片井场。

这口水平井深 2800 多米，能有效
评估苏 13 地区石炭系储层的分布、裂
缝发育情况及其含油气特性，会为下
一步的方案编制提供重要依据。他们
要尽快完成井口与储罐的流程连接，
保障下午作业队伍能够顺利工作。

冬天，林场平均温度低至零下 25
摄氏度，呵出的气瞬间在睫毛上凝结
成霜，裸露在外的脸，很快就像被无数
钢针猛刺，生疼不已。

“这还算不错的了。”刘长军介绍，
最冷的时候室外气温达到零下 40摄氏
度，电磁阀容易冻堵，5 分钟人就冻木
了，打两分钟电话就会黑屏，脚上的鞋
也需要充电加热。

“这边冻土层比东部厚，所以要挖

得更深，为管线温暖过冬打下基础。”
刘长军一边说，一边指挥着挖掘机开
挖出了一个长 20 余米、深 1.8 米的深
沟。

刘长军期待着这口井和不远处正
在开钻的另外一口井能够顺利投产，
带来更多的产量。

14 时，所有人都回到小站。午饭
后，刘长军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大
家都吃饱了吧？”打开食堂门，门口的 7
只小野猫像是收到了开饭的信号，翘
着尾巴“喵喵”叫着围了上来。

与野猫们短暂互动后，大家抖擞
精神，再次奔赴井场。众人分工明确，
有的忙着检查设备，有的专注于管道
铺设。在忙碌中，时间悄然流逝。

19 时，落日余晖下，井站的轮廓在
茫茫大雪的映衬下愈发分明，排 10 西
站的员工仍未停下脚步。他们仔细检
查着设备部件，保障油井开采工作不
受影响，为能源保供奉献着力量。

王 鹏 文/图

“可别采访我了，咱干的都是最平凡的活儿，
没啥值得报道的。”看着面前摊开的记录本，郭海
燕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走进中原油田重点探井濮卫1HF井场时，一
身红色工装的经纬公司中原测控公司录井项目部
ZY625队工程师郭海燕正在仪器房里忙碌。“我
得先把取出的岩芯资料整理完，汇报给甲方部
门。”趁着这会儿工夫，我掏出相机，抓拍了一张郭
海燕的工作照。

镜头中，郭海燕正全神贯注整理着岩芯丈量
数据，两臂袖子高高挽起，安全帽系得十分标准，
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子利索劲儿。

2007年，20岁的郭海燕技校毕业后，到了中
原录井公司，成了一名录井队员。

学生时代，她看过的一部关于女地质队员的
电影，影片中女地质队员们跋山涉水，在艰苦的野
外环境中坚定理想、拼搏奋斗的身影深深烙印在
她心间，“我想像她们一样飒”。这份憧憬就此在
心底扎根。

录井作业长年在野外，经受风吹日晒、冰霜雨
雪的考验，这里向来是男性的主战场。“这小姑娘
待不了多久就会跑的。”当时一位同事这样给她下
判断。他没想到，郭海燕不但没跑，还转战各工
区，坚持奋战了17个年头。

“我不想留在后勤，那里的生活节奏不适合
我，我喜欢每一天都是新鲜变化的。”看我一脸疑
惑，这位爽朗的姑娘解释道。

2009年，公司西北录井市场扩大，生产任务
繁重，一线生产人员严重不足，郭海燕主动报名，
从中原油区到西北沙漠工区，一干就是13年。“最
锻炼人的地方就是新疆”。

重点探井 AT17 井是她到达新疆后的首口
井。“这口井给我来了个下马威，确实累得打过退
堂鼓，也是我唯一因为工作哭鼻子。”她毫不避
讳。该井地层复杂，录井井段长、钻时快，取样任
务繁重，一个班下来，男同志都累得直不起腰。这
样的工作强度下，她偷偷掉了泪。

可一想到电影里女地质队员的坚毅模样，她
就告诉自己“绝不能服输”。就这样，性格倔强的
郭海燕咬着牙继续战斗，衣服被汗水湿透、皮肤被
晒得黝黑，当一包包干净的砂样被及时准确摆在
晾砂台、辅助完美卡准了中完和完钻层位时，队友
们朝她竖起了大拇指。“那一刻有种说不出的成就
感。”她知道，自己离“像她们一样飒”的目标，越来
越近了。

13年中，转战塔河、顺北等工区，郭海燕从一
名录井工磨砺成为业务素质过硬的地质工程师，
先后参与完成了30余口重点井的施工任务，成为
大漠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能干不是蛮干，而是
要善于巧干、会干。”她时常这样告诉年轻员工，并
将工作中总结积累的宝贵经验无私传授给他们。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郭海燕也不例外。虽然
她平时大大咧咧、不善涂脂抹粉，但再忙也是工装
整洁，工作室收拾摆放得干净规范。靠近门口的
小桌上，还摆着一盆生机勃勃的绿植。

这些年来，因业绩突出，郭海燕先后被评为中
原石油工程公司、经纬公司和中原测控公司“建功
立业标兵”“三八红旗手”“先进女工”。收获荣誉
她很高兴，但更高兴的是她取芯的井“整体油气显
示不错”。

问：在野外作业多年，是什么支撑着你在这条
道路上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答：很简单，两个字，“喜欢”。说实话，野外工
作比较辛苦，尤其作为女性，在生活上也有着诸多
不方便。但我觉得这份工作有新鲜感、有诱惑力，
每次在录井中发现新的油气显示层时，那份激动、
快乐和自豪感，无法用语言表达。记得有一次，爱
人带孩子去工地看我，我指着旁边另外一台正在
运转的磕头机告诉孩子，这就是妈妈负责完成的
一口高产井。当时孩子崇拜的眼神让我十分欣
慰，觉得平凡的工作也同样很值得，于是更加喜欢
并坚持走下去。我也说不出什么大话，反正就是
觉得做一件事，就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去做好。

蒋智慧：与“氢”共舞

3838 岁的蒋智慧是燕山石化化学岁的蒋智慧是燕山石化化学
品厂总工程师品厂总工程师，，20242024 年年 99 月月，，获评中获评中
央企业劳动模范央企业劳动模范。。在过去在过去 44年间年间，，他他
迎难而上迎难而上，，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仅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仅 2828
岁的年轻团队岁的年轻团队，，在氢能领域内展开在氢能领域内展开
了艰苦卓绝的攻关工作了艰苦卓绝的攻关工作。。

“要像她们一样飒”

上学时，郭海燕看过一部讲述
女地质队员的电影，队员们跋山涉
水的坚毅身影深深烙印在她心间。
后来，郭海燕成为经纬公司的录井
工程师。这份工作长年在野外作
业，大家都觉得女孩子干不长久，但
郭海燕已经坚持了 17年。

郭海燕在整理地质资料。

蒋智慧在氢气新能源装置中巡检。

在苏 1-13井场，排 10西站员工在高架罐巡检。

刘长军（右）与唐吉勇在苏 13-平 3井场进行液面
测试。

刘长军刘长军((右一右一))给员工讲解如何更换压力变送器给员工讲解如何更换压力变送器
电池电池。。

雪中的苏雪中的苏 1313--平平 33井场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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