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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深处，碧波荡漾。
国产“双子座”号某型集装箱船满载从欧洲进口的货物，在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劈波斩浪，一路前行，成为这条千年商
路上的又一颗耀眼新星。

同一天，千里之外的某海域，我国首艘国产航母正执行海
上试验任务。从无到有，中国航母出现在东方海平面上。从
改装航母到自主建造航母，中国人向强国强军梦想又迈近了

一步。
使命不同的两艘船，却有着共同的诞生地——中船重工大

连造船厂。从 1898 年建厂至今，这座百年老厂历经战火洗礼、
社会变迁、岁月交替，如今焕发着勃勃生机。

改革开放 40 年来，这座昔日被称作“小坞”的修船厂，与
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跳动着开拓进取的时代脉搏，已经成长为一
个屹立于世界造船行业之林的现代化造船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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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种型号、数百

艘舰艇从这里驶向万里

海疆

12月上旬，又一批从名牌大学毕业
的新员工走进大连造船厂。他们放下
行囊，眺望不远处的龙门吊，对这个“中
国海军舰艇摇篮”充满憧憬与好奇。

翻开大连造船厂 120年辉煌历史，
80多个“第一”犹如一串珍珠光彩夺目，
从上世纪 50 年代第一艘万吨轮、70 年
代第一艘导弹驱逐舰、90年代第一艘超
大型油轮，到今天我国第一艘航母、第
一艘国产航母……伴随着中国向海洋
探索的足迹，40余种型号的数百艘舰艇
从这里驶向万里海疆。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大部分的
“第一”，是在改革开放这40年里创造的。

“改革开放后，我们想的第一件事就
是用怎样的眼光来看世界？”大连造船厂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征说，敢为人先的
“大船人”，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
造船要出口”的指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

1980年，大连造船厂开中国船舶出
口之先河，与香港联成航运公司签订2.7
万吨散装货船建造合同，这是中国第一
艘按国际规范和标准设计建造的出口
船。随着合同的签订，大连造船厂真正
挺立在中国造船业发展的潮头。在没有
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对国际规范标准知
之甚少的情况下，“大船人”从“造好出口
船，为国家争光”的高度出发，全力以赴，
完成了“长城”号散装货船的建造，打开
了中国船舶出口之门。

改革开放的 40年，也是中国对外贸
易产品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40年。据统
计，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
额提高了782倍。其中产品结构也由最初
以初加工产品为主，到现在以高科技含量
的工业制成品和机电产品为主。

这样的变化，映照在大连造船厂的
成长历程中。大连造船厂从建造万吨轮
“跃进”号，到建造 5万吨油船，用了 45
年；而从承接建造 15万吨散货船，到建

造30万吨超大型油船，只用了6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勇立潮

头的大连造船厂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出口
一般船只，而是把目光瞄准了国际造船业
的标杆产品——VLCC。

VLCC是超大型油轮的英文简称，
“装油量超过 200万桶原油，总涂装面积
相当于 170 个足球场”。能不能建造
VLCC，是衡量一个造船厂乃至一个国
家造船能力的重要指标。

20年前，日、韩造船厂几乎垄断了
全球VLCC市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家
造船厂有能力建造该类船舶。1998年，
大连造船厂顶着压力拿下了订单。

摆在“大船人”面前的，又是一个完
全陌生的领域，设计、建造均没有任何经
验可以借鉴。VLCC的超级货油系统，控
制点有 3000多处，以自动化控制实现装
载、排载、扫舱；VLCC维持船内低温的5
万多个木制绝缘箱的制作精度标准是
“丝”，这在中国制造行业闻所未闻……

集团一边组织工人进行培训，一边
安排设计人员和工人在现场研究解决问
题。“我们工人和设计人员一起讨论，当
天的任务必须当天完成，很多时候都干
到半夜。”老员工王鹏说，大家心里就想
着一定要顺利交船，不能给国家丢脸。

那一天，大连造船厂为某国船东建造
5艘VLCC中的第一艘，在世界惊叹的目
光中签字交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
的一艘 VLCC，大连造船厂一举终结了
日、韩造船厂在VLCC领域的垄断历史，
为中国造船史树立了又一座里程碑。

有多少惊艳令人赞

叹，就有多少付出鲜为

人知

回顾开创中国船舶出口先河的“长
城”号建造历程，许多大连造船厂的老
员工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香港爱国船王包玉刚兄弟把
原计划拿到日本去造的一艘 2.7万吨货
船订单给了大连造船厂。

订单虽然拿下来了，但他们没技
术、没设备，对船东提出的各项国际标

准更是不知所云。“大船人”只好边学边
干。就拿刷漆来说，过去国内只要不漏
刷、不漏油就行。船东却要求用日本油
漆，还要符合瑞典标准。

大连造船厂当时定下标准——制
造标准要比船东的要求更高，钢板上的
锈除不净不行，除得太光也不行；漆刷
薄了不行，厚了也不行；天太冷不能刷，
太潮也不能刷……工人们一遍遍返工
重来，不断磨炼。

两年后，“长城”号按期交船，符合
合同要求。船东高兴地说，“长城”号的
质量完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正是凭借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大船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也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跨越。

2012年 9月 25日，第一艘航母辽宁
舰交付我国海军，圆了国人百年“航母
梦”。

有多少惊艳令人赞叹，就有多少付
出鲜为人知。航母是一项巨大的系统
工程，其建造总量相当于 10 条大型驱
逐舰之和。数千个舱室，数万台设备，
上万公里长的管路和线路……在缺乏
资料的情况下，大连造船厂重点型号舰
艇建造总质量师李玉琦带着团队迎难
而上。

为尽早全面准确地摸清舰体结构，
李玉琦戴上头盔和呼吸器，打着手电，
领着大家钻舱底、摸管路、测数据、画图
纸，利用内窥镜检查管缝接口，把舰上
几万米长的焊缝一寸寸检测看透，不放
过任何一个角落。硬是靠一股拼劲和
韧劲，他们绘制完成上万份测试方案
图，记录的笔记和做的教案，摞起来比
李玉琦个子还高。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催生高质量
人才队伍，使大连造船厂的人才素质结
构不断优化。想当年，“长城”号建设团
队中，中专学历都屈指可数；如今，辽宁
舰的建设团队中，硕士博士数不胜数。
“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一年也就建造

两三艘船，现在一年能建二三十艘。但是
工人的数量并没有增加，主要靠技术的进
步和工人整体素质的提升。”大连造船厂
重点型号舰艇建造总质量师李玉琦说。

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2016年中国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699万人，占

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 1／5，规模位居
世界第一。这些高素质人才，既是我国
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缩影，又成为我国
改革开放建设的中流砥柱。

如今的大连造船厂，形成了一支以
院士为带头人、上千人规模的科研和建
造队伍，涌现出一大批业界知名的大国
工匠：船台“女铁人”郭玲华、“爆炸大
王”陈火金、“老黄牛”刨工方秀贞、“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戴振涛以及留
学归国回到大连造船厂扎根的一批批
科研人才……

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
一段段尘封的往事令人闻之动容。回顾
这些栋梁之材的成长足迹，“长期”“常
年”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高频词。谈起这
些，海军一位领导感慨地说，正是有了这
样一大批军工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匠心支
撑，正是有了像他们一样兢兢业业铆在
岗位上的“沉默砥柱”，才托举起了新时
代国防造船工业的“高楼大厦”。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

市场上，他们杀出了一条

血路

“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
溯。”以此来形容改革开放 40年来“大船
人”的努力与探索，可谓恰如其分。

今年初，大连造船厂建造的某型集装
箱船“双子座”号交付中远海运集团。这
艘运用分段制造数字化车间进行模块化
设计建造的超大型船舶，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级别集装箱船之一。一次能运输两万
多辆7座的大型越野车，甲板面积相当于
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打破了日、韩船厂技
术垄断，创造了多个国内之最，成为如今
我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支点。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分段
制造数字化车间实现了“大船”从“跟跑
者”到“领跑者”的转变，从源头上保证了
设计的合理性，大幅提升了建造质量。

大连造船厂在“像造汽车一样”迅
速建造大型船舶的过程中，不断刷新纪
录：试航前达到全船交工状态，出坞后
下水 28天实现航海，出坞前机舱所有系

统管系交验，5天完成航海任务，航海后
10天完成所有交验项目……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从100%依托国
外进口设备建造，到大型设备的国产率
达到100%；从占国际市场份额如九牛一
毛，到造船完工量位居世界前列……大
连造船厂在改革开放的铿锵足音中，和
国家经济建设一样实现了腾飞。

98年前，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
“年可造各种船只 200 万吨”是孙中山
在《建国方略》中对未来描述的蓝图。
如今，仅大连造船厂二工场一个船坞，
年产量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昔日的蓝图
早已在今日的“大船”绘就。全国造船
年完工量超过 6000 万吨，占世界市场
的 43. 6%，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在充分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大连

造船厂杀出了一条血路。”刘征倍感自
豪。

对于取得的发展成就，“大船人”有
着自己的注解：越开放越自信，而自信
来源于高质量的产品。近年来，伴随着
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连造船厂还率先建
成了多条专业化生产线，实现了船舶制
造的专业化、标准化和批量化，被公认
为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好的造船模
式。这个模式，让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
率不断提高，船舶建造周期不断缩短。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见证我
国船舶工业腾飞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原
副主任张国宝曾感慨地说：“造船工业
的发展表明，培育一个产业，国家意志
很重要。造船工业能够做到的，其他产
业领域也应该能够做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从VLCC超大型油船、超大型集装
箱货船，从“好望角”型散货船到 3000米
半潜式钻井平台……在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的强力推动下，“大船人”打造的一
大批代表世界船舶工业顶级水平的中
国船舶和海洋工程产品走出国门，驰骋
在蔚蓝的海洋上。

回望改革开放 40年，“大船人”交出
的成绩单，收获满满。进入新时代，崭
新的考卷，等待着“大船人”用更多智慧
去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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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百年船厂的现代化脉动
■■本报记者 符马林 刘建伟 康子湛

聚光灯下，第一次登上国际领奖
台的王知远紧张得脸蛋有些泛红，他
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冠军。

回想起那一幕，王知远觉得这是
迄今为止自己人生最出彩的镜头。
2017 年 6 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国
际焊接大赛上，王知远从 13 个国家
300余名焊接技术能手中脱颖而出，一

举摘得熔化级混合气体保护焊项目金
牌。在被称为世界焊接技能“奥林匹
克”的赛场上，这个 80后渤船集团青
年为中国焊工打出了一张亮丽的名片。

和所有“逆袭”的故事情节如出
一辙，从零基础的“草根”到世界冠
军，王知远的圆梦之旅加注了近乎顽
固的执著和“不要命”的拼劲。

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初中毕业
后，王知远放弃了大学梦，考进渤船
技校，拿起了焊枪。从小就崇拜绿军
装的他常常安慰父母：“咱以后也算是
扛‘枪’的人了。”

谁也没想到，对学习提不起兴趣
的王知远，却对焊枪来了劲儿。

每天一进车间，王知远便开始忙
碌起来。领取焊材、调试设备、打磨
试件、实施焊接、清理工具、探讨交
流……每天工作至少 10个小时。别人
休息时，他在琢磨怎么才能焊得更漂

亮；别人抱怨工作枯燥乏味，他却经
常抱着焊枪乐个不停，成了同事眼中
的“傻小子”。有段时间，左邻右舍家
里的废铁都被他收集起来练手，后来
大家开玩笑说，“王知远这金牌可得算
我们一份”。
“选择了焊接这个职业，就要踏踏

实实把它干好！”这是王知远第一次拿
起焊枪时，师傅谷洪新叮嘱他的话，
王知远把它作为职业追求笃信于心。

在谷洪新看来，正是因为对焊接
的这份超乎常人的执着痴念，支撑着
王知远在单调、孤独和疲乏中从未有
过放弃的念头。参加比赛集训的一个
月时间里，王知远共焊接了 300多公斤
的焊丝，要知道，放在平时，他得花
上 15个月左右时间才能焊完。那些日
子里，他的脸颊、颈部几度被弧光熏
烤得脱皮，人也变得又黑又瘦。

光鲜背后，只有妻子王谊知道，

这块金牌是丈夫拼了命才换回来的。
一次挽起王知远的袖子，王谊的

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丈夫的胳膊
和手臂上又多出了一块块伤疤。她知
道，为了保证焊接效果，丈夫总是站
得离焊口很近，根本顾不上飞溅出的
几百摄氏度高温的铁水，在双手、胳
膊和大腿上，烫出豆大的水泡。
“没事儿，别担心，我让医生处理

过了。”王谊后来才知道，集训时间
紧，王知远从来不肯去医院，都是趁
工作间隙进行简单处理，便接着干活
儿。然而这一切在这个汉子眼中，却
被骄傲地看作是“见证一路成长的勋
章”。

永远不要低估热爱的温度。王知
远焊出的“艺术品”通过了国际焊接
赛场的考验，评委们通过 X光检测内
部，结果显示：王知远的焊接缝隙没
有气孔、夹渣，全部融合……

获得世界冠军后，他在行内渐渐
有了名气，很多人开始称呼他为“大
国工匠”，不断有单位以优厚待遇向他
伸出“橄榄枝”，但都被王知远拒绝。
他说，是“渤船”培养了我，我在岗
一天，就要干好一天。这些年，他先
后多次荣获“质量信誉标兵”“优秀共
产党员”以及由国务院国资委授予的
“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实现华丽转身，面对诸多荣誉，
王知远没有骄傲，他把更多精力投身
于“传、帮、带”工作，把自己的技
术毫无保留地传给其他同事。
“单靠少数技术好、手艺强的人不

可能提高整个企业的效益，只有通过
这些人的辐射带动作用，让更多的人
掌握良好的技艺，才能达到提高施工
质量。”如今，王知远在焊工这个岗位
上已经工作了 15个年头。伴随着闪闪
发光的焊花，王知远把人生中最精彩
的部分默默地写在了那一根根焊条
上，在电焊弧光中尽情倾洒汗水与心
血。登上世界焊接技能领奖台，只是
给王知远打开了一扇大门，他的未来
很远、舞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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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船集团技能专家王知远焊接焊出世界冠军——

永远不要低估热爱的温度
■本报记者 符马林 通讯员 刘存飙

点评军工圈里的人和事

■本期观察：丁麒文 谢啸天 占传远

军 工 圈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美国“福特”号

航母返回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维修。

作为美国唯一能够自行设计、建造、

大修核动力航母的总装厂，自成立以来，

该船厂已经为美国海军建造了33艘航

母，是名副其实的美国航母“产房”。

在一般人看来，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肯定赚得钵满盆满。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航母建造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设计

更改的情况，引发工期的延误，造成劳动

力和技术投入成本的上升。这也间接导

致了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几十年来一直在

造军品和民品之间犹豫不定。

上世纪90年代，该船厂也曾尝试进

军民用市场。但他们很快发现，高昂的造

船成本使其在国际商业船舶市场中毫无

竞争力。

美国《商业周刊》曾专访船厂一位高

管：“下次你们还会进军商业造船业吗？”

得到的答案是“再也不玩了”。话里话

外，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的经历值得思考。

对军工企业而言，再先进的技术，如

果只局限于军品制造，即便在长期订单

的“供血”下，也难免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活力缺失等问题。不局限军品制造，在

更广阔的“蓝海”求发展，或许能焕发新

的生机。

困 局

当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在军品和民用

之间犹豫不定时，波音公司早已找准了

定位。

谈起波音公司，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

是上次旅行时乘坐的客机。你知道吗？号

称“环球霸王”的C-17运输机、美海军舰

载机主力F-18“大黄蜂”也是它的“作品”。

创业之初，美国海军部的订单，让波

音公司赚到了第一桶金。二战期间，纷至

沓来的军机订单让波音成了一家不折不

扣的军工企业。当时，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16架军用飞机飞出位于西雅图的工厂。

单纯依赖军用订单，难免遇到发展

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波音公司

曾有近两年没能拿到军品订单，导致公

司裁员超过一半，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

大的生存危机。

在危机中，波音公司主动思变，发展

民用航空。从首款喷气式客机707到“梦

想客机”787等系列型号，波音公司牢牢占

据了世界喷气式客机的“头把交椅”。

如今，这家百年老店仍然保持着旺盛

的生命力。其实，对于军工企业而言，主

动适应时代变化进行“造血”，未尝不是提

升竞争力的一条路径。

破 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