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温佐武来说，2020年可谓是酸甜苦辣皆有之。这一年，他冲
锋在前，带领班组成员突破疫情影响，奋力刷新企业综合传动箱体
铸件产量纪录；这一年，他勇挑重担，参与完成某装备箱体保障攻关
与某A型材料高比例使用回炉料产品质量精益改善等项目，为企业
节约成本700万元。

时间回到 1年前。2020年初，江麓集团启动综合传动装置多
型谱开发工作，由此拉开了装备提质改造的大幕。作为一名有 30
年有色金属熔化浇注经验的技能尖兵，温佐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公司装备制造升级，对铸造工艺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的新工
艺、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如何高效使用这些设备，都需要我们不断
创新。”1月21日，江麓集团铸造车间，红色铝合金溶液的光热映照
在温佐武脸上，他和班友正在进行炉料烘烤、工具清整、配料、浇注
轮岗作业。

温佐武告诉我们，他所在的熔化班是材料消耗大户。为降本
增效，提升发展质量，团队自去年起就启动了材料节约和某型箱
体质量提升两项行动。2020年 3月，他所在的分厂接到某型装备
铸件改为某A型材质的任务。“材质对铁元素含量要求极高，而在
现实生产中铁元素含量是极难控制的。”温佐武说，随着该型装备
产品批产化进程加快，其成本投入同比增长了近 10%。困难面
前，他与团队沉下心，从工艺优化、熔炼浇注技术、缩短待浇时间
及坩埚材质替换等方面入手，经过无数次试制改善，在确保铸件
质量的前提下，终于实现了回炉料添加比例达到 30%的理想指
标，此举直接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 600万元，同时还把铸造箱体的
安全系数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江麓集团装备
转型升级的重要年头。温佐武表示，他将与团队紧密配合，争取
早日攻关科研生产中的“卡脖子”问题，为推动国防建设贡献更多
力量。

由于产品应用场景的特殊性，
风机叶片的整个制造过程很有讲
究。

靳涛说，设计是风机叶片的灵
魂，玻璃纤维、树脂等新材料的使用，
以及流体力学的运用，有效破解了风
机叶片质量轻、韧度高、有效抓取的
难题。目前，中国的风机叶片设计已
经成熟，再加上企业精益制作，叶片
能更加适应当地的使用环境。

再看生产环节。经过了解，
我们得知，一支叶片出厂，

要经过前期的梁和预
制件生产，中期壳

底铺层、灌注、合
模、固化，后期
修型、包边、油
漆、组装等 9
个工序环节，
而且，90%的工
序是靠人工操
作。靳涛解释

说：“叶片生产本身
比较特殊，不适合批

量生产，再加上国内产品

更新换代快，模具设备购置成本高，
所以国内生产过程趋同，均以传统
手段、人工操作居多。”

在三一（韶山）风电叶片车间
里，多名员工正进行壳底玻纤布铺
层。在操作台上，叶片一端，一台吊
车将玻纤布吊起，两名员工相向而
立，各自站在叶片一侧，只见他们用
两根铁棍将玻纤布缠紧，各执一端
同时向叶片末端跑去。待玻纤布铺
满壳底，他们便返回原处，剪断玻纤
布。这样第一层玻纤布就铺好了。
如此往复，铺上第二层、第三层……
一个壳底平均需要铺上 30～40层，
厚的地方可达 100多层。一支叶片
最快铺完也需要 3个多小时。有一
名员工告诉我们，铺玻纤布看似简
单，其实也有学问，每层玻纤布之间
间隔有 10厘米，如果这个距离没有
掌握好，会直接影响叶片灌注树脂
后的效果。

还有温度控制也是精细活。在
叶片生产车间，公司装有中央空
调，24摄氏度的温度才能保证叶片
注胶后的质量。“叶片灌注树脂后，

需要 4～5个小时固化，有时外界温
度太低，室内温度一时上不来，我们
会直接给叶片‘盖棉被’保温。”指着
车间里一堆的棉被，靳涛笑着说：

“别看办法‘土’，效果还真好”。
叶片运输一直是个技术活。由

于叶片超长，从出厂、上高速，到风
场，再进行组合安装，只有经验丰富
的“老师傅”才敢接这个活儿。目
前，尽管运输车辆不断更新，但是风
机叶片交通运输过程中形成的碰撞
伤还是高达 10%。靳涛表示，这个
问题尚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依赖
于精细操作。

谈到未来的发展，靳涛表示，
“灯塔工厂”是三一集团具有引领性
和指向性的企业，智能化、数字化，
肯定是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按照
集团战略部署，落户于韶山的新产
业园将逐步推行“机器替人”计划，
依靠智能智慧系统，替代人工操作，
进行产品检测、远程监控等，以“超
级工厂”的兴建为中国制造 2025贡
献力量。

湘潭城发集团一课题获国家级荣誉
本报讯（记者 洪静雯）1月27日，由湘潭城发集团下属设计集

团申报并负责的《适应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产业园区规划设计研
究》课题，完成了研究任务，被成功纳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咨询
部工程技术课题管理委员会最终科研成果，并荣获中国管理科学
研究院重点项目科研成果一等奖。

目前，我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存
在产业定位不准、创新力不足等问题。由设计集团刘智渊等人负
责的这一课题，通过对产业园区的产业选择、选址规模、空间形
态、绿色营造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为产业园区的转型发展构建优
越的品质空间，为同类产业园区规划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意见。
本次课题获得国家级奖项，助力设计集团在园区规划研究领域再
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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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温佐武，1970年生，中国兵器江麓集团一分厂熔化
班班长、江麓集团劳动模范。

荐字理由：“焱”本义指火花、火焰，即《说文解字》所谓的“火华
也”。引申义为炽热、火花飞舞，这是温佐武以一颗赤子之心在平
凡岗位上为国铸器的写照。

“字述一年·致敬2020”系列报道

为国铸器的一线工人温佐武：
焱

本报记者 王超

从荷兰古朴的大风车中

找到灵感，风力发电近几十年

来被广泛推广，通过超大型叶

片的不断旋转，风能转化为电

能，输送到国家电网，为我们

的生产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

绿色能源。

在人迹罕至的沙漠、在浩

瀚无垠的海域、在陡峭突兀的

高山，一座座风力发电机如同

莹白的精灵，牢牢伫立，迎风

旋转。它们以不停歇的定点

圆周运动，抓取身边每一丝划

过的风，完成自然界中能量的

相互转换。

风能的收集、电能的诞

生，离不开精灵的“长手臂”。

一台风力发电机由3支叶片、

1个机舱罩、1个塔柱组成，而

这 3 支长达七八十米的风机

叶片，就如同长长的手臂，是

整机零部件中的关

键所在。

韶山高新区，三一（韶山）风电厂
区内，两支长度达68米的风机叶片并
排摆放在后处理车间，几名工人戴着
口罩，站在距离地面2米多高的工作
台上为叶片做最后的打磨上漆工作。

流线感极强的叶片，顶端一头
小而扁全部封闭，像被压紧了的鸭
嘴形状；根部端则呈现一个中空圆
形，底座上排满了凸起的插销和预
留的螺丝孔，以备后期与机舱罩的
对接；根部端中间的圆孔不大，直径
大约1米左右，刚刚够一个身材矮小
的人钻进。我们凑近向叶片内部张
望，能看腹板贯穿整个叶片，如同

“筋骨”一般支撑着，腹板支撑面通
过结构胶与叶片壳体粘接在一起。

三一（韶山）风电，是三一集团

下属三一重能的子公司，专门负责
风机叶片生产。2019年 12月，公司
与韶山高新区签署合作协议后，项
目推进十分顺利：3个月之内完成厂
房建设，生产出第一支风机叶片，再
到如今全线提速生产，第 1300支叶
片已经顺利交付使用。

公司副总经理靳涛告诉我们，
公司生产的风机叶片长度有 68米、
71米、78米等几种规格，重量一般在
16～18吨。“去年，我们主要生产 68
米长的叶片，目前公司又研发了 78
米长的叶片，预计今年3月可实现批
量生产”。

伴随着国家风电补贴政策推
出，2016年开始全国经历了一波“抢
装潮”，风机业务一路飙升，叶片生

产供不应求。靳涛告诉我们，去年，
68米长的叶片市场价曾一度攀升至
210万元/套。在市场行情推波助澜
下，2020年三一（韶山）风电累计生
产叶片 400套，共 1200支，实现销售
收入达6.7亿元。

短短一年时间，企业赚得盆满
钵满。市场的精准把握、企业的精耕
细作，地方的优质服务，为三一集团
在潭发展增添了信心。2021年1月1
日，三一集团再次做出重大决定，投
资10亿元在韶山建设数字化叶片生
产厂房及配套设施。这个智能化、数
字化“灯塔工厂”的落户，毫无疑问，
将有力促进三一（韶山）风电业务加
速升级，为集团风电叶片业务总部经
济安放于此，埋下了伏笔。

速度·效益

精工·智能

车间里工人们为叶片主梁铺层。（本报记者 罗韬 摄）

三一（韶山）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风机叶片。（本报记者 罗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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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这是我的锻炼项目之一，你们总不能拦着我搞
‘锻炼’吧。”周立群笑着说。

2006年正式退休后，周立群依然坚守着这个不成文的“约
定”——每天提前来办公楼，为同事们打水、浇花、刷洗茶具、泡
茶，14年来风雨无阻。到了重要节日，她还会带上亲手做的礼物
送给大家。单位领导多次要支付劳务费，也被她拒绝了。“要不是
同事们雪中送炭，我早就没命了。你们喷的是‘涌泉’，我报的只
是‘滴水’，这点付出，不值一提。”周立群说。

当天，周立群还和我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她创造了我市
一次肾脏移植存活时间25年的新纪录。“有大家的关爱，我有信心
向全国纪录发起冲击！”周立群坚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