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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星期一

（上接第二十四版）

421 江浩然

江浩然，男，汉族，1970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恒银金

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江浩然作为新时代民营

企业家，带领团队攻克金融

智能终端核心技术，在行业

率先使用并推广国密算法，

实 现 我 国 金 融 智 能 终 端 自

主、安全和可控，为加速产品

国产化作出突出贡献。

21 世纪初，我国金融行

业处于快速发展期，金融自

助设备国内市场主要被国外

厂商垄断，不仅价格贵，还存

在着严重的安全风险。作为

专业从业者，江浩然下决心

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中

国人手中。他于 2004 年 5 月

创办恒银科技，立志打造金

融科技领域的民族品牌。从

核心算法到结构设计，每一

个环节他带领团队从大量基

础工作做起，经过无数次方

案设计、图纸修改、样机试验

和真钞试验，最终攻克国外

垄断技术。

在江浩然的带领下，团队

由十几人增至 2000 多人，产

品由过去单一的ATM快速扩

展为涵盖现金类、非现金类、

支付安全类的全方位智能产

品、技术和服务。公司获得千

余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通过

软 件 能 力 成 熟 度 最 高 等 级

CMMI5 评估和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认证，院士专家工作

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相继建

立，为公司自主创新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在他的不懈努力

下，公司快速成长为全国信息

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自助

服务设备标准工作组组长单

位，成功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

名列前茅。

在我国银行数字化浪潮

中，江浩然从未停下脚步，不

断思考着转型升级之路。他

的团队将智慧银行建设和金

融科技深度融合，成功研发

超级柜台、智慧柜员机、智能

柜台等众多智能产品，真正

让公司成为智慧银行解决方

案 的 倡 导 者 、参 与 者 和 推

动者。

江浩然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天津市道德模范、天津市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授

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22 安 玮

安玮，女，汉族，1969 年

10 月 生 ，中 共 党 员 ，国 防 科

技大学某学院教授。

安玮以科研报国、科技

兴军为使命，铁心向党矢志

不移，潜心深耕某新领域 20
多年，研究成果填补了核心

技术空白，实现多个“从 0 到

1”的突破，对拱卫国家战略

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20 世 纪 90 年 代 ，尚 在

攻读博士学位的安玮，在导

师的指导下，敏锐洞悉某新

领 域 对 国 防 安 全 的 重 要 意

义 ，毅 然“ 跨 界 ”到 该 领 域 ，

从 零 起 步 ，一 干 就 是 20
年。她克服重重困难，带领

课 题 组 一 点 一 滴 建 立 起 一

整 套 该 领 域 信 息 处 理 技 术

理论与方法，取得多项自主

创 新 成 果 。 近 10 年 来 ，她

带 领 团 队 承 担 国 家 重 大 工

程项目、自然科学基金前沿

项目等任务，在部分方向实

现 从 跟 跑 向 并 跑 、领 跑 的

转变。

安玮坚持自主创新、自

立自强。2010 年，她带领课

题组承担某重点项目论证任

务，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用

一项项成果赢得认可，成功

推 动 项 目 立 项 。 她 历 时 3
年，实现该领域从硬件架构

到信息处理的自主研发、自

主设计、自主维护。面对某

项 目 信 息 处 理 技 术 复 杂 性

强、尚未有国家研制成功等

情况，安玮带领团队另辟蹊

径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为我

国先期掌握技术、具备装备

能力作出重要贡献。

入伍 30 多年，安玮坚持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

化的伟大事业中，因为常年

超负荷工作和繁重的科研压

力，安玮身体不堪重负，先后

3 次 手 术 。 躺 在 病 床 上 ，她

还在思考团队分工、关注项

目进展。她竭尽全力、倾心

育人，带出了一支特别能吃

苦 、特 别 能 攻 关 的 科 研“ 铁

军”。

安玮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 、全 军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等

称号。

423 李志强

李志强，男，汉族，1964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航

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

责任公司发动机装配厂特级

技能师。

40 多年来，李志强装配

了上千台次航空装备产品，

攻克了多项航空装备关键技

术，首创并推广“李志强操作

法”，成立“李志强班”，培育

了一批新生力量。

1983 年 ，李 志 强 退 伍

后，被分配到中国航发黎明

公司发动机装配厂总装班。

初到装配车间，李志强被发

动机密密麻麻排布的管路、

电缆“震”住了。从分不出首

尾到大致熟悉，他只花了一

年时间，比常人快一倍。通

过工作中的日积月累和追求

创新，李志强快速从一名装

配“小白”成长为技术能手，

2013 年，总装班也以李志强

的名字命名为“李志强班”。

李志强带领班组先后攻克多

项 航 空 发 动 机 装 配 关 键 技

术，他根据每名员工的装配

技能和熟练程度，发挥每个

人的特长，合理进行生产组

织，实现各环节无缝衔接，大

幅 缩 短 了 装 配 周 期 。 这 种

“ 接 力 式 ”标 准 化 的 作 业 模

式，在保证装配质量的前提

下缩短装配时间超过 20%。

10 多年来，李志强和他

的 班 组 累 计 实 现 工 艺 创 新

126 项 ，自 行 研 制 工 装 工 具

312 件 ，并 将 班 组 多 年 总 结

的创新方法汇编成《李志强

操作法》，设计开发的“李志

强锁片钳”“李志强锁刻刀”

等几十项专用工具，在公司

和行业内得到推广。公司依

托“ 李 志 强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组织各层次技术、生产

骨干共同开展技术创新项目

32 项 ，申 报 发 明 专 利 30 余

项，先后解决科研装配技术

难题 52 项。

李 志 强 总 是 不 吝 啬 对

徒弟们的帮助，将自己的装

配 操 作 经 验 毫 无 保 留 地 教

给大家，带动班组职工共同

学习提高，通过采取个性培

养、师徒结对、技术互助、绝

招共享等方法，培养了许多

一专多能的“多面手”“全能

型 ”人 才 。 如 今 ，“ 李 志 强

班”共有员工 62 人，他们用

青春持续助力更强劲的“中

国心”。

李志强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技术能手、“最美退

役军人”等称号。

424 李学武

李学武，男，汉族，1971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

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艺

术总监、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李 学 武 用 30 多 年 复 原

出 失 传 1000 多 年 的 唐 白 瓷

烧制技艺，并集中国陶瓷之

所 长 创 立 牡 丹 瓷 这 一 新 瓷

派。牡丹瓷已成为中国陶瓷

领域的知名品牌，被作为国

礼赠予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元首和贵宾，成为中

国 对 外 友 好 交 往 的 一 张

名片。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

区是唐白瓷的诞生地，北宋

时期唐白瓷技艺失传。1992
年，李学武从部队退伍，出身

陶瓷世家的他立志复原唐白

瓷烧制技艺。为此，他历时

15 年 跑 遍 各 地 大 大 小 小 窑

口，查阅资料写下 20 多万字

笔记，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成立陶瓷研究所，收集上万

片古瓷片标本，结合传统经

验和先进科技进行科学分析

检测，最终复原唐白瓷配方

和技艺。

为了让唐白瓷技艺延续

下去，他用了近 3 年时间，进

行 2000 多次试验，对唐白瓷

器型和颜色进行改良，开创

出世界陶瓷门类中牡丹瓷这

一新瓷派。牡丹瓷在世界陶

瓷花卉领域，首次实现了从

平面到立体、从单色到多色

的突破和创新，掀开了陶瓷

工艺的全新一页。李学武攻

克牡丹瓷烧制的核心技术，

取得 19 项发明专利和 100 余

项产品著作版权，成为洛阳

市“唐代白瓷烧制技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李学武积极回报社会，

设立大学生见习基地，毫无

保 留 地 传 授 牡 丹 瓷 制 作 技

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技术

人才，其中省级工艺美术大

师 53 人、工艺美术师 670 余

人等。在他的引领下，牡丹

瓷 已 成 为 中 国 陶 瓷 领 域 的

知名品牌和特色文化产业，

带 动 数 十 家 企 业 投 入 生 产

研 发 ，解 决 6000 余 人 就 业 ，

取 得 经 济 效 益 达 百 亿 元 。

他关心农村青年，培养来自

农 村 的 技 术 工 人 占 总 员 工

比 例 50% 以 上 。 他 心 系 特

殊 群 体 ，团 队 中 有 17 名 残

疾 人 。 从 2016 年 开 始 ，他

每 年 资 助 30 余 名 大 学 生 完

成 学 业 ，已 累 计 资 助 200
余名。

李学武荣获全国模范退

役军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等称号，被授予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425 李培生
胡晓春

李培生，男，汉族，1974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安徽省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园 林 开 发 分 公 司 环 卫 放 绳

工 ；胡 晓 春 ，男 ，汉 族 ，1980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安徽省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园林局玉

屏管理区护林防火中队副中

队 长 、第 十 九 任 迎 客 松 守

松人。

李培生坚持“以山为家，

以路为友，宁脏一人，不污一

处”的工作理念，每天穿梭于

悬崖峭壁间，只为守护黄山

的绿水青山；胡晓春每年在

山 上 吃 住 300 多 天 ，克 服 孤

独寂寞和极端恶劣天气，只

为守护迎客松的苍翠挺拔。

1999 年，李培生成为黄

山风景区放绳工，负责放绳

索 到 悬 崖 谷 底 捡 拾 垃 圾 。

这项工作既辛苦又危险，胆

识 、技 术 、体 能 缺 一 不 可 。

李培生自认胆子不小，但第

一 次 放 绳 作 业 时 仍 极 度 紧

张，悬崖垂直落差 50 多米，

有十几层楼那么高，身体直

打哆嗦，犹豫很久才一咬牙

直溜而下，却结结实实地撞

在岩石上，疼得眼泪都要掉

下 来 。 外 围 放 绳 的 作 业 环

境不是悬崖峭壁，就是荆棘

丛 林 ，有 时 一 脚 踩 空 了 ，就

得 被 悬 在 半 空 中 晃 荡 好 半

天。碰上大风，还会刮来一

些小砂石，皮肤被磨破已是

司 空 见 惯 。 凭 着 不 服 输 的

干劲，经过长期训练和实地

操 作 ，如 今 他 凭 借 一 根 绳

索 ，在 悬 崖 峭 壁 间 行 走 自

如。20 余年来，李培生累计

放 绳 高 度 超 1800 公 里 ，一

次次翻越和攀爬，换来黄山

的干净整洁，也换来游客们

的纷纷点赞。

2011 年，胡晓春正式成

为 黄 山 风 景 区 第 十 九 任 迎

客松守松人。自此，他每年

有 300 多 天 吃 住 在 1700 多

米的黄山之巅，与迎客松朝

夕相处，距离迎客松几步之

遥 的 小 屋 就 是 他 的 值 班

室。从早上 6 点半起，他每

隔 2 小时巡查一次，详细查

看迎客松树体、主干、枝丫、

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及

周边环境并一一记录，累计

撰 写 94 本 、超 160 万 字《迎

客 松 日 记》。 遇 到 台 风 、雨

雪等恶劣天气，他每 30 分钟

就要巡护一次，整夜不能合

眼 。 胡 晓 春 忍 受 着 日 复 一

日 的 单 调 、长 年 累 月 的 孤

独 ，坚 守 岗 位 ，成 为 迄 今 为

止工龄最长的守松人。

2022 年 ，李 培 生 、胡 晓

春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

了自己的工作和认识体会。

8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回信中对他们的敬业奉献精

神给予肯定，希望他们继续

发挥榜样作用。李培生和胡

晓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在各自岗位上坚守

奉 献 、发 光 发 热 ，还 成 立 了

“中国好人”工作室，吸引很

多同事加入其中，已累计服

务黄山游客和周边老乡 2 万

多人次。

李培生荣获安徽省道德

模 范 称 号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胡晓春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安徽省道德模范等称

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426 杨金龙

杨金龙，男，汉族，1994
年 10 月生，中国民主促进会

会员，杭州技师学院汽车整

形涂装系副主任。

杨金龙刻苦训练，不断

挑战技能极限，代表国家参

加 第 四 十 三 届 世 界 技 能 大

赛，获得汽车喷漆项目冠军，

助力中国队实现世界技能大

赛金牌零的突破。夺冠后，

他 婉 拒 多 家 企 业 的 高 薪 聘

请，留校从事一线教学工作，

为国育才。

1994 年 10 月，杨金龙出

生于云南省保山市边陲乡村

的一户农民家庭。凭借颇具

天赋的动手能力，加上浓厚

的兴趣爱好，15 岁的杨金龙

被招入杭州技师学院云南教

学点的汽车维修专业学习。

一年后，杨金龙又被选入杭

州技师学院本部学习。为了

将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

牢牢攥在手心，杨金龙开始

了异常辛苦的训练。根据世

赛要求，汽车喷漆过程中的

油漆厚度误差不能超过 0.01
毫米。为了精密控制喷枪的

气压、出气量以及走枪的速

度等，杨金龙每天一遍又一

遍重复着高难度的训练，常

常因为手持喷枪时间过长而

导致胳膊疼到睡不着觉，几

天抬不起来，只能用冰袋冷

敷 来 缓 解 ，但 他 从 未 想 过

放弃。

2015 年 8 月 ，杨 金 龙 获

得第四十三届世界技能大赛

汽 车 喷 漆 项 目 冠 军 。 夺 冠

后，多家企业和猎头公司抛

来“橄榄枝”，高薪聘请他担

任汽车钣喷总监，杨金龙不

为所动，选择留校任教，从事

一线教师和班主任工作，并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将经

验和知识传授给更多学子。

杨 金 龙 给 学 生 上 的 第 一 堂

课，一定是在实训中心，讲授

本行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他告诉学生，学习技术不仅

仅是为了比赛，更是为了服

务国家、服务社会。在他的

观念中，当一个人心怀热爱

时，就一定会花很多时间去

钻研，坚持下去就能成为行

业中的佼佼者。

多年来，杨金龙参与编

写专业教材 10 余册，累计为

汽车喷漆行业培养 500 余名

技 师 、2000 余 名 高 级 工 ，为

企 业 培 训 技 术 工 人 3000 余

人 次 。 他 成 立 了 杨 金 龙 技

能大师工作室，担任世界技

能大赛国家队教练，指导选

手 获 各 级 技 能 竞 赛 奖 项 50
余项。

杨 金 龙 荣 获 全 国 技 术

能手、浙江省道德模范等称

号 ，被 授 予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章。

427 杨彦锋

杨彦锋，女，汉族，1981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公交公司公

交车驾驶员。

杨彦锋始终把乘客满意

作为标准，用热心、诚心、细

心、真心服务乘客，在 20 多

年的驾驶生涯中，安全行车

百万公里零事故、零投诉，给

同事无私分享节能降耗开车

经验。

杨 彦 锋 所 驾 驶 的 102
路是银川市公交发车最早、

收 车 最 晚 、班 次 最 多 、线 路

最长、客流量最大的一条线

路，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事情

发生。杨彦锋坚信：爱是可

以 相 互 传 递 的 ，你 对 乘 客

好，乘客也会对你好。她总

结 出 一 套“ 五 心 工 作 法 ”：

对待老年乘客热情细心，对

待儿童乘客呵护关心，对待

外地乘客真诚耐心，对待特

殊乘客尊重暖心，对待普通

乘 客 和 气 贴 心 。 她 让 每 位

乘 客 都 能 享 受“ 五 心 ”服

务，用真心真诚让乘客如沐

春风。

杨 彦 锋 在 车 里 设 置 了

便 民 箱 ，准 备 了 针 线 包 、口

罩 、雨 披 等 物 品 和 晕 车 药 、

创 可 贴 、速 效 救 心 丸 等 药

品，并根据季节变化适当调

整 ，用 温 暖 亲 情 营 造“ 车 厢

家庭”。杨彦锋所在的公交

车 组 和 线 路 打 造 了“102 路

品牌线路”和“102 路劳动模

范 专 线 ”，成 为 示 范 引 领 服

务民生的前沿阵地，成为宣

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劳

模 精 神 的“ 活 动 阵 地 ”和 流

动 的 风 景 线 。 杨 彦 锋 的 丈

夫说，她对公交车照顾细致

周 到 ；女 儿 说 ，她 对 待 乘 客

永远那么有爱心和耐心；母

亲说，她一天不上班就浑身

不 得 劲 。 只 有 杨 彦 锋 深 深

明白公交事业的重要意义，

她 认 为 自 己 开 的 不 只 是 一

辆 公 交 车 ，更 是 自 己 的“ 第

二个家”。

杨 彦 锋 以 一 丝 不 苟 的

责 任 心 和 娴 熟 的 驾 驶 技 能

年年获得优秀，成为公司首

批 驾 驶 新 型 公 交 车 的 女 司

机。杨彦锋月月都是“节气

标兵”，她总结出“十九字节

气 法 ”，用 实 际 行 动 带 动 身

边 同 事 一 起 为 节 能 减 排 作

贡献。

杨彦锋荣获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三八

红 旗 手 、全 国“ 最 美 公 交 司

机”、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模

范等称号。

428 杨 勇
杨勇，男，汉族，1976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机务段动车运用车间动

车组司机。

杨勇秉承“最后一道关、

荣辱一把闸”的职业信条，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生

命捍卫使命，守卫全车旅客

的生命安全，体现了新时代

中 国 铁 路 人 的 优 秀 职 业

素养。

2022 年 6 月 4 日 ，杨 勇

驾 驶 的 贵 阳 北 至 广 州 南

D2809 次 旅 客 列 车 准 时 出

发。当列车运行至贵广线榕

江 站 进 站 前 的 月 寨 隧 道 口

时，杨勇突然发现线路异常，

在 5 秒内果断采取了紧急制

动措施，一把将制动手柄推

到底。刚出隧道的列车撞上

了侵入线路的泥石流坍体，

在线路挡墙和轨道结构的防

护下，列车穿过河水湍急的

寨 蒿 河 大 桥 ，停 在 了 榕 江

站。车上 151 名旅客和工作

人员生命无恙。

“D2809 次司机，在吗？”

动 车 组 列 车 长 陈 晓 芳 在 一

阵眩晕后，快步走向冲击传

来 的 方 向 。 虽 然 呼 叫 一 次

比一次急切，但对讲机里始

终 没 有 传 来 杨 勇 的 声 音 。

杨 勇 的 生 命 永 远 定 格 在 46
岁。在事故现场，抢险人员

找 到 了 杨 勇 的 动 车 组 司 机

手 账 。 残 留 着 黄 色 泥 土 的

封面上，杨勇的笔迹清晰可

见 ：“ 没 有 错 停 ，只 有 盲

行”。厚厚的手账内页几乎

已被写满，记录着他每一趟

车 出 乘 前 的 运 行 关 键 点 和

安全预想。

从军人到铁路人，杨勇

凭借一股韧劲和钻劲，不断

突破专业瓶颈，迅速完成职

业转型。他勤学苦练，熟练

掌 握 12 种 动 车 组 车 型 操 纵

方法，提出百余条合理化建

议 ，形 成 的 复 兴 号 动 车 组

“CR300AF 与 CR400AF 差

异”笔记成为动车乘务员的

专业参考。他勇于攀登，反

复总结操纵方法、掌握关键

要害、研判行车风险，是车队

为数不多的“教练司机”。他

千锤百炼，养成认真瞭望的

职业习惯，危急时刻展现了

沉着冷静、专业精湛的应急

处 置 本 领 。 值 乘 动 车 组 以

来 ，杨 勇 始 终 坚 持“ 安 全 正

点 ，平 稳 操 纵 ”，安 全 值 乘

900 余趟次，走行 40 余万公

里。面对危险，杨勇没有考

虑自己的安危，依靠专业的

知识、过硬的技术、丰富的经

验，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

杨勇被评定为烈士，荣

获“最美铁路人”、贵州省道

德模范等称号，荣登“中国好

人榜”。

429 吴天一

吴天一，男，塔吉克族，

1934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

青 海 省 心 脑 血 管 病 专 科 医

院 研 究 员 、中 国 工 程 院

院士。

1958 年，吴天一跟随部

队调防到青海，成为解放军

516 医 院 主 治 医 师 ，面 对 饱

受 高 原 病 折 磨 的 官 兵 和 群

众，他将毕生精力投身高原

医学研究，推动我国高原医

学 从 无 到 有 、从 弱 到 强 的

发展。

为了对症下药，吴天一

主 持 开 展 了 一 场 覆 盖 近 10
万人的调研。高原之大，约

250 万平方公里；高原之高，

平 均 海 拔 超 过 4000 米 。 加

上气候复杂多变，牧民的毡

房相隔甚远，调研实施难度

极大。10 余年间，吴天一和

团队成员走遍了青藏高原，

治疗群众数万人，积累临床

资料和数据近 10 万份，被高

原上的百姓亲切地称为“马

背上的好曼巴（藏语，意为医

生）”。

1985 年，在赶赴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调研途中，

吴 天 一 所 乘 坐 的 车 直 接 冲

下山崖，导致他全身 14 处骨

折，左胸断裂的肋骨更是扎

破 了 胸 膜 。 但 是 仅 106 天

后，吴天一又出现在阿尼玛

卿 山 的 马 背 上 。 在 参 加 阿

尼 玛 卿 山 医 学 考 察 的 5 年

中 ，因 为 长 时 间 直 面 冰 雪 ，

加之过强的紫外线，吴天一

双眼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

不 得 不 植 入 人 工 晶 体 。 直

到 现 在 ，他 的 视 力 仍 然

很差。

1991 年，吴天一设计建

成 国 内 第 一 个 高 低 压 氧 舱

站，氧舱模拟海拔最高可达

1.2 万 米 ，最 低 可 达 水 下 30
米。当时缺乏相关标准，吴

天一第一个站出来充当测试

志愿者，测试过程中，他的耳

膜先后被击穿 4 次，听力严

重受损。

2001 年，青藏铁路格尔

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彼时

年逾花甲的吴天一再次站了

出来，现场为大家科普知识，

创造性地提出“三高三低”高

原病急救措施，制定了一套

完 备 的 卫 生 保 障 和 急 救 方

案。在吴天一和团队的努力

下，青藏铁路建设期间发生

的千余例高原肺水肿全部抢

救成功，14 万名建设工人无

一人因高原病死亡，吴天一

和他的团队创造了高原医学

的奇迹。如今，年已九旬的

吴 天 一 依 旧 奋 战 在 青 藏 高

原，为高原医学研究贡献着

自己的光和热。2021 年 6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吴天

一颁授“七一勋章”。

吴 天 一 荣 获“ 七 一 勋

章”、西部大开发全国模范、

中国十大医学泰斗等称号。

430 何少华

何少华，男，汉族，1973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核

工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首 席

技师。

30 多年来，何少华扎根

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

被 誉 为“ 国 之 光 荣 ”的 秦 山

核电站维修一线，致力于核

反应堆核级机械设备维修，

积 极 投 身 高 辐 射 环 境 下 特

种 维 修 技 术 创 新 研 发 。 他

主 持 建 立 了 我 国 第 一 套 高

辐 射 环 境 下 特 种 维 修 技 术

体系，开发了分段式核反应

堆环形密封装置、燃料组件

修复成套装置等维修技术，

一次次实现“从 0 到 1”的突

破，填补了我国多项技术空

白 ，有 力 保 障 了 我 国 核 电

“走出去”。

1995 年 ，何 少 华 毕 业

后 来 到 秦 山 核 电 站 检 修 部

工 作 。 为 尽 快 掌 握 维 修 技

能 ，他 潜 心 研 究 图 纸 资 料 ，

仅 用 两 年 时 间 就 破 格 担 任

反 应 堆 本 体 维 修 和 核 燃 料

装 卸 料 现 场 指 挥 。 2010
年 ，年 仅 37 岁 的 何 少 华 成

为 中 核 集 团 最 年 轻 的 首 席

技 师 。 在 秦 山 核 电 站 第 十

五 次 换 料 大 修 中 ，他 带 领

团 队 助 力 创 造 了 当 时 国 内

最 短 大 修 工 期 纪 录 。 他 主

持 攻 关 核 电 厂 反 应 堆 堆 内

构 件 水 下 修 复 技 术 ，仅 用

一 年 半 时 间 就 完 成 了 被 国

外 专 家 认 为“ 不 可 能 完 成 ”

的 水 下 放 电 加 工 、水 下 测

量 、水 下 输 送 定 位 夹 持 等

技 术 攻 关 ，成 功 修 复 我 国

第 一 座 援 外 核 电 站 的 堆 内

构件故障。

为 打 破 国 外 对 医 用 同

位素生产技术的垄断，秦山

核 电 大 力 推 进 医 用 同 位 素

研发生产，其中同位素生产

装 置 堆 内 安 装 是 关 键 难

题 。 何 少 华 带 领 团 队 潜 心

研究，创造性开发了生产装

置堆内安装工艺，主持完成

了 安 装 工 作 平 台 和 定 位 输

送系统的制备，为大规模生

产镥—177、钇—90、锶—89
等 医 用 同 位 素 打 下 了 坚 实

基础。

何 少 华 主 持 30 多 项 重

大核电技术攻关，他和团队

获授权专利 62 项，其中发明

专 利 22 项 。 包 括 燃 料 组 件

修 复 成 套 装 置 和 控 制 棒 驱

动轴切割技术、堆芯核测系

统 中 子 通 量 测 量 指 套 管 更

换工艺设备等研发，多项技

术 出 口 国 外 。 他 发 挥 国 家

级 技 能 大 师 工 作 室 领 衔 人

作用，主持建立核反应堆核

级 机 械 设 备 检 修 工 职 业 认

定体系，完成了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教程、题库、考试指

导 书 等 编 制 出 版 。 通 过 技

术 示 范 和 传 帮 带 ，开 展“ 大

师带徒”活动，组织“大师讲

堂”，培养了 30 余名高技能

人才。

何 少 华 荣 获 中 华 技 能

大 奖 、全 国 技 术 能 手 、2024
年大国工匠培育对象、浙江

省道德模范、新时代突出贡

献浙派工匠等称号。

431 何贤达

何贤达，男，汉族，1979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火箭军

某部军士。

何贤达坚守在备战打仗

一线，参加重大演训任务 30
余次，多次成功发射导弹。

何贤达所在营被中央军

委授予“导弹发射先锋营”荣

誉称号。作为部队组建首批

骨干，他立志“练最硬本领、

当一流士兵”，参加新中国成

立 50 周 年 国 庆 阅 兵 表 现 出

色、火线入党，通过严苛考核

成为该部第一个士兵发射“1
号手”。他精通 10 余个导弹

专业，14 次比武夺冠。

手执大国长剑，何贤达

始终坚持“心存忧患、肩扛担

当”。一次训练，他发现一处

时隐时现的故障现象，主动

请缨检测数十台发射车，校

核数据数万组，拿出改进方

案，彻底排除故障。部队接

收新装备，他担任试训“总教

头”，操作单元轮流训，带领

号手加班加点练，全部通过

考核。作为技术骨干，他参

与编写多种专业教材和几十

项规程规范，探索全岗操作、

减员训练等训法，相关成果

被推广应用。部队发射组建

以 来 第 100 枚 导 弹 ，他 带 着

几乎没有相关经验的操作单

元征战大漠、亮剑寒区，打出

“满堂彩”。

何贤达当班长 24 年，带

领全班 20余次夺得军事技术

比武冠军，10次名列部队发射

单元评比榜首，2次荣立集体

三等功，先后培养了 40 多名

军士指挥长和高级军士。作

为先进典型，何贤达经常参加

各级巡回宣讲，讲述精武历

程、激励战斗精神。2022 年

底，他深入基层部队，为上万

名官兵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 定 打 赢 信 心 、凝 聚 奋 进

力量。

何贤达荣获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全军“四有”优秀

个人标兵称号，荣立一等功

1 次。

432 何镜堂

何镜堂，男，汉族，1938
年 4 月生，华南理工大学建

筑学院名誉院长、建筑设计

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中国

工程院院士。

何镜堂是当代中国建筑

学科的领军人物。他坚持中

国特色建筑创作道路，构建

“两观三性”建筑理论，打破

了国家标志建筑设计由外国

建筑师垄断的局面，用建筑

记录时代发展，用坚守与奉

献书写无悔的奋斗人生。

1983 年，何镜堂重返高

校时已经 45 岁，深知自己起

步晚，要拼命把丢失的时间

弥 补 回 来 。 他 1986 年 当 上

研究生导师，1992 年晋升教

授，1994 年获评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1999 年获评中

国工程院院士。（下转第二十

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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