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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已进入尾声，这是常州天
合光能满载荣誉的一年：2月，荣获中
国驰名商标；6月，获全球“最佳表现”
组件制造商殊荣；9月，名列中国跨国
公司百强名单第76位，在新能源企业
中排名第一，连续第三次登顶彭博“全
球最具融资价值组件品牌”榜；10月，
再获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成就金奖；12
月9日，荣获被誉为中国工业的“奥斯
卡”的中国工业大奖企业奖，成为目前
首个获此殊荣的光伏领域企业。接过
代表工业领域最高荣誉的奖牌，天合
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省劳模高纪凡深有感触：天合光能
将牢记“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的使
命，努力构建用户感受型的智慧能源
体系，打造百年企业，一如既往地参与
和支持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

初心：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

1985年，从南京大学化学系高分
子专业毕业的高纪凡，考上吉林大学
研究生，被时任吉林大学校长的著名
化学家唐敖庆先生收为门下弟子。三
年苦读后，1988年，恰好是改革开放
10周年，高纪凡就赶上一股创业潮，良
好的创业经商氛围，让勤奋又富于创
新精神的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因为
相信“中国不缺写书做学问的人，更缺
创新型企业家”，高纪凡放弃了国家公
派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
会，走上了创业之路。

经历过南下广东开办化工厂、回
乡创建铝板幕墙企业等成功的“创业
初体验”后，1997年，受《京都议定书》
签订及美国克林顿政府“百万太阳能
屋顶计划”的启发，高纪凡认为利用太
阳能技术打造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
其市场前景和社会效应不可估量。就
在当年，他创建了天合光能。

2002年初，西藏“通电到乡”太阳
能光伏电站工程发标，全国太阳能行业
30多家企业展开激烈竞争。天合光能
一举中标40个电站，改善了当地人民
的生活。高纪凡回忆说：“在当地第一
个电站建好的时候，电闸推上去，电灯
亮起来，整个小山村沸腾了。尤其那些
孩子们第一次看到电灯，眼神让我终身
难忘。那个时候对我是次洗礼，更加坚
定了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的梦想。”

高纪凡说，2017年我们开启了“百
万光伏屋顶计划”，将光伏和屋顶相结
合，让每一个屋顶成为一座电站，真正
使清洁能源走进千家万户。天合光能
的光伏产品有25年的寿命，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的模式下，就相当于建立
了一座“家庭太阳能银行”，既绿色环保
又可以享受光伏发电的稳定收益。

在跌宕起伏的光伏产业发展过程
中，高纪凡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以普及绿色能源为己任，不断开拓创
新，引领全球行业发展，推动光伏成本
快速下降，让光伏走向世界能源舞台

的中央，为全球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2017年底，
天合光能组件累计出货量超过30吉
瓦，全球领先，公司全球项目累计并网
量近2吉瓦，业务足迹遍布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惟新：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

天合光能坚持创新、品牌、全球
化、平台化、智能化与产融协同六大战
略，在创新水平、经济效益、产品质量、
环境安全等方面引领行业发展。创新
是公司发展第一战略，也是公司核心
驱动因素。

“2010年，我们只做了一件事，就
是建立了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高纪凡称，“当时很多企业把几
十个亿甚至上百亿全去投产能，但是
我们更重要的是搞科技创新。”光伏科
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是首批获得
科技部认定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构建了从前沿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应
用的有效研发体系，自主创新能力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天合光能已
经汇聚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国际化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累计申
请专利1500多件，主导和参与标准制
定90多项，在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和组
件输出功率方面连续18次创造和刷
新世界纪录，实现了全球性的突破。

通过科技创新，天合光能在过去
20余年已经大大降低了光伏发电成
本，安全、清洁、便宜的光伏能源将成
长为主力能源。在未来的20年，天合
光能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降
低光伏发电的成本，让千家万户和千
企万厂在凡是有太阳的地方都能够装
上太阳能发电系统；同时，天合光能还
将继续发展储能技术和产品，让光伏
发电变得更加稳定可靠。

天合光能的创新还包括管理模式
上的变革，从以往的金字塔管理结构，
变为了“合创伙伴”架构。“我们希望在
公司层面，在价值群层面构建一个新的
合作体系，形成创团加平台的组织体
系，这些创团，我称其为合创伙伴。我
们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机制，充分调动
创团的自我驱动、自主经营、自我管理
的积极性，同时要提升创团间的协同
性，并不断提升建设平台能力，为创团
提供强有力体系支撑。”高纪凡说。

以往，由级别较高的人物发出指
令，下属直接执行，它容易贯彻企业的
运作思路及管理层意志。但在当下

“人人都创业”的氛围烘托中，高纪凡
希望改变这一切。他对原来的职业经
理人角色重新转换，彼此都奔着同一
个目标展开工作，激发个人能力、挖掘
潜力，让“创团+平台”这一新的组织体
系发挥更大效用。经过2年多的摸索
实践，天合光能的变革已初见成效。

升级：拥抱能源物联网3.0时代

20年，天合光能走过了“全球一流
的光伏组件制造商”的1.0时代，经历
了“全球领先的太阳能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的2.0时代，而今，他们开启了
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物联网的引领
者”的天合3.0时代。

始终密切关注和把握行业发展形
势，有随时应对风险挑战的准备，这是
天合光能长期稳健成长的基因。在
2014年天合光能成为全球组件销售
量第一的公司后，就开始谋求和布局
转型升级。全球能源体系在发生深刻
变革，太阳能已经成为全球新增装机
容量最大的新能源形式。以可再生能
源为方向，以分散式的发电、储能、用
能为特征的，一个以能源深度互联为
格局的新的能源发展时代已经到来。
2017年，开启了天合能源物联网3.0
时代。

天合能源物联网提供“发、储、配、
用、云”一体化解决方案，构建从智能
终端、能量管理系统到云平台的“三位
一体”的能源管理体系，通过能源流、
信息流、价值流的有效互联，为客户提
供绿色、经济、智慧的发展新模式。

天合光能以构建开放共享的新能
源物联网创新生态为着力点，联合顶
尖研发机构和领先企业，形成紧密合
作的创新网络和良好的创新生态。
2017年，天合光能的合肥新站高新区
综合能源管理“互联网+”智慧能源示
范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能源局首批能源
互联网示范项目。

2018年3月，天合光能积极搭建
联盟等平台，携手西门子、IBM、华为、
清华大学、阿里云、国网（苏州）城市能
源研究院等战略伙伴，共同启动天合
能源物联网产业发展联盟。2018年8
月，新能源物联网产业创新中心成立
大会在天合光能常州总部召开，共建
合作伙伴单位包括16家来自发电、储
能、配电、用能和管控、云计算等领域
的领先企业和学术机构。

高纪凡表示，天合光能所打造的
新能源物联网产业创新平台，是一个
集聚了顶尖研发机构和领先企业的，
开放合作的新平台，旨在成为国家能
源物联网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基地，帮
助我国在全球能源变革中抢占制高
点，支撑国家能源转型战略。

经过江苏油田工程技术服务
中心连续油管作业队田明劳模创
新工作室团队的诊治，日前，“因
病”沉寂了一年多时间后江苏油
田盐参1井重新“康复”出气。望
着从井架管道口喷射出的10余
米高火焰，现场的工人连声夸赞
田大师妙手“救井”。

盐参1井是朱家墩气藏一口
主要采气井，于1991年4月14日
完井。该井自投入生产以来，累
计采气2.1亿立方米，占盐城气井
总产气量的60%，极大地支援了
盐城地区工业和生活用气。
2017年9月，该井在压井、注灰等
过程中因有约 400方水进入地
层，导致一口高产井变成“死井”。

为尽快恢复盐参1井生产，
今年2月，管理单位多次对该井
进行气举排液，但效果都不理
想。后又对该井岩心进行水敏、
速敏评价，进行储层水锁伤害模
拟，优化伤害处理工艺方案及施
工参数，以期该井能顺利恢复生
产，但依然不减效果。这时，人们
想到了有着油井疑难杂症“专科
医生”之称的江苏油田工程技术
服务中心连续油管作业队田明劳
模创新工作室。

经过探讨和缜密的分析，田
明劳模创新工作室大胆提出射孔
压裂开通道的设想。7月10日，
经过专家论证，油田工程技术研

究院发布了盐参1井解水锁伤害
施工设计（气井），新一轮的“拯
救”施工拉开大幕。

8月29日，负责解水锁伤害
作业的试油一队连夜施工，起出
井内原有油管；接着，又完成了下
364根射孔管柱的施工任务。当
时，正值油田压裂施工会战，队长
王伟带领职工轮番上阵，人停机
不停，仅用一天半时间就完成了
3700多米的压裂前施工准备工
作。9月23日，压裂施工正式开
始。

压裂结束后，需要进行连续
油管气举排液恢复产能。接到任
务后，田明带领创新工作室团队
成员于9月25日把工作室搬迁至
该井。通过中心组织的一级开工
验收后，气举施工随即开始。现
场施工人员严格遵守井控安全规
定，控制注氮压力，密切观察返液
情况，并实时点火，于10月5日
首次点火成功。

时值国庆，田明劳模创新工
作室成员放弃节假日和家人团聚
的机会，按照设计要求连续在井
施工36天。10月18日，该井天
然气通过流程进站生产。随后，
田明劳模创新工作室成员又对气
井进行了系列保养措施，使得“病
倒”一年多的高产井又以控制每
小时2200立方米的产量恢复了
生产。

走进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熊猫制造基板部维修班，只见坐在第
一个工位的戈庆，正在台灯下聚精会
神地修理单板，不时有调试人员将故
障产品送至他身边。戈庆是熊猫制造
的一名电子制造高级技师，在前不久
南京市职工职业（行业）技能大赛中，
获得广电和通信设备电子装接工竞赛
第一名。

戈庆曾在2011年南京市装接大
赛中获得第四名的成绩，当时他刚刚

从事装接维修工作4年。时隔7年，面
对同样的比赛，他自我施压，要求自己
必须突破，取得更好的成绩。

赛前一个月他便进入备战状态，
自己购买各类电子器件和面包板，每
天在完成本职工作后，加班加点进行
反复练习和赛前模拟，深夜回到家再
进行理论知识的巩固和提高。因为他
的参赛经验比较丰富，本次一同参赛
的同事都向他请教学习。他每天会在
繁忙的工作和训练中，抽空对同事进

行培训和经验传授，也会设计一些考
题方便大家模拟练习。他表示，自己
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员，帮
带青年员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我
这么多年参赛总结的经验告诉他们，
可以使他们快速成长，避免弯路错路，
比赛中能够得到好的名次，为公司增
添荣誉。”

近年来，各类装接大赛的难度在不
断增大，戈庆7年前第一次参加的大赛
还只注重考核选手的焊接水平，而这次
则对选手在焊接、调试、装配、维修等方
面均提出要求，考察的是综合能力。戈
庆平时的工作接触焊接、维修较多，相
对而言调试和装配是短板。

为了让自己各项技能均衡发展，
戈庆长期订阅家电维修杂志，空余时
间就上各类技术论坛学习交流，还经
常和同行朋友切磋研讨，在提高电路
板维修技术的同时，还掌握了家电维
修的知识。意识到自己调试、装配技
术的薄弱，他开始帮周围同事修理各
类家用电器。通过长期实践，戈庆将
工作中接触不到的调试、装配技术一
一掌握，并迅速提高，为赢得较好的比
赛成绩奠定了基础。

戈庆认为，获得现在的成绩，除了
平时工作中的积累、多年来的努力，更
重要的是坚持。他坦言，在2011年南
京市大赛一举获得第四名后，一时的
冲劲和动力很快就被日常的工作冲淡
了，年轻的他每天面对着相同的电路
板和反反复复的故障问题开始觉得枯
燥，有时一个故障连续一周也没有修
出来，让他感到急躁迷茫。虽然处在
瓶颈期，戈庆也没有停止自我提升，通
过坚持技术学习和提高，他修理速度
不断加快，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渐渐
增强，也越来越有自信。

个人成长除了自己的努力，还得
益于公司良好的平台。多年来，“熊
猫”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鼓励员工苦
练基本功，营造学、比、赶、超的氛围，
结合“大师工作室”组织开展多方面培
训活动，不断挖掘员工的潜力，全力培
养建设复合型人才队伍。

戈庆表示，今后的工作中，他还将
把这份努力和坚持延续下去，不断创
新、钻研技术，力争带领团队取得更好
的成绩。同时，他也想以自身的经历
勉励大家，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时
刻准备充足的人终会脱颖而出。

“搓揉捏挑天上景；喜怒哀乐人间情。”
这副对联的作者名叫王洪祥，他是“中国面
塑三绝”之一的“面人王”第三代传人，泰州
市首届工艺美术大师，江苏省乡土人才“三
带”名人。

王洪祥从小受艺术熏陶，爱好戏曲和
绘画，当过老板，做过演员，蹉跎时光里，终
究割舍不了心中的梦想。也许是源于对父
亲的一声承诺, 源于对艺术的一份执着,
更是“非遗”文化人的一种使命担当，历经
磨砺后，他始终没有放弃面塑艺术。

创业之路艰难挫折，彷徨迷茫的他，遇
到人生中的“伯乐”，走上川剧变脸舞台，失
落的心终在艺术中皈依。他怀揣梦想，精
益求精，以戏曲艺术润养面塑艺术。

他四处参观、游历、看展览、听讲座，探
讨人生与艺术，打破传统面团与陶泥烘烤
的技术界限，为“面塑王国”注入生命力和
创造力，也迎来了“艺术的春天”，创作了大
量的面塑作品，其中《一百零八将》《八仙过
海》《苏武牧羊》《西游记》《武松打虎》《老来
乐》《将相和》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参加江苏
省乃至国内外重大民间艺术展览和现场表
演，获得全国各类金奖50多个。

他的“点塑”水平尤其高超，点什么他
塑什么，塑什么像什么，没有模板，全凭感
悟，一双手塑造千人万物，十指间点活喜怒
哀乐，简练大气，淳朴自然，个个传神，恰到
好处。澳门特区文化名人为他点赞：“这样
的艺术值得推广到全世界去。”他的部分作
品被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珍藏。

2007 年，姜堰“面人王”面塑技艺被列
为泰州市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2012 年，泰州市、姜堰区、淤溪镇先后
为王洪祥建立名人工作室。

2016 年，他被江苏省美术工艺专家评
定为“面塑大师”。同年，面塑成为第四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018年，他荣获第53届全国工艺品交
易会 2018 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
赛金奖。同年，他还荣获第19届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作品暨手工艺术精品博览会
2018 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
奖。

为了回馈家乡，王洪祥潜心创作了一
大批反映泰州民间传说、里下河风情的文
化特色作品。郑板桥、黄龙士、梅兰芳、高
二适、储巏、单声等30位泰州乡贤，神情毕

具、千姿百态，被收藏到姜堰博物馆；他自
己编写教案，带上栩栩如生的作品开展“面
塑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学习传承民间艺
术；他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博物馆，向
大家不厌其烦地介绍面塑艺术和每件作品
的匠心创意，分享艺术之美，传播“非遗”文
化。

他的下一个梦想是，以家乡特色文化
为题材，打造现代版“清明上河图”的淤溪
风情馆，让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生态文
化互相交融，相得益彰，为家乡留存一笔丰
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变脸变出精彩人生；面塑塑来美好未
来。”这是王洪祥新创的对联，也是他人生
的一种写照。

大家好，我是一颗小小的
NOx，我的中文名叫氮氧化物。
可能有些朋友对我不是太了解，
简单来说就是烟煤燃烧后的烟气
里就有我的存在。所以，南京大
厂的上空遍布了我的兄弟姐妹。
PM2.5、二氧化硫等等都是我的
远房亲戚，曾经我和我的远房亲
戚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多
数时候我们会窜进人类的鼻孔进
入人类的肺泡，使得人类出现打
喷嚏、流眼泪、咳嗽等上呼吸道疾
病的症状。还有过敏，诸如过敏
性鼻炎、过敏性咳嗽，有的时候元
凶也是我们！但是，如今我们的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大部分的
兄弟姐妹都还没出烟囱就被扼杀
了。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厂
在化工摇篮——南化公司的基础
上建成了扬子石化，此时华能电
厂、南京热电厂也相继建立，再加
上原有的南京钢铁厂，大厂地区
的“四大家族”企业形成规模化生
产。就从那时开始，我和我的兄
妹们长驻大厂了。其实，大厂以
前环境和空气质量还是很不错
的，太子山公园景色很美，树木也
很多，像是大厂的绿肺。那个时
候大厂的天空也是湛蓝的，小朋
友们可以在户外毫无顾忌地开心
玩耍。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的队
伍不断壮大，我们盘踞在大厂的
上空，欣赏着大厂的美景。

进入了21世纪，电子信息技
术飞速发展，尤其是网络渐渐进
入了人们生活，扩展了人们的视
野。与此同时，上呼吸道疾病以
及癌症的发病率开始增多，雾霾
开始频繁地出现，南化公司在抓
生产效益的同时也开始重视环保
问题了。2011年农历新年刚刚

走远，动力部锅炉装置就开始对
他们的除尘器进行改造，将原有
的静电除尘改为了布袋除尘，我
万万没想到这是为了除掉我兄妹
中的二氧化硫做准备的。同年
12月，他们的两台脱硫塔拔地而
起并且顺利投运，我们家族的成
员大大减少了。

他们又乘胜追击，在2013年
开始了以除掉我——NOx为目
标的脱硝改造施工！我们兄妹的
末日已经到了，我们在排入大气
前经过一个特别大的箱子，人类
把这个叫做SCR，就是选择性催
化还原，我们被分解还原以后排
入大气。2014年6月，他们的两
台运行炉脱硝均成功投运，实现
了青奥会前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的减排。今年初，他们又开始了
烟气超洁净排放的改造，目的是
进一步除掉我和我的兄弟姐妹。
经过半年的努力，又一台崭新的
脱硫塔拔地而起，经过紧张的调
试，于6月30日实现了一次性开
车成功，兑现了公司对南京市环
保局的承若！

渐渐的，大厂上空中，我们的
踪影少了。说实话，看着同胞们
被分解还原掉，有时候也挺伤心
的。但是，大厂上空的天开始渐
渐又变回湛蓝色，小朋友们又开
始在户外活泼玩耍，我们心里也
舒服了许多。我也深知，我们家
族的成员仅仅是工业化大生产或
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的产
物，最后我们终将被治理，就像很
久以前我的祖先在伦敦制造了大
量的雾霾，最后还是被人类治理
得无影无踪了。为了还人们一个
健康的生活环境，特别是给小朋
友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我们心
甘情愿被治理掉。

本报讯（董开明）日前，江苏施桥船闸顺利实现27周年安全生产无
事故。27年来，该所共安全开放闸次83.4万个，放行船队45.4万个，机
船357.8万艘，船舶通过量31.2亿吨，取得了通航保证率、优良闸次率、
设备设施完好率三个百分之百和后勤行政管理、综合治理全部达标的
好成绩。

27年来，该所通过安全讲座、警示教育等不断提升职工安全意识；
对照安全规范要求夯实基础，落实责任，完善考核；通过“定人、定时、定
责”强化安全监管；通过每月逢“8”安全检查和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改消除隐患；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竞赛活动，促进
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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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纪凡：与光同行，开启天合3.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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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化公司动力部 吕丽

■一线职工风采

戈庆：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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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江苏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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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桥船闸实现安全生产27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