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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妍：
让乙烯工业跳动一颗“中国心”
� � � �披肩黑发，珍珠耳钉，5 厘米高跟鞋。 远处走来的她，温柔
优雅，面带微笑，深蓝色工厂制服略显肥大，笼罩着娇小身材。

这身常年穿在身上的工服，如同第二层皮肤，记录着她为国
产乙烯压缩机的付出，也见证她为乙烯工业装上了一颗“中国心”。

她，在几十米的钢铁巨龙间缔造了一个又一个设计神话；
她，就是党的十九大代表、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
院副总工程师姜妍。

乙烯的“中国心”，跳动
乙烯，2 个碳原子、4 个氢原子组成的化合物， 世界产量最

大的化学品之一，组成了 ７０％以上的石化产品，其产量被视为
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乙烯压缩机，堪称乙烯工业的“心脏”，百万吨乙烯压缩机更
代表石化装备最高水平。 长期以来， 大型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制
造技术被少数几个国家垄断。 打破这一垄断僵局的，就是姜妍。

这个外表看似柔弱的女性， 曾主导设计出我国第一台 ４５
万吨乙烯压缩机；２０１１ 年，她带领团队成员，成功推出我国首
台自主设计的百万吨乙烯压缩机。

“压缩机国产化之前，国外企业即使漫天要价，我们也只能
无奈接受。 之前多少次技术交流时，外商态度傲慢，我们想看一
眼国外机组结构却被要求回避。 ”回忆往事，姜妍无限感慨。

２００６ 年，姜妍领命百万吨乙烯压缩机国产化设计重任，就
此成了“空中飞人”。 她奔波于国内各大炼化厂采集数据，戴着
安全帽爬到几十米高的进口乙烯装置操作台， 只为看一眼同
类产品的外观结构。

没出差时，她挑灯夜战，每天睡眠时间不足 5 个小时，抱着
厚厚的外文原版资料 “硬啃”，３００ 多份图纸小山般堆满工作
台，电脑屏幕上数据密布排列，一旁的饭菜从温热到冰冷，也
顾不上吃几口。

近 ５ 年的呕心沥血，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我国首台百万吨
级乙烯压缩机在沈鼓集团总装车间试车成功。 “如果说，沈鼓
是我国石化装备制造业与国外竞争的‘国家砝码’，那姜妍就
是不折不扣的‘国宝’！ ”沈鼓集团时任董事长苏永强激动地竖
起大拇指。

大国工匠的心，很静
在姜妍心中，所谓“大国工匠”，就要“坐得住板凳，盯得住

电脑”。
１９９７ 年大学本科毕业进入沈鼓集团的姜妍， 起初做辅机

等静设备，是压缩机等动设备的“门外汉”。 转向动设备研究
后，凭借一腔热血和惊人毅力，她化身前辈师傅的“小跟班”，
认真记录、琢磨每个细节，整理出厚厚一本工作备忘手册。

手不释卷、以书为伴的姜妍，在女儿两岁时考上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以夯实理论基础。 毕业答辩时，不
少辅导过她的老师感慨：“姜妍不是理论功底最深的， 却是学
习态度最好的。 ”

姜妍的设计团队多为 ８０ 后、９０ 后年轻人， 平均年龄不到
３０ 岁，活力四射却不显浮夸，踏实、勤奋成为他们的行事箴言。
“做事就要一步一个脚印， 走得太快， 有一天会觉得自己很
空。 ”姜妍说。

“我不算聪明，更不是什么天才，只是要对得起这份工作，
挑得起肩上的担子。 ”这，就是姜妍信奉的质朴箴言。

女人的平常心，温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的最后一天，女儿正式开始高中住宿生活的

第一天，我又在出差，女儿的整个 ８ 月份假期我出差 ６ 次，有机
会陪伴的日子一直在忙……”

这条信息，在朋友圈获得了超过 １４０ 个赞，正在北京出差
的姜妍却握着手机，泣不成声。

“整个暑假我都在忙，没能好好陪女儿；前一天跟了半年
的项目，还丢标了。 ”女性的细腻与敏感，让“小确丧”一瞬间涌
上心头；女人的坚强和韧劲，更使姜妍暗下决心：纵然成功路
上难免挫折，但只要是自己或团队出现过的问题，绝不给它再
现的机会。

虽已经主导、参与设计了 ４００ 余台压缩机，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
但这位副总设计师心中，自己远不是“孤独的女强人”———“今
天的成绩，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

产品出问题时，她会把头埋在丈夫的怀抱中哭泣；不加班时，
姜妍最喜欢带着女儿一起逛街、吃甜品。 “我最大的两个愿望，一
是可以带父母外出旅游；二是设计的产品可以顺利成功。 ”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会来沈鼓设计乙烯压缩机，做
出同样的选择。 ”在姜妍心中，这里有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据新华社）

师之变：师资力量发生大变化，有的学校不乏省、市级教学能手
� � � � “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
抓发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 不要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延安杨家岭福州
希望小学的教师们至今还记得，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学校时的殷切嘱托。

如今 4 年多过去， 杨家岭福州希望
小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学校的教学楼
由 3 层增加到 5 层，还新增了书法室、美
术室、音乐室、舞蹈室、合唱教室，学术报
告厅、少队部等多功能部室，教室的水泥
地面铺上了防滑地胶。 教室里的多媒体
投影仪换成了电子白板等现代化教学设
备，老师可以在上面随意写字、画图、并
能随时连接互联网调阅教学资料， 学生

的学习环境大大改善。 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师资力量发生巨大变化，学校教职工
从 2015 年的 20 名壮大到 40 名，其中不
乏省、市级教学能手和区级学科带头人。

硬件要有变化，软件也要有提升。 37
岁的张燕是语文老师， 已有 18 年教龄，
去年 5 月， 她被学校派到南京市长江路
小学跟岗学习一周。 “去优秀的学校跟岗
学习比听一些教育讲座来得更快， 效率
最高。 如重点章节怎么处理，如何跟孩子
有效沟通，我们学习完吸收后，在教学中
优先使用。 ”培训归来，张燕与教研组的
其他老师分享学习心得， 还把学到的方
法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近年来，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与北京市
朝阳区芳草地小学、 广州市花都区骏威小
学、福州市鼓楼区第二中心小学、南京市长
江路小学等建立了教育合作结对机制 ，定
期互派教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学习。 学校还
和结对帮扶学校的教学能手建立了师徒关
系。 即使“师傅”调离原来的学校，帮扶也从
来没有间断过。

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乡村教师就要多
“走出去”。 新学期伊始， 中益乡小学的“95
后” 全科教师唐大鹏被派到位于重庆主城
的南坪实验小学跟岗学习，他说，希望能学
到城里小学的教学方法， 回来后再教给山
里的孩子们。

路之变：“悬崖村”天梯飞架，上学路变平坦
� � � � “要下山去上学啦！ ”一大早，12 岁的
某色小林就从被窝里爬起来了。即将升入
六年级的她腼腆一笑，眼睛弯成了月牙。

某色小林的家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全村 163
户村民分散居住在海拔 680 米到 1500
多米的高山上， 包括某色小林家在内的
几十户村民住在山顶， 进出村要攀爬垂
直落差达 800 米的峭壁。过去，17 段悬挂
在山崖的藤梯就是通往外界的 “路”，村
里的孩子只能由父母背着或在腰间拴一
条“安全绳”牵着上下山。

这个被称为“悬崖村”的大凉山小村

庄深受习近平总书记牵挂。 2017 年全国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说，曾在电视上
看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
是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

2016 年底，州、县两级财政筹措 100
万元资金，一条由 6000 多根钢管搭建而
成的 2556 级钢梯盘山而起。 如今，孩子
们去上学要走的正是这条路。

上午 7 点半， 某色小林背着早已收
拾好的书包，和父亲、哥哥妹妹一起出发
去山脚下的勒尔村小学。 从山顶走几百
米相对平缓的土路， 就来到两段高度一
百多米的钢梯， 钢梯台阶由两根至三根

钢管组成， 间距约 10 厘米， 两旁焊接了扶
手。 站在悬空的钢梯上低头望去，下方是深
不见底的悬崖。 记者手脚并用，一步步小心
踩着钢管缓缓而下，背着书包的某色小林却
是敏捷轻快：“像走楼梯，踩上去踏实，不担
心踩在小石子上滑倒了，速度也比以前快多
了。 ”

昭觉县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吾木牛告
诉记者，有关方面正在打造“悬崖村—古里
大峡谷”景区，计划未来一两年建成通往“悬
崖村”的缆车，免费对村民开放。 不久的将
来，这条“空中天梯”将使孩子们的上学路更
加平坦。

校之变：水泥运动场地铺上了塑胶跑道 有的教室安装了多媒体设备
� � � �刚刚过去的夏天， 重庆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中益乡小学校长谭顺祥忙得停不
下来，两个月的暑假只休息了不到两天，
“学校在改扩建，实在是走不开。 ”

石柱县中益乡地处武陵山区，山高沟
深、土地贫瘠，是重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 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辗转 3 个多小时抵达中益乡小学。

谭顺祥回忆， 习近平总书记对同学
们的学习生活情况非常关心， 询问了学
校寄宿情况， 还专门走进食堂， 察看食
谱、操作间和储藏间，了解贫困学生餐费
补贴和食品安全卫生情况。 习近平总书
记还指出，“两不愁三保障”，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义务教育要有保障。 再苦不能苦

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在扶贫配套资金支持下， 中益乡小

学启动改扩建工程， 原先的水泥运动场
地铺上了塑胶跑道， 孩子们有了自己的
足球场、篮球场。 能容纳 80 名学生寄宿
的宿舍楼暑期刚刚完工， 新建的多功能
教室也即将投用，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条
件大为改善。 为了让孩子们开学就能用
上这些新教室、新宿舍，全校 22 名老师
早就提前返校，搬运家具、打扫卫生，做
好开学准备工作。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四川凉山彝族
自治州 12 岁小学生某色小林就读的勒
尔村小学。

“5 年前，学校刚从山顶搬下来时，老

师上课还是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科
书。”校长吉克伍达说，如今 5 层高的白色教
学楼里每间教室都安装有多媒体设备 、电
扇、饮水机，还开通了网络教室，与县城优质
小学实现了远程在线教学。 学校食堂也正
在改扩建，学生上学不用花一分钱，每天能
吃到两顿肉。 这对当地多以玉米、土豆为食
的家庭来说，意义重大。

来自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2 年
至 2018 年，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营养改善计
划膳食补助资金 1248 亿元， 并安排 300 亿
元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试点地区学校食堂
建设。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29 个省份 1631
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 ， 受益学生达
3700 多万人。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乡村教育的“山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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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 月 2 日是开学报到的日子。 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的 141
名孩子早早来到学校，不一会儿，琅琅读书声就在这个偏远山乡响起来了。

“学校变漂亮了！ ”六年级的郎宇彤说。
新学期，同学们惊奇地发现，原先的水泥运动场地铺上了塑胶跑道，孩子

们有了自己的足球场、篮球场，还有了崭新的宿舍和多功能活动室。
中益乡小学的变化是我国乡村教育“山乡巨变”的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

来，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许多农村学校成为当地最美
丽的一道风景线。 除了农村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助、免费营养午餐等普惠
政策陆续落地，乡村学校教育质量也在稳步提升，让农村孩子从“有学上”到
“上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