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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相依，同心筑
梦。近日，缙云的林伟明家庭获评第十三届全国五
好家庭。长期以来，林伟明一家秉持“为国担当、为
国分忧”的家国情怀，通过科技创新，打破国外在航
空航天等领域金属导管先进塑性成形技术装备的
封锁和垄断，为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作出了重大
贡献。

不断探索，19 年攻克 20 项世界共性技术难题

金属导管是航空、航天、核电、舰船、高铁等重
大工程的生命线，是国家重大装备的关键组件。
2002年，担任一家集团公司副总的林伟明到北京参
加一个科技交流会。他了解到，长期以来，金属导
管先进塑性成形技术装备被发达国家所垄断，重要
技术装备限制出口中国。受此制约，我国在航空、
航天等多领域的弯管技术瓶颈多年来一直未能突
破。

身为一个中国人，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上学
时，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祖国
强大，才有人民的幸福。我要自主创业，为中国制
造补短板、填空白，为国分忧！”

2003 年 7 月，林伟明投资 1700 多万元，创办了
浙江金马逊机械有限公司，投身于“航空航天金属
导管塑性成形装备”行业中，立志做出敢于和发达
国家竞争的高端装备。

但是，弯道超车并非易事。
管路的弯曲加工制造不仅仅涉及到设备技术，

还包括管材的材料特性、成形机理、工装模具、软件
数据库以及管材的制造工艺技术等，其技术都要完
全掌握，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林伟明和他的团队夜以继日扑在研究中，从翻
译、学习文献开始，吃透基本理论。“一天当作两天
用”，尽管不少日子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因为上
心，第二天依然精神饱满工作。

理论转化为实物的实验过程中，还常常会遇到
各种“疑难杂症”。林伟明说，管材塑性弯曲成形是
一个典型的多个非线性变形过程，影响因素错综复
杂，弯曲成形后很容易产生回弹、截面畸变、外侧壁
厚变薄甚至开裂、内侧壁厚增大甚至失稳起皱等质
量缺陷，这些都是研发过程中需要面对的行业共性
技术难题。

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验，不断地修正。五年
后，他们团队首次提出并建立了全球首个金属导管
塑性成形回弹精度预测数学模型。2009 年他带着
该技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认
可。

“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好像一道数学题只解了
一步。”航空航天管路系统非常复杂。就一架多发
飞机来说，里面就有 3000 多项管道，每一项管道又
由好几种弯管组成，材料及规格根据传输介质、流
速、压力大小等，各不相同。在民用飞机的故障中，
管路系统故障占 40%-50%，任何一根管子的微小问
题都可能导致飞机故障。

“难啊！”在科研这条路上越往前走，林伟明越
觉得荆棘满地。

但被人称为“一根筋”的林伟明，19年来，初心
不改，专注于做好一件事，终于，极速超车，追赶上
了发达国家。

他带领团队首次提出相对弯曲半径、速度、规
格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建立数学模型，为我国金属
管材弯曲成形技术开辟先河；首次提出弯曲成形装
备超薄壁抑制隐性溃变抗皱裂技术，构建了抑制微
观隐性皱纹波溃变抗皱裂模型，打破了发达国家封
锁和垄断⋯⋯共突破了 20项世界共性技术难题，获
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航空工业二等奖、
国防科技三等奖等荣誉。他也成为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导师。

如今，金马逊不仅让制造一根弯管具有 20多项
国际领先技术，也让中国成为美国、德国、意大利之
后，在全球第四个拥有飞机大径厚比导管制造设备
和成形技术的国家，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我国在该领
域的国际地位，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技术提升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

默默支持，那个站在光环背后的人

林伟明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我如今点滴成就的取得，首先要感谢党和政

府。改革开放后，我们家很幸运，成为首先富起来
的一批人。搞科研，非常烧钱，没有经济基础，再有
报国之心也是有心无力。”

“我的第二个幸运，就是有一位好妻子。”
2002 年，林伟明担任一家集团公司副总，妻子

陈桂英自己创办一家公司。林伟明和妻子分析了
国外内形势，表示自己想做“航空航天金属导管塑
性成形装备”为国家减少进口时，妻子爽快拿出家
里 1700 万元的积蓄作为启动资金。“有想法就要去
做，我是一名党员，应该支持丈夫为国担责。”

1700万，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了，
但是，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办企业的林伟明发现，
钱很快就用完了，它们只换来了一大堆数据和一大
叠图纸。

陈桂英知道后，二话不说，又同意把家里剩余
的资金投入进去，甚至负债前行。夫妻俩觉得，“科
研成果是科研经费持续浇灌而成的，不能半途而
废。”

为了支持丈夫，陈桂英还关闭了自己的公司，
投身到金马逊，和丈夫并肩前行。

她尽心尽力地照顾林伟明的生活，一日三餐，
亲自安排送到他手里。

从此，林伟明除了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有
一次，陈桂英出差，林伟明忘记了，于是，他就饿着
肚子过了一天。

身为妻子，有时候也想和丈夫一起下班，共享
时光。一天，林伟明答应她说，今天不加班，让她在
单位等，和她早点回家。结果，这一等，就到了第二
天凌晨 3：45。

十小时的等待，林伟明并没有听到怨言，而是
贴心的问候。

女儿出生后，林伟明没有精力，陈桂英就自己
尽心尽力照顾。只有在女儿高考那年，她希望他能

放一放手上工作，去给女儿鼓劲，但他那几天却正
与团队一起连续加班做实验。

20 年来，一家人一起的旅游只有一次，就是在
女儿初三那年的端午节，他们到上海玩了两天。

陈桂英不仅在生活中细心、贴心地照顾着家
人，对公司员工，她给予了同样的温暖。

公司招来一批高层次人才，陈桂英第一时间租
来景区民宿给他们居住；员工有情绪问题，她又像
一个贴心的姐姐，给予疏导解决。

在陈桂英的支持下，一家人和公司员工拧成一
股绳，用实干托起强国梦。

让陈桂英这位财务总监开心的是，2020 年，公
司开始盈利，去年，他们终于还清了所有的欠款。

在林伟明眼里，妻子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
员，爱国奉献精神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汶
川地震和武汉疫情期间，她都进行了捐款，还第一
时间想要报名做志愿者。

女承父业，在科技创新之路上永不停歇

在采访中，每当林伟明讲到要为国家的强大而
奋斗等话语时，都会把头转向坐在身边的女儿林姚
辰，认真地说：“你要把爱国情怀真正植入到自己的
血液中去。”

林姚辰说，从小，父亲就告诉她要爱国爱家，并
且言传身教，用实际行动来树立榜样。因此，上学
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她总是
骄傲地大声回答，要当一名科学家，成为父亲这样
的人。

一位清秀瘦弱的小姑娘，从此就钻在车间里，
把金属零件和奇怪的管子当玩具。当抬头仰望蓝
天时，她就想着以后一定要和父母一起，为飞机火
箭设计出更好的弯管。

大学毕业后，曾经有过出国和体制内稳定工作
的机会，但她都拒绝了，毅然到公司继承父业，从车
间到部门，从部门到总经理，接过父亲肩上的重担。

“父亲已经取得了一个很高的成就，但科学技
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脚步永不停留。作为新一辈的
人，我们同样肩负重任，必须一路马不停蹄，才能不
断走在前列，为国家提供先进的装备。”

90后的林姚辰，要成为自己的英雄。
她怀着中国制造的新梦想，将“实现高端装备

自主可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带领团队攻克这
一块的核心技术。

目前，金马逊有员工 134 人，技术研发人员 48
人，博士和高级职称占研发团队比例 60%以上，而研
发投入占比达到 10%以上，“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比
例”。

当然，像她父亲一样，梦想的取得从来不会是
轻松的。她同样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带领“硕博”
团队做科研，到车间机械组装、精密焊接，全国各地
出差跑市场。间隙，还不断学习，吸收新知识，“每
次出差，半行李箱都是书”。

青年力量，我们永远可以相信。
几年下来，林姚辰带领着团队，参与了多项国

家级、省级研发项目，申请了 30多个发明专利，目前
已经授权十多个，并荣获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填补了航天领域自主国产装备的空白，还被评
为 2021年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

林姚辰表示：“科研这条路一定会很辛苦，但我
愿意和家人并肩奋斗，坚守方向，做好科技创新的

‘工匠’，努力为祖国的发展再添砖加瓦。”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未来，林伟明一家将继

续坚守赤子之心，不断行进在“科技强国、实业报
国”漫漫征程中。

科技强国

心向蓝天

—
—

记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庭林伟明家庭

■本报记者

潘凤群

汪峰立

林伟明一家。

父女齐心投身科研。

勤于学习。

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