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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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海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文/摄
研制48种工具设备提高5倍工效

年龄：101岁
现状：至今李永海已经有4年多不能说话了，但他的贡献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4月19日上午， 记者来到了全国劳
模李永海的家。

在卧室， 记者看到今年9月21日就
将满101岁的李永海仰躺在床上， 闭着
双眼， 好像在睡觉。 她的女儿李凤兰、
李凤平介绍说， 4年多了都是这样， 不
会说话、 不能下床走动， 来人也不知
道打招呼， 还得经常呼吸氧气。 老人
喜欢晒太阳， 就把他安排在朝阳的房
间里。

让老人回顾自己以往的经历已经
不可能了。 家人除了能提供一些老人
年轻 、 健康时的工作 、 生活照片外 ，
也讲不清他在厂里的那些具体事迹 。
于是， 记者赶紧联系老人原来的工作
单位———北京搪瓷厂。

研制生产设备 提高5倍工效
“厂里有老人的事迹， 但手头不

多。” 厂工会主席、 副厂长吴学军很快
给记者回电， 并念了一段老人的事迹
简介。

这段简介的主要内容是： 李永海
出生于 1915年 9月 21日 ， 是 老 一 辈
生产者的优秀代表， 在实际的生产工
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能力。 他
先后研制出了 18种机器设备 、 30多
种工具， 为工厂的生产机械化、 半机
械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 但他并不满足， 仍以不断
革命的精神 ， 在后来的工作中又实
现了9项技术革新 ， 为厂里的发展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9年， 他被
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并出席了全国
群英会。

然而， 他的创新内容是什么， 当
时的情况怎么样， 没人知道。 吴主席
让记者稍等， 待厂办公室查询档案并
从集团公司调阅相关材料后马上给记
者回复。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 记者收到吴
主席发来的微信图片。 图片是从该厂
编辑的 《北搪之路》 中拍摄的， 从中
可以看出不少老一代艰苦创业的故事。

资料显示，李永海祖籍河北省天津
郊区刘家园村， 贫农家庭出身，10来岁
就在天津石棉厂当工人， 后来当过7年
铁铺学徒。 他做过工，也失过业，直到
1950年10月进入天津三中搪瓷厂当工
人 ，1952年转入北京伟一搪瓷厂当工
人，该厂后改为国营北京搪瓷厂。 也就
是说，北搪厂成立之初，李永海已在厂
里上班了。在厂里，他入了党，1960年至
1963年成为厂9级工程师， 直到1980年
10月退休。

李永海分别于1955年 、 1957年 、
1959年三次获评北京 市 劳 动 模 范 ，
195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1960
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这与他敬业
实干和不断创造优异成绩分不开。

当时， 李永海在日用搪瓷车间手
工班当白铁工人。 1954年， 厂里的小
方盘生产任务很大， 完全靠手工操作
完不成任务。 他看到脸盆切卷机切卷
脸盆时受到启发： 如果小方盘能用机
器卷边窝沿， 那不就快了吗？ 但因不
懂机器， 他就耐心观察脸盆卷边机的
工作原理。 他没文化不会制图， 就根
据自己的想像画出模型来， 请老师傅
共同研究。 后经反复试验， 他终于制

成了方盘直线卷边机， 代替手工打边
窝沿， 减轻了劳动强度， 提高了生产
效率。 此后， 他又创造和改进18种机
器和30多种工具， 使原来完全是手工
操作的手工制胎班， 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和半机械化。 产量提高5倍， 质量达
到100%合格。

同时， 他为整个车间研究制造和
改进了许多重要设备， 如万能园线卷
边机、 焊口对底器、 自动炉窑等， 给
日用搪瓷生产机械化开辟了良好的道
路。

让铸造车间干活儿不再笨重
1958年8月15日， 我国第一台为支

援同仁堂制药行业的15000立升大型搪
玻璃贮罐在北搪厂研制成功。 为了这
台大型产品能够顺利投产， 厂里安排
工程技术人员吴国萃担任图纸设计 ，
陈传佐等进行8号炉扩大容积改造， 劳
动模范吴洪澡和李永海负责大炉地车、
吊车的改造。 该设备的成功研制， 极
大地支援了我国制药工业和化学工业
的发展， 彻底改变了我国大型贮罐必
须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 这项成果在
全国优秀产品评选活动中被评选为
“建国十周年经济成就展览会” 展出产
品。 展品中还有北搪厂最新研制的国
内第一台铸铁耐酸搪瓷泵和铸铁耐酸
斥资阀门。

1960年初， 北搪厂掀起一场 “学
先进、 比先进、 赶先进” 的生产热潮，
全厂 “技术革新、 技术革命” 运动遍
地开花。 然而， 作为生产车间龙头单
位的铸造车间， 却依然是落后笨重的

“作坊式” 生产。 全车间强体力劳动占
46.6%， 手工操作占34.6%， 半机械化
仅占18.8%。

厂里派人到齐齐哈尔、 沈阳、 辽
阳等铸造厂参观学习后 ， 立即成立
“铸造车间三结合攻关小组”。 小组经
过反复研究最后确立了铸造车间必须
实现 “十二化 ”， 即砸铁 、 上料 、 浇
铸、 木型、 磨边、 搬运、 造型、 漏模、
熔炉热风、 运砂、 清砂、 湿模等十二
道工序的机械化。 必须攻克 “二十四
大关”， 即砸铁机、 上料机、 松砂机、
混砂机、 落砂机、 猫头机、 皮带传送、
循环轨道、 万能操作台及其它等计24
个关键设备。

当年2月， 厂里提出要 “集中优势
兵力， 奋战七昼夜拿下铸造机械化”。
紧接着， 木型班一马当先， 在苏廷亭
老师傅的带领下， 工人们把被褥搬进
了车间日夜奋战， 全国劳模李永海带
领一支 “青年突击队” 左冲右突。 原
三中搪瓷厂业主郑正一先生也亲率技
术人员活跃在现场一线。 厂党委书记
田促元、 厂长曹奉孟也亲监现场与同
志们抢抬筐争铲土……3月7日， 在全
厂职工的顽强拼搏下 ， 在人民银行 、
氧气厂、 橡胶厂和起重机械厂等兄弟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一个崭新的被上
级领导称颂为 “一线相联， 环环相扣，
龙头一摆， 全身摇动” 的新铸造车间
呈现在世人面前。

包括李永海在内的北搪职工那种
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 在北搪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

在4月初的选题会上， 报社敲定了
“寻访老劳模 ” 这个专题 ， 作为统稿
人， 接到这个专题， 很是兴奋： 倾听
这些老劳模的故事， 犹如透过悠悠岁
月， 触摸历史的 “脉搏”， 从他们的叙
述中 “亲历” 当年劳模的风采。

但是， 在实际的采访中， 却遇到
了重重困难： 有的劳模重病在身， 躺
在医院； 有的记忆变差， 当年的故事
想不起来； 有的听力不好， 连基本的
沟通都无法进行……不管是由于身体
原因无法接受采访， 还是最终接受了
采访的老劳模， 他们都会在话语里添

上这么一句： “社会还记得我们， 真
的太感谢了！”

最终我们根据年代寻访了80岁 、
90岁、 100岁三个年龄段的老人， 他们
有的是技术工人、 有的是老师、 有的
是 “农民工” ……记者兵分几路， 辗
转多地终于将采访做完， 跟其他选题
相比，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写之旅。

走近这些老劳模， 简单地寒暄后，
讲起当年的往事， 他们的话匣子打开，
手势增多， 语调提高， 神采飞扬， 顾
盼生辉，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
的年代 ： 他们不计得失 ， 不讲条件 ，

忘记了休息， 忘记了家庭， 甚至忘记
了周围的一切 ， 眼里有的就是工作 ，
工作， 再工作！ 在他们心里， 工作不
仅是为了谋生， 更是一份事业！ 在今
天看来， 他们对待工作， 纯粹得像信
徒对宗教般的狂热。

“雷锋整整影响了我们那个时代，
大家仿佛是铁人， 对待工作， 仿佛有
用之不竭的热情和创新精神！” 隔着半
个世纪的岁月， 记者仿佛还能从他们
热情洋溢的讲述中， “触摸” 到那种
奉献精神的热度， 那是刚沸腾的开水
的劲儿， 那是盛夏太阳的温度。 正是

这份狂热和痴迷， 推动了我们国家的
前行，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才
有了我们现在太平盛世、 安乐富足的
生活。

什么是劳模精神？ 我想应该是一
种永不满足的创新精神； 一种吃苦在
前， 享乐在后的奉献精神； 一种 “有
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
上” 的拼搏精神……它是时代的灯塔，
他们是民族的脊梁。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 让
我们致敬劳模， 致敬那一份永远 “忘
我” 的劳模精神。

采访后记：

致敬，那一份“忘我”的劳模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