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南苑植物油厂仓储部经理李庆鹏

首都应急储备食用油的守护者

粮油仓储行业对于都市人来
说，其实是一个很陌生的行业。大
家只知道从超市里买回来的桶装
油应放置在阴凉、避光、干燥、温
度低的地方保存。却不知道，为了
妥善、 安全地储存首都应急储备
的食用油， 北京市南苑植物油厂
李庆鹏和他的团队， 付出了多少
努力。日前，记者在南六环外的一
个食用油储藏罐区， 见到了忙碌
的李庆鹏。

技术首创实现绿色储油
很多人认识李庆鹏， 都是因

为他和他的团队首创了 “食用油
低氧充氮保管技术”，这是迄今为
止国内十分领先的绿色储油方
式，斩获了不少奖项和荣誉。

众所周知， 食用油在与空气
接触后极易发生氧化现象， 不仅
会造成食用油品质下降， 而且食
用后会给人体带来一定的危害。
所以选择最佳的绿色储油方式一
直是李庆鹏和他的团队不断追求
的目标。

经过反复试验和考量， 李庆
鹏团队决定用氮气代替空气，填
充在油罐罐体剩余空间内。 “氮气
属于不活泼气体， 他可以有效降
低食用油氧化的问题， 保障食用
油品质。 ”李庆鹏笑着说，“从原理
层面来说， 看似很简单的储油方
式，但实际操作起来，着实花费了
我们不少的功夫。 ”

怎么样分离氮气？ 如何让氮
气填充到油罐当中去？ 选择什么
样经济有效的氮气浓度？ 一系列
的问题， 在李庆鹏选择开始做实
验的时候， 就一一罗列在了他的
面前。 “其实，所有的创新都是以
问题为导向的， 我们在创新的过
程中 ， 就是在不断解决各种问
题。 ”李庆鹏说，空气中有78%的
氮气成分，所以他们就地取材，用
创新技术分离出氧气； 为了保障
密闭充氮的安全性， 他们反复试
验确定氮气浓度和压力， 并安装
“呼吸阀”和“排空阀”，给油罐安
装“双保险”。

与此同时，为了给油罐降温，
李庆鹏主张在罐体上粉刷反光隔
热涂料， 这样也能有效降低温差
给储油所带来的影响。

“所有的试验和数据都必须
经过四季变化的考验。 ”李庆鹏用
简单的话语， 轻描淡写了他们在
四季中的坚持。因为他也不记得，
为了选择涂料， 他们到底做了多
少次试验；为了安装两个阀门，他
们修改了多少次方案……

李庆鹏说：“再多的辛苦，我
们也都走过来了。 结果是令人满

意的，就是最大的成就。 ”李庆鹏
带记者参观了油罐区， 介绍这个
首都最大的食用油应急保障罐
区， 就像介绍自己引以为傲的孩
子，幸福和骄傲溢于言表。

把创新当成工作方式
在李庆鹏看来， 创新就是将

智慧融入到生产生活当中。 在参
观中，记者发现，在一台电脑上，
就可以操控整个罐区的进出油工
作。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管
理系统。 ”李庆鹏向记者介绍，未

来的食用油仓储一定是向着自动
化发展的， 所以他们利用现代计
算机技术，融合自动安防、输油设
备自动启闭和智能通信， 对油罐
及库区的130个传感器进行了跟
踪安装和调试。

摄像头、红外装置、输油设备
自动启闭……目前， 所有自动化
设备已投入使用，这个储油能力5
万8千吨的罐区已经实现了油脂
出入库智能化管理。

而在质检部门， 李庆鹏又带
记者参观了利用毛细管柱检测大
豆原油中的溶剂残留，“这是我们
正在进行的创新项目， 因为国内
没有相关经验和先例， 我们连具
体的检测方案都要进行一一探
讨。”李庆鹏说，在业务交流上，同
事之间常常因为一些参数问题，
讨论得面红耳赤， 而最终用数据
说话的结果才能让两个争执不下
的同事相视一笑。 这样的交流和
互动氛围是李庆鹏最喜欢的，他
说，“大家为了做好工作， 为了一
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是多么和谐
的团队氛围啊。 ”

一直以来， 李庆鹏的创新工
作从未停止。 记者了解到， 近年
来，李庆鹏还参与并主持了“食用
油储存过程中品质变化的研究”、
“接卸油设备的改造升级”、“食用
油统计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和“食
用油绿色储存研究与示范” 等多
项课题， 荣获了京粮集团优秀经
济技术创新成果奖。其中“食用油
绿色储存研究与示范” 获得了北
京市科委的200万元科技资金支
持， 并于2015年初顺利通过科委
项目验收， 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
致好评，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
每年可为企业间接创效30余万
元， 而且引领了油脂科保技术的
发展方向。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李庆鹏
也先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
7篇论文，真可谓是硕果累累。 而
不管成绩多么突出和优秀， 记者
看到的李庆鹏一直保持着原有的
姿态———他把探索创新当成一种

工作方式。

11年与储油为伴
1980年出生的李庆鹏毕业于

河南工业大学， 是个典型的理工
男。 从2005年8月参加工作，成为
北京市南苑植物油厂员工至今，
很多人都看到了李庆鹏身上非常
明显的变化。

从一名仓库保管员， 到如今
的仓储部门经理， 李庆鹏蜕变的
过程融入了太多踏实、 努力 、创
新、担当。

“我今天的成绩，离不开领导
和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 ”今年刚
刚荣获 “首都劳动奖章” 的李庆
鹏保持着他一如既往的低调。

用李庆鹏自己的话来说———
“不忘初心”，“11年来， 我就是保
持着这样的心态， 享受工作给我
带来的乐趣， 也在工作中感受自
己的价值。 ”李庆鹏说，做好本职
工作，其实是个最简单的初衷，他
在工作中解决各种问题， 也在推
动企业的发展。

说起工作这11年的变化，李
庆鹏十分感慨。 “我刚到企业的时
候，只知道工作，搞技术，专业领
域完全难不倒我， 但说到如何推
广自己的创新项目，就有好多‘丑
事’可说。 ”李庆鹏说，身为一个技
术型理工男， 他没有很好的口才
和表现力，于是，每次遇到上台发
言的情况，他就紧张得浑身冒汗，
说话还发抖。

“这些不成熟的表现，虽然让
我很尴尬，但领导们却毫不在意，
只要我的项目好， 公司还是给予
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李庆鹏笑
着说，时间长了，上台讲话紧张的
毛病慢慢改掉了， 他也开始适应
了“能做会说”的工作要求。

现如今的李庆鹏依然是努力
钻研技术的理工男， 但日渐成熟
的他也越来越沉稳，干练，带领着
自己的团队不断努力创新， 奋发
向上，为了自己心中的“京粮梦”，
为了守护首都应急保障食用油而
努力拼搏。

———记建工博海沙特项目部安全负责人赵凡
翻译从细 安监从严
□通讯员 方洪/文 张鹏/摄

乐观 、 自信 、 踏实 、 有韧
劲， 这些词语是一个80后小伙子
的标签。 7年、 2个海外项目， 让
他从一个普通项目安全员成长为
公司安全监管部副部长。 他， 就
是赵凡。

2009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
作， 被公司派往了利比亚工程项
目部担任英语翻译。 出国那天，
坐在飞机舷窗旁的他， 看着所有
建筑和街道逐渐远去， 他的别样
人生也随之开始了。

来到利比亚的第一天， 赵凡
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大量的
图纸、 技术资料和建筑规范急需
翻译成中文， 庞大的翻译量出乎
想象， 他二话不说立即开始了翻
译工作。 别人工作时， 他不辞辛
苦地向老师傅们请教自己不熟悉
的建筑知识 ； 别人休息时 ， 他

“恶补” 建筑词汇的空白。 为了
不耽误第二天工作， 他经常翻译
到深夜。 凭借着这股韧劲， 赵凡
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 确保工
程顺利展开。

出国工作没多久， 就遇到了
利比亚战乱。面对这种情况，当时
还是入党积极分子的他与项目部
的党员们一起， 第一时间站了出
来，自愿形成了抢险队，最终项目
部所有人员全部登上了回国的专机。

从利比亚撤回后， 赵凡被公
司派到了沙特工程项目部， 具体
负责沙特 SABIC项目 50万平方
米、 858栋别墅楼建设的安全管
理工作 。 由于沙特当地环境所
致， 甲方对安全管理的要求十分
严格。 工程初期曾因安全管理水
平达不到甲方要求而面临停工整
改， 压力面前， 年轻的赵凡深知

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因此无
论多晚， 只要是现场还有一名工
人施工， 他就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一秒钟， 每天都是拖着疲惫的身
体回到项目部。

赵凡深知， 现场的安全管理
是个细致活，丝毫不能马虎，他每
天最少要6个小时转遍500栋别
墅， 不但需要掌握生产过程中的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还要在实践
中不断摸索经验， 查找现场安全
隐患，保证现场不出现安全事故。

赵凡在学中干， 在干中学，
虚心地向老师傅请教。 晚上睡觉
前学习安全生产管理知识书籍，
苦练内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
很快就能得心应手的解决日常问
题， 纠正违章， 并提出最优化的
整改方案。 此后， 项目部的安全
管理工作逐渐走入正轨， 甲方对

中国建筑企业的态度也有了明显
转变。 由安全员到安全主管再到
安全负责人， 他以优秀的工作表
现连续三年荣获SABIC甲方颁发
的优秀安全员证书。

由于是境外项目， 所用的劳
动力都是外籍员工， 如何管理好
外籍员工也是一项棘手课题。 赵
凡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和多年的
境外工作经验创立了一套新的管
理模式 ， 并在项目部内有效实
施， 取得明显效果。 为了杜绝安
全生产事故， 他按照项目部 “以
人为本 、 安全第一 ” 的安全理
念， 坚持组织并开展安全教育培
训活动， 包括现场咨询日、 脚手
架登高作业培训、 应急救援演练
与消防演练， 用英语对外籍员工
讲解安全知识， 此举得到了集团
领导和甲方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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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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