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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郭玉玉全全：：““看看火火””有有绝绝技技 攻攻关关不不辞辞劳劳

被评为首届 “北京大工匠”
的首钢机电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 数控车工高级技师卫建平的
一句话久久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无论你的起点有多低， 只要扎
根一线， 勤学苦练， 把对职业的
热爱化成敢拼的钻劲儿， 梦想就
会随着你的成长与进步， 一点点
实现。” 卫建平用34年时间证实
了这句话。

同样， 郭玉全也用自己35年
的不懈追求， 诠释了这句话的深
刻内涵。

从一名普通的看火工到技术
创新的行家里手， 从一名在灰尘
弥漫中作业的工人到自行研发设
计环保设备， 使水泥厂变为 “花
园工厂” 的环保先锋。 郭玉全35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 只
要勇往直前， 敬业爱岗， 就没有
攀不上的高峰。

勤学苦练， 练就火眼金睛。
靠一块滤光镜片， 就能准确判断
出窑内火焰温度和变化。

善于钻研， 弄通弄懂了各种
生产设备的工作原理， 为生产线
节能降耗、 生产工艺革新打下了
坚实基础。

凭借着独门绝技， 一把大锤
征服了国外业主， 亮出了中国技
术工人的精气神。

带领一线技术工人完成国内
首条飞灰工业化处置示范线， 有
效解决了北京市70%以上生活垃
圾焚烧飞灰处置难题。

成立职工创新工作室， 参与
者百余人， 涉及环保、 电气、 工
艺等各个工种。

35年来， 郭玉全就是这样一
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 他的成功
印证了毛泽东的诗句： “天下无
难事， 只要肯攀登。”

短评：

千锤百炼方成全才
□许庆惠

刚刚过去的 “五一”
国际劳动节， 北京金隅
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熟料制备车间党支部书
记郭玉全荣获2018年全
国“最美职工”称号。 颁
奖礼现场， 这位看火工
出身， 靠一把大锤名震
海外， 又跟随企业绿色
转型步伐， 成长为改革
创新型人才的蓝领职
工，手捧献花，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

磨练技术：
一块滤光镜练出“火眼金睛”

在琉水 ， 郭玉全是公认的
“全能型” 人才， 可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 他是看火工出身。

上世纪90年代， 水泥厂里都
是用回转窑煅烧水泥熟料， 没有
仪表， 没有监控， 更没有电脑控
制， 想了解窑内熟料煅烧情况，
只能靠一块滤光镜和一双眼睛。

“我第一次拿起看火镜时，什
么也看不出来， 就觉得这窑里白
茫茫一片。老师傅就说了，什么都
甭问， 看火没有捷径， 就是一直
看。 ”郭玉全回忆说。

虽然， 看火工是水泥生产线
上最核心的工种， 可是趴在窑头
看火却是一件苦差事。 窑头的表
面有200多℃的高温， 即便什么
都不干， 呆在旁边都让人觉得呼
吸困难， 可郭玉全却耐着性子，
每隔3分钟看一次， 一看就是十
几分钟。

就这样，看火工他一干就是4
年， 练就了仅凭肉眼观察就能判
断出窑内状况的功力。

随着水泥工艺革新和生产线
更新换代， 郭玉全不断参与到生
产线的升级改造之中。 消除 “篦
冷机红河” 现象， 年节约费用8
万元； “东料西送工程” 年综合
效益130余万元； “预热器阀板、
管路改造 ” 创造效益400万元 ；
引进先进节能理念实现能源和工
艺的精细化管理， 降低单位产品
标煤耗和电耗， 年节电1400余万
度， 整体电耗下降5%。

名震海外：
一把大“锤”征服洋业主

随着琉璃河水泥厂技术服务
“走出去” 战略的发展， 郭玉全
的技术在海外也打响了名号。

2012年2月 ， 厂里接到了求
援电话， 请求尽快派出技术人员
前往阿联酋， 解决一条万吨水泥
生产线窑系统托轮过热的问题。
郭玉全和同事坐飞机、 倒汽车，
12个小时后就赶到了阿联酋阿莱
茵公司施工现场。

其实， 在郭玉全到达前， 业
主方已先后邀请多家世界知名厂
家调试， 各种仪器都用上了， 可
问题却没有解决。 原本对郭玉全
满怀希望的业主， 在看到他们没
有携带任何精密仪器， 两手空空
出现的时候， 失望了。

争吵 、 质疑 ， 现场一片混

乱。 情急中， 对方经理急切地对
郭玉全说： “请你们来， 所有人
就听你们的， 拿方案吧。”

“放1毫米。” 郭玉全脱口而
出。 闻此，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
了。 因为郭玉全只是围着水泥窑
看了一圈， 没有使用任何工具测
量。 但是看他笃定的模样， 操作
工半信半疑地抡起了大锤。

一锤下去， 奇迹发生了。 原
本过热的托轮 ， 慢慢恢复了正
常。 6个小时后， 已经停工4个多
月的窑竟然转起来了。 郭玉全用
一把大锤征服了项目业主， 在海
外书写了中国技术工人的神话。

其实， 郭玉全在海外工作的
日子，并非全都一帆风顺。 2016年
3月， 他带着一个6人团队奔赴刚
果（金），帮助中国中标企业给当
地新建一条生产线。 刚到当地20
多天时，他突然开始发烧了。

“我原以为只是普通感冒，
可一会儿的时间， 就浑身酸痛、
满头大汗， 体温瞬间从37℃升到
了40℃。 随队医生看了， 连忙告
诉我， 我患了疟疾。” 郭玉全说。

疟疾经常由蚊虫叮咬引起，
这是一种凶险的疾病， 尤其是疟
原虫一旦入侵脑部， 后果将不堪
设 想 。 那 次 ， 郭 玉 全 在 刚 果
（金） 工作了8个月， 一共得了三
次疟疾。 但是， 疾病没有把他打
倒， 他带领团队依然保质保量地
完成了任务。

企业转型：
自行研发设计攻克技术难题

走在琉璃河水泥厂厂区里，
除了高大的生产设备， 随处可见
的就是绿树和鲜花。 “这跟我刚
进厂的时候相比， 简直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郭玉全说。 上个
世纪80年代， 他刚进厂的时候，
厂里的环境非常恶劣， 远远的就
能看到滚滚浓烟， 穿着白衬衣根
本不敢进， 现在却变成了 “花园
工厂”。 “这跟这些年企业的转
型升级离不开关系。”

“以前 ， 北京的 ‘十大建
筑’、 重点工程用的都是我们的
水泥。 那时候， 我们的水泥可是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但2000年
以后， 水泥行业因为先进技术的
应用和推广， 产能过剩了。 如果
我们还做传统行业， 肯定会被迫
退出北京市场， 企业的辉煌历史
也就终结了。 所以， 我们必须要
与城市功能接轨。” 郭玉全说。

近年来， 社会各界对环境问
题日益重视， 全国各地垃圾焚烧

厂都在快速上马建设， 但是垃圾
焚烧飞灰因为没有相应配套处置
设施的问题却逐渐凸显。 针对这
一难题， 相关科研机构在琉水建
成了国内首条飞灰工业化处置示
范线 。 而这条示范线的生产调
试， 正是由郭玉全带领的一线技
术工人团队完成的。

因为没有先例可循， 更没有
经验可借鉴。 2015年， 郭玉全带
领技术研发团队查资料 、 搞调
研、 做研究， 带着飞灰样本三天
四地考察设备厂家， 夜间赶路、
白天交流， 自行研发设计工艺路
线， 组织实验， 积累大量实验数
据， 与厂家一道进行设备改进，
最终研制出一台符合飞灰处置工
艺特性的机器。

之后， 为了使飞灰处置线更
加完美， 郭玉全带领团队相继攻
克闪干机挂壁、 结晶分离器阻塞
等核心技术难题， 飞灰处置线实
现连续稳定运转， 日处置量提高
3倍 ， 解决北京市飞灰量50%以
上。 随着垃圾焚烧飞灰产生量与
日剧增， 2017年历尽艰辛建成的
飞灰处置二期工程投入试运行，
两条飞灰处置线年处置飞灰7.0
万吨 ， 可有效解决北京市目前
70%以上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
难题。 琉水也成功转型， 成为了
北京市唯一一家减量化 、 资源
化、 无害化处置飞灰的企业。

培养人才：
遍及10余国家80条生产线

2009年， 郭玉全职工创新工
作室成立了， 这是北京市首批授
牌的职工创新工作室之一。 工作
室从成立之初 ， 成员不足10人 ,
现已发展成拥有38位骨干成员 ,
参与人员达到150余人的团队 ，
而且成员涉及环保、 电气、 工艺

等各个工种。
“郭哥是我的榜样。 如果没

有他的培养， 我也不会是今天的
我。” 郭玉全创新工作室核心骨
干之一、 熟料车间主任助理李铁
良感叹说， 刚进厂的时候， 他还
是一名维修工。 一次， 生产线上
出现问题， 他因为经验少， 专业
能力欠缺， 没有发现症结所在，
于是就把郭玉全请来。 郭玉全对
生产线逐一排查后， 发现是一个
液压模块出现了问题。

“其实， 那个是我的专业领
域， 反而是郭哥没有专门学过。
所以这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 。

就从那个时候起 ， 我就下定决
心， 要跟他好好学。 郭师傅特别
平易近人， 只要是他会的， 我们
问到了， 他绝对会教给我们。”

郭玉全职工创新工作室每年
都有重点目标任务， 目前， 工作
室已经先后完成较大技改创新项
目46项， 产生经济效益超过千万
元。 创新服务领域涉及生产技术
攻关、 提产降耗、 工艺优化、 设
备改进 ,还涵盖环保产业 、 循环
经济、 科技研发、 人才孵化、 文
化传承等领域。 工作室也逐步成
为企业创新的主阵地。

与此同时， 随着企业向绿色
环保方向转型， 工作室也组织培
训环保法规、 解读排污许可证，
提升职工环保意识。

尤其是飞灰二期建成进入试
生产阶段后， 为了让每名新进入
飞 灰 生 产 线 的 岗 位 工 熟 知 生
产 工 艺 、设备性能 、危废处置流
程 ， 郭玉全调整考核机制 、改
变分配办法 、 邀请专家现场教
学 ， 采用 “理论培训+现场讲
解+答疑解惑 ”的方式，开展培
训， 以此来满足企业在新时期对
人才的需求。

“现在， 经我们工作室培训
的技术人才已遍及国内30个省市
和欧亚非南美10余个国家80多
条生产线了。” 郭玉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