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人物】06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张瞳│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黄巍│２０２０年 6月 23日·星期二

刘博强， 男， 从首钢最初的
一名轧钢工人 ， 转型成为制冰
师。 现在， 主要从事首钢园运动
中心的制冰、 扫冰工作。 2019年
度， 被首钢总公司授予 “首钢之
星” 荣誉称号。 2019年， 参加了
“时代新人说———我与祖国共成
长” 演讲大赛全国总决赛， 获得
铜 奖 。 被 北 京 市 国 资 委 授 予
“2019年度十佳宣讲员” 荣誉称
号。 2020年1月被北京市总工会
授予 “北京市最美劳动者” 荣誉
称号。

辗转多个车间
书写青春岁月

1996年9月 ， 刘博强来到首
钢出轧厂， 成为了一名轧钢工。
那时， 出一个钢锭最快要55秒，
轧成钢坯一般都在1分钟左右。 5
年多后， 首钢在轧钢工艺上实现
全连铸， 同样的速度， 生产出的
钢锭、 钢坯数量能在原来的10倍
以上， 能耗也更低， 出轧厂也因
此停产。 刘博强意识到， 以后技
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这只是首钢产业转型升级的开
始。 出轧厂停产后， 刘博强来到
首钢第二炼钢厂， 在维检中心从
事焊工工作。

2010年， 二炼钢停产， 刘博
强再一次对集团产业转型升级有
了切身体会 。 他坦言 ： “那时
起 ， 我意识到作为一名首钢职
工， 学习新技能的速度要跟上产
业转型发展的新要求。”

“企业指到哪里， 我就打到
哪里。” 2013年7月， 首钢成立园
区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刘博强来
到了空调班， 负责首钢厂区、 办
公区空调的安装、 维修、 检修等
工作。 跟空调打交道， 他一干就
是4年多， 也全面掌握了空调制

冷系 统 的 相 关 知 识 。 但 没 想
到 ， 这成了他实现冬奥梦想的
“敲门砖”。

主动参与转型
披星戴月训练

2017年3月 ， 首钢园区综合
服务有限公司将职工自愿参加制
冰工作培训的通知下发到各班
组， 一直对工作新领域保持好奇
心和探索欲的刘博强当即报了
名。 开始， 刘博强还以为是去学
做冰棍儿， 到了7月份， 去首都
体育馆实习的他才知道， 首钢要
建设服务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冰场 ， 而他要学习制
冰、 扫冰等冰场的维护工作。 刘
博强瞬间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新鲜
感和浓厚的兴趣， 他说： “这个
领域从来没有接触过， 它的神秘

和新奇让我想要主动学这项技
能， 经过老师们的讲解， 我觉得
这项工作挑战性更高， 更能与时
代接轨， 并且未来还有可能服务
于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这
让我有了十足的动力和热情。”

在首都体育馆培训的三个月
里， 由于首都体育馆没有能够住
宿的地方， 刘博强和同事们只能
开车前往， 每次都是在运动员们
结束训练后， 晚上9点至10点进
行学习和练习， 培训结束后还要
开车返回石景山。 特殊的时间、
辛苦的往返并没有阻止刘博强学
习的积极性和热情 ， 培训结束
后， 他周末还会自行去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由于对制
冷系统十分熟悉， 加上自身的努
力学习， 当首钢的冰场投入使用
时， 刘博强成为了上手最快的一
个人。凭借在花滑馆、速滑馆的优

秀表现，很快，刘博强被安排到维
护难度更高的冰壶场馆学习。

心怀冬奥梦想
励志从 “工” 到 “匠”

冰壶赛道在电视机中看似光
洁无暇， 近看实则打上了密密麻
麻、 分布均匀的点位， 小点用凉
水， 大点用热水， 使用专门的打
点壶， 手拿大、 小孔喷头， 通过
平衡、 均速的横向摆动， 加之节
奏稳定地倒退行走， 让水点均匀
地洒在冰面上， 小点需时40秒至
45秒， 大点需时30秒至35秒。 加
拿大籍国际顶级制冰师 Jimmy在
这方面的专业程度， 让刘博强叹
为观止。

虽然想在制冰工作上有所作
为， 但刘博强开始只能从事扫雪
推边等一些打下手的工作， 并没

有上冰的机会 ， 这让他十分着
急。 不甘原地踏步的他， 借来打
点壶，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 ，背
着打点壶来到场馆外的水泥马
路上 ，把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
道 的 分 界 线 当 成 是 赛 道 的 中
线 ，开始进行洒水的练习。 有一
天 ，Jimmy让刘博强临时上冰作
业， 一气呵成的熟练动作让Jim鄄
my和同事们感到很吃惊， Jimmy
当场决定刘博强以后都可以 “上
冰” 了。 那天晚上， 他兴奋得一
宿都没睡着觉。

刘博强说， 一个顶级的制冰
师 ， 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训
练， 才能形成 “肌肉记忆”。 由
于职业习惯 ， 每天高强度地练
习， 他的右胳膊明显比左胳膊粗
了一圈。 为了能和国际一流制冰
大师更好地交流， 学到最先进的
制冰技术， 刘博强正在努力学习
英语。 他说： “全世界的顶级制
冰师不超过20人， 里面没有咱中
国人。 我的梦想， 便是以中国工
匠的身份 ‘挤’ 进去。”

从热火朝天的车间， 来到散
发冷气的冰面， 心怀工匠梦想的
刘博强， 唱响了属于自己的 “冰
与火之歌”。

□本报记者 宋濛

匠心炼就“冰与火之歌”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制冰师刘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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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熹 刘建军

（2020年6月第4周）

沈宏鑫郭红阳罗进
让彩虹无人机享誉世界残疾农民30年笔耕不辍歌颂家乡

北京榜样

罗进， 男，1975年10月出生，
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进深信 “最好的建筑就是
与自然和谐相处”， 对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方案优化后， 守住了小
海坨山近2万平方米天然林地 ，
且缩短工期4个月， 节约6000余
万元。 带领团队制定了修复乡土
植物清单并移植本地树木， 获奥
委会赞赏。 苦拼两年， 今年1月
中心已举办冬奥测试赛， 国际雪
联给予高度评价。

郭红阳， 男， 1980年3月出
生， 北京时代拓灵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郭红阳发起成立了聋人事业
促进会，编撰了3个等级的语言训
练教材，组织语言康复训练15000
余人次；合作开展职业技能项目，
为听障者提供婚恋、法律、安全教
育和健康体验等活动、 为银行员
工开展手语培训； 开发手机秒变
助听器的软件， 为聋人及自闭症
群体公益服务已近10年。

金宇熹， 女， 1998年9月出
生， 北京化工大学环境工程2016
级本科生。

金宇熹持续在周末徒步调研
河流状况记录 “水自然” 变化轨
迹， 与同学组建快递包装回收暑
期实践团， 对抗包装垃圾； 作为
负责人， 她与团队设计了校园可
再生资源回收系统， 还参与组建
“重塑新生” 团队， 将废旧塑料
重塑为产品， 方案已入选大学生
创新创业重点项目。

刘建军， 男， 1966年6月出
生 ， 平 谷 区 黄 松 峪 乡 黑 豆 峪
村村民。

4岁时因意外双手残疾的刘
建军自强不息， 自学写作， 采写
的新闻、 撰写的散文及小说在平
谷广播站播出和在报刊发表， 还
自制了近五万字的 《时代文摘》。
2008年奥运期间， 他独自创办了
《快乐老家报》， 如今利用新媒体
制作图文、 视频， 30多年来宣传
家乡笔耕不辍。

沈宏鑫， 男， 1980年7月出
生， 航天科技集团第十一研究院
第十一总体设计部主任。

10余年来专注无人机事业的
沈宏鑫， 为国家 “一带一路” 战
略做出突出贡献。 他主持彩虹系
列型号研制， 在 “察打一体” 无
人机等高端产品上实现突破， 研
发了临近空间太阳能无人机、 地
效气垫复合船等新概念飞行器，
使 “彩虹 ” 无人机品牌享誉世
界， 成为大国名片。

公益服务听障人群已近10年守护海陀自然生态获奥委会赞赏 大学生钟情环保 创新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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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 ， 能改变什
么 ？” 在过去的 23年里 ，
记录了共和国工业足迹的
首钢老厂区， 如今变成了
京西新地标首钢园， 热火
朝天的精煤车间变成了国
家队的冬奥训练场馆。 曾
经做过轧钢工、 维检工、
焊工的首钢工人刘博强也
没想到， 今天他和 “制冰
工” 这个工作结了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