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辽阳石化车间里
忙碌依旧。

走进聚酯车间，熔喷模头吐出丝状纤
维，随后经自动生产线“顺流而下”，最终通
过烘干等环节“扎堆”进入包装袋。

“这就是PETG共聚酯，具有无毒无害
等特点的新材料，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和
电子电气等领域。”辽阳石化新材料高级专
家陈颖说，辽阳石化是国内首家PETG共
聚酯生产企业，今年夏天成功突破该新材
料的核心配方工艺，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
的耐温90级、95级和100级新品。

然而，作为绿色健康材料的代表，
PETG 技术和产品曾长期被国外企业所
垄断。

产业报国和科技报国，是辽阳石化人
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陈颖作为科技工作
者的毕生所求。

为迅速攻克这项科研难题，她带领技
术团队放弃休息，挑灯夜战，夜以继日地
开设课题、查询资料、动手实验、分析数
据，经过1000 多个日夜，终于成功研发出
PETG 共聚酯产品，填补了国内该项领域
的空白。“2017 年，PETG 共聚酯产品第一
次开车便取得成功。如今辽阳石化已占
据华东、华南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半壁江
山。”陈颖说。

这样的故事在辽阳石化并不罕见——
从“十年磨一剑”建成国内首套PETG共聚
酯生产线，到自主研发氧化二氮分解催化
剂为碧水蓝天净土“打气”；从攻关世界首
套千吨级超重力烷基化工业试验装置，到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实现产品系列化引领特
色产业，辽阳石化近年来形成推广应用技
术16项、自主创新产品20个、申请国家专
利45项，成功走出一条从“落后”到“跟跑”

再到“赶超”的自主创新之路。
党建，是辽阳石化的“根”与“魂”，也是

辽阳石化担当国企“种子队”的“法宝”。
在辽阳石化，党员占员工总数六成左

右，而且能够做到基层班组“班班有党
员”。今年，辽阳石化开展“百名先锋、百
座堡垒”先进典型选树活动，坚持在安全
生产、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和
基层一线艰苦岗位上挖掘鲜活的先进典
型事迹。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
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辽阳
石化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廉金龙说，“辽阳
石化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决贯
彻‘两个一以贯之’重大方针，深入实施技
术立企、人才强企、改革兴企三大战略举
措，努力开创辽阳石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
面，奋力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

努力担当“种子队”

的确良

“的确良”是一种合
成纤维织物，通常也被
称为“涤纶”，用于衣物
布料。在20世纪七八
十年代，因为“棉粮争
地”问题，辽阳石化在
物资匮乏和条件艰苦的
情况下，于 1979年生
产出首批纤维原料，后
经辽阳纺织厂纺织成涤
棉细布，也就是现如今
见到的国产的确良。

据介绍，辽阳石化
每年生产的化纤原料如
果全部织成的确良，相
当于430万亩棉田织
成的布匹量。

国庆前夕，在中国石油辽阳石化，10
万吨尼龙66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一座新型
现代化化工装置的雏形已初露端倪。

辽阳石化是国内尼龙产业龙头，更是
拥有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唯一的尼龙生产
线，作为国家“十四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化
工新材料，10万吨尼龙66项目的落地意味
着企业特色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9月8日上午，在辽阳石化企业精神教
育基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寻根之
旅”活动。这天是“中国石油开放日”，每个
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一块蓝白相间的布料
上。“三四十年前，能穿上这种布料，那就是
时髦的象征。”辽阳石化退休职工刘桂华
说，这种布料禁拉又禁拽，禁洗又禁晒，穿
在身上笔挺还轻快，人们给这种进口涤纶
纺织品取名“的确良”。

作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四大化
纤基地之一，新中国第一块的确良原料正
是诞生在辽阳石化。

已至耄耋之年的蒋新坤，曾担任辽阳
石化化纤厂厂长，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他告诉记者，国产的确良的问世，
改变了我国化纤工业依赖进口的局面，也
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作出了贡献。“当时的衣料主要是棉布，存
在‘棉粮争地’的问题。”蒋新坤说，20世纪
70年代，世界纺织工业进入化工时代，为解

决人民穿衣问题，国家决定建设辽阳石化。
1972年，首批建设者从五湖四海会聚

而来，肩负起在这座千年古城开拓新中国
石油化纤产业的重任。1974 年“三通一
平”大会战拉开序幕，“只要骨头不散架，
就要拼命建辽化”的口号响彻寰宇。蒋新
坤回忆，因为缺少大型机械，施工建设难
度远比想象中要大，“工人的衣服往往是
湿了干，干了湿，最终结上一层厚厚的汗
碱。”数万名建设者克服困难，高质量建成
我国当时最大化纤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在

共和国历史上创造出超越自我的“辽化奇
迹”。这一时刻注定载入史册——1979年
初，辽阳石化产出首批纤维原料，随后经过
辽阳纺织厂纺织成为涤棉细布，国产的确
良诞生了。

蒋新坤说，辽阳石化年产化纤原料达
到7.4万吨，如果全部织成的确良可以保障
全国人均“七尺布”，相当于430万亩棉田
织成的布匹量，“那时厂子门前天天排长
龙，全是全国各地纺织厂来提货的运输车，
咱们的‘的确良’供不应求”。

为国织就“七尺布”

公路笔直、管排纵横、钢架林立、机器
轰鸣……

走进辽阳石化厂区，仿佛置身一座科
幻的城市，如茵的绿地又恰似一幅延展的
画卷。

“这几年，咱们厂的变化特别大。”说这
话的人名叫杨植，5 年前他从门警岗位考
取一线工艺技术岗位，如今是辽阳石化炼
油部三联合装置区的一名操作工，“一线岗
位虽然辛苦，但收入大幅增加，既有干头也
有奔头。”

在辽阳石化企业精神教育基地，陈列
着一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国家统计局
颁发的金色奖状，用以表彰辽阳石化成为
我国最大的石油化纤联合企业。

原来，继生产国产的确良之后，辽阳石

化还填补了我国新型乙烯裂解炉的市场空
白，先后获得我国最大石油化纤联合企业
和中国50家最大化工企业第三名的殊荣。

然而，因为市场意识不强等因素，这家
大厂陷入连续12年亏损的泥潭。

“只有改革，才能让企业焕发活力。”辽
阳石化企管法规部主任高劲松说，对于当
时的辽阳石化来说没有经验可循，但是管
理层坚定了大刀阔斧改革的决心。

源头既清，波澜自阔。辽阳石化用党
建强基，以思想破冰，靠实干作答，走出一
条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子。

“以前，大家都是坐等工资，多干一点
儿都要斤斤计较；后来，实行新的绩效考
核办法，每个人都拼命努力挣奖金。”高劲
松说，开展薪酬分配机制改革后，员工的思

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与此同
时，辽阳石化还频频向机构改革、“瘦身健
体”等领域“亮剑”。

树立市场导向、压缩管理层级、清退非
主营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在一项项改
革重拳之下，辽阳石化更加聚焦主责主业，
持续激发内部活力、释放发展动力。

2011年，千万吨级原油加工项目开车
成功，辽阳石化实现“大化纤”向“大炼油”

“大芳烃”的华丽转身。辽阳石化人“千万
吨炼油”的梦想变成现实，企业综合实力持
续增强的同时，也在辽阳石化转型发展的
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路风雨兼程，辽阳石化在改革中敢
为人先，大胆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探索
前行，一举在2017年成功实现扭亏为盈。

勇闯改革“深水区”

辽阳石化辽阳石化

李玉民，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辽阳石化原化工一厂总工程师、副厂长，
也是我国第一台国产乙烯裂解炉设计、
开发的主要参与者。

9月底，李玉民回到辽阳石化，把精
心整理的27篇近50万字的技术报告和
论文全部交给厂里，以此践行他“一生奉
献于石油事业”和“只要辽化需要，我随
叫随到”的铮铮誓言。

初见李玉民，是在他的家。
李玉民的家，洁净而素雅，沙发对面

悬挂的四幅合影，定格了他四次进京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刻，也记录
下中国石油化工行业从被国外“卡脖子”
到自主创新、全球领跑的历史进程。

说起石油，说起辽阳石化，说起那
座“北方炉”，90 岁高龄的李玉民激动
不已。

1979年夏天，辽阳石化裂解装置正
式投料试车，老化工一厂不负众望取得
装置投料试车一次成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乙烯工业向大
型化发展，辽阳石化原化工一厂决心通
过自主改造壮大乙烯产能。

李玉民解释，乙烯裂解炉是用于乙
烯生产的核心装备，主要作用是把天然
气等原料加工成裂解气，最终加工成乙
烯。至于乙烯，是合成纤维、合成橡胶、
合成塑料的基本化工原料，可以说乙烯
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化学品之一，乙烯
工业也是石油化工产业的核心，在国民
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那时我们常被国外‘卡脖子’，中华
大地上的乙烯裂解炉有‘万国牌’，偏偏
没有咱们的‘中国牌’。”李玉民说。

作为当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国内成立一南一北两个攻关小组，但是
始终没有石化企业愿意接盘。最终，辽
阳石化勇挑重担，由李玉民带领技术人
员扛下重任。

“接下这个任务时，我其实非常有信
心，因为我们辽化人等这一天已经太久
了。”李玉民说。

1989 年 10 月 21 日，经过此前连续
几个月的奋战，由李玉民参与指挥自行
施工、自行设计，年产量达2万吨的新型
乙烯裂解炉“北方炉”提前建成。此举
不但填补了我国乙烯国产化的空白，同
时也极大提振了国人对石化产业国产
化的信心。李玉民因此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称号，被石化系统的同行们誉为

“建炉专家”。
之后的10年时间里，李玉民和他的

团队再接再厉，接连建成投产 CBL-Ⅱ
型、CBL-Ⅳ型乙烯裂解炉。

1993 年，李玉民要退休了，他向辽
阳石化领导表态：“只要企业需要，我随
叫随到。”从此，他又成为“编外总工”，而
且一干又是10个年头。

1995 年，同样还是李玉民率队攻
关，国家“八五”重大科技项目“北方炉－
Ⅱ型”裂解炉一次开车成功，至今运转正
常。2002 年，他又主动请缨，指挥乙烯
精馏塔施工安装，每天都要在近百米高
的炼塔爬上爬下，直到精馏塔顺利建成
交工，这一次李玉民才真正退休，临走时
还是那句：“我随叫随到。”

从2010年到2021年，他每年都要坚
持到厂里和车间里去转一转，而且必须
要一份乙烯月份和累计生产流程图以分
析生产情况。

为把自己的建炉经验和心血留在企
业，李玉民近年通过精心梳理写出27篇
近50万字的技术报告和论文，其中还有
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让李玉
民终生难忘的是，他曾作为劳模代表在
1984年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到盛大的
阅兵式，看到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取
得的辉煌成就，他感到无比自豪。

“只要我活着，就要为祖国的石化行
业作贡献！”李玉民说。

毕生“积累”献给厂
本报记者 田 勇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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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石化厂区。

彰奋进之力彰奋进之力

“只要骨头不散架，就要拼命建辽化！”52年前的铿锵口号，喊出“大厂”气魄。
从为国织就“七尺布”，到担当国企“种子队”，辽阳石化以“冲刺”姿态跑出发展“加速

度”，勇当国企改革“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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