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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全国劳模、中国一重

集团的锻工刘伯鸣正在等待人生

中重要一刻的到来——以党的

“二十大”代表身份前往北京。

锻造工人出身的刘伯鸣与科

研团队一道矢志科技创新，推动

创新成果转化，突破了日本企业

在大型锻件领域的技术封锁，攻

克了“卡脖子”难题。核电站关键

部件锥形筒体、核电蒸发器水室

封头异形锻件的锻造等一系列核

电领域关键部件锻造工艺的难

点 ，刘 伯 鸣 相 继 突 破 ，首 件

CAP1400锥形筒体更是一次锻造

成功。

不仅如此，“我们的技术已经

在很多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

平。”刘伯鸣说。

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在中国

核电快速发展，走向工业强国的

道路上，中国一重和刘伯鸣都迎

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刘伯鸣认为自己身上流着中

国一重的血液，在黑龙江小城富

拉尔基，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三

代人都在一重工作，从学校一毕

业，刘伯鸣就在中国一重工作，当

周围的同事为追求高薪离开东

北、离开一重的时候，他唯一的选

择就是留下。

刘伯鸣和一重的转折点都来

自2015年的一个契机——在日本

福岛核电事故之后，中国的核电建

设重启。这一年还是“十二五”的

收官之年，未来核电站建设进入到

复合增长时期，而这一年中国一重

上市公司部分亏损了17.5亿元。

中国一重希望能够抓住核电

建设重启的机遇，恢复曾被称做

“共和国长子”的荣耀。

“锻造金刚”刘伯鸣：拿下核电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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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金刚
编者按/没有过硬的工艺，再先进的设计都无法实现。这是中国制造在转型升级，走向高端化、

尖端化的道路上，总能听到的感慨与呼声。

改变这一切，需要从基础和原点做起，中国一重集团的锻工刘伯鸣用自己多年来的锻造工艺技

术攻关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这个朴素的道理。正是拥有着一批像中国一重集团这样的企业和刘

伯鸣这样常年着力于重要基础工艺攻关的企业和技术带头人，中国核电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化，

继而在国际竞争中勇立潮头。

2015 年的中国一重由于企

业亏损，人心浮躁，刘伯鸣周围

的老同事，纷纷收到“南方”企业

的邀请，以翻三倍的薪酬被挖

走。他看到身边大量的老同事、

老同学和从小一起在富拉尔基

长大的玩伴，陆续离开一重，离

开了东北。

这一年，刘伯鸣没有离开，

他一心扑在工厂和工作室，反

复揉搓着面团，演示锻件的锻

压工艺。

第二年，刘伯鸣遇到了一位

改变中国一重命运的人——刘

明忠，此时刘明忠被党中央任命

为中国一重董事长、党委书记，

并同时兼任新兴际华董事长（至

2017 年 10 月）。刘明忠曾经带

领一家面临破产的企业——新

兴际华，破浪疾行进入到世界

500强。

刘明忠是刘伯鸣第一个在

厂 房 里 见 到 的 中 国 一 重 的 领

导。此前很多年，很多人对充满

尘霾的生产一线都避之不及。

刘明忠来到一重后，带头制定了

《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提出

了完善体制机制等 10 个方面问

题、21 项任务、105 条具体措施，

并成立了由公司主要领导任组

长的内部市场化、市场营销、技

术质量、党建四个推进组，推进

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实。

刘伯鸣遇到的第一个重要

任务——为第三代百万千瓦级

核电站生产国产锻件以及锻造

出国内最大的首件 CAP1400 锥

形筒体。生产一旦成功，将填补

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中仿形锻造

技术的空白。

这是一种核电装备的高端

产品，批量不大，吨位很大，产品

的个性化很强，在中国第三代百

万千瓦级核电装备中，是重要的

技术难关之一，它呈现锥形筒体

的形状，锻造难度很高。

刘伯鸣日夜想着破解难题

的方法，揉着面团反复模拟锻件

的性能。中国一重和刘伯鸣个

人一样，退无可退，只能凭借经

验和技术反复磨炼。刘伯鸣没

有想到，这一次技术攻关后，中

国一重在国际同行间，再次声名

鹊起。

那段时间，刘伯鸣上班期间

只要碰到技术人员就反复讨论

参数和可能变形过程，有时候为

了找到一个关键点，他深夜两三

点钟打电话和技术人员讨论模

拟结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伯鸣和

技术人员经过前期大量的工作，

终于找到了锥形筒体在专用芯

棒拔长、专用马杠扩孔叠片增减

时机等锻造过程的关键控制点。

最终，锥形筒体锻造成功，

不仅填补了国内锻造技术的空

白，同时也彻底打破了核电关键

锻件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突破

了大型锻件的锻造难题。此后，

中国一重的核电订单接踵而至，

2021年实现了营业总收入231.28

亿元。

刘明忠和刘伯鸣同时被选

为党的二十大代表。

突破技术封锁

刘伯鸣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为第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生产国产锻件以及锻造出国内最

大的首件CAP1400锥形筒体。生产一旦成功，将填补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中仿形锻造技术的空白。

进入夏季，多省份用电负荷

达到历史新高。

8月3日，山东电网全网负荷

达10077.8万千瓦，年内第6次再

创历史新高。7月25日，广东电

网统调负荷今年第一次创历史

新高，达到 1.42 亿千瓦，较去年

最高负荷增长4.89%；7月11日，

浙江省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0190

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7月12日

13时，江苏省最大用电负荷达到

1.26亿千瓦，创历史新高。

来自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7月15日，全国最高电力负荷达

12.6亿千瓦,当日发电量达285亿

千瓦时。

来自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截

至7月12日，中央企业累计产煤

5.7亿吨，同比增产8.1%。电煤的

中长期合同履约率超过了 96%，

向下游企业让利超过 600 亿元。

“中央的发电企业强化电煤采

购，持续提升电煤库存，加强机

组的检修维护水平，提升机组的

顶峰发电能力，全力应发尽发、

多发满发。”国资委新闻发言人

彭华岗表示。

截至7月12日，电煤库存量

是 1 亿吨，高于去年同期的 3527

万吨，可用天数是 24 天，高于去

年同期的 8.4 天，应该说电煤的

库存量也是保供的能力显现。

“这都是历史同期的高位，

机组非计划停运和发电出力受

阻情况均好于往年同期水平。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累计发电

2.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

中央电网企业强化电网互济资

源能力，用好用足全网输电通

道，向华东、华中、西南等用电紧

张的区域支持电力 2000 万千

瓦。”彭华岗说。

在关键时刻，中央企业把能

源电力保供作为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来抓，发挥了“压舱石”

“顶梁柱”作用。

在“中央企业迎峰度夏能源

电力保供专题会”上，国资委要

求，煤炭企业要加快释放先进产

能，发电企业要提升顶峰发电能

力，电网企业要加强资源统筹、

推动余缺互济，共同打好打赢迎

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攻坚战，同

时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

备战工作。

同一会场，接到任务的企业

包括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

华能、中国大唐、中国华电、国家

电投、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团、

华润电力等10家能源企业。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作为一个在生产一线工作30多

年的基层创新带头人，刘伯鸣申请

了两项个人专利和两项集体专利。

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一重是

“最好的时刻”，每周四，创新工作

室的技术人员都会聚在一起，讨论

新技术的可操作性。

中国一重这样评价他：“刘伯

鸣充分发挥劳模的示范带头作用，

在厂领导和工会的支持下，组建了

劳模创新工作室，围绕生产重点、

难点积极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取

得了丰硕成果，有效扩大了劳模创

新工作室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在《加氢筒节减余量》创新课

题攻关中，刘伯鸣通过课题立项、

数据分析与研究及课题成果实践

检验。

刘伯鸣说，企业为了鼓励大家

科研创新的积极性，还设立了数额

不同的奖金，哪怕是一个最小的革

新，一重都在鼓励大家，“我们经常

对提出科技创新的人给予 1000

元、800元、500元到优秀奖，数额不

同的奖金。金额不多，但是带动了

我们的创新氛围。”

刘伯鸣的“传、帮、带”精神，培

养了一批优秀员工，为提高生产效

率、产品质量及节能降耗做出了重

要贡献。

此外，刘伯鸣劳模创新工作室还

完成了《创新生产方式加快生产节

奏》和《转变方法提高长筒类锻件质

量》两项课题，节约附具资金达87.25

万元。通过课题攻关，将2016年长

筒类锻件合格率从2015年的86.7%

提高到93.9%，优级品率从13.2%提

高到18.9%，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刘伯鸣出色完成三代核电锥

形筒体、水室封头、主管道、世界最

大715吨核电常规岛转子等超大、

超难核电锻件和超大筒节的锻造

任务20余项。在两台万吨水压机

的接续中，一大批大国重器从他所

在的制造厂发出，在秦山 2 期、三

门2号、福清5号、CAP1400项目等

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发挥重大作

用，为促进核电、石化、专项产品国

产化和进口替代、提升我国超大型

铸锻件极端制造整体技术水平和

国际竞争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刘

伯鸣专攻核电、石油化工大型锻件

等世界公认综合性能要求最高、技

术难度最大的热加工产品。

营造科研氛围

刘伯鸣的“传、帮、带”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员工，为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及节能降耗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一重大力弘扬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继全国劳模

刘伯鸣之后，中国一重可谓“群星闪

耀”，不断涌现创新人才，在中国东

北的黑土地上，中国一重这家老央

企，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辉。

2021 年，中国一重为 8 名“十

三五”时期做出突出贡献的公司特

级劳动模范每人奖励一辆红旗越

野车。这是近年来中国一重对劳

动者的最高礼遇。

中国一重在长时间的沉淀与

摸索中，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

自立才有自强的基础，自强才

能保障完全自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

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

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

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

安全。作为党和国家最信赖的依靠

力量之一，中国一重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要靠自己”的要求，强化国

运意识、斗争意识、危机意识，肩负起

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和替代进口的

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把科技创新摆在

企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定不移

瞄准世界发展前沿、坚定不移进行

开放协同创新、坚定不移全面激发

各类创新主体活力，走出了重大技

术装备自立自强之路，实现了从“跟

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近年来，中国一重坚持在破解

“卡脖子”难题上下大力气，稳步实

施“3+7+5+43”重大攻关计划等，创

新成果实现“质变”，一系列“明星产

品”纷纷涌现。比如，率先实现了

1000MWe 级核电机组常规岛整锻

低压转子国产化，实现了我国三代

核电核岛一回路主设备及常规岛主

要大型锻件全部国产化，承担了全

部“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制

造任务，充分证明了中国一重核电装

备制造技术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国内首支调相机转子研制成

功，打破了国外企业一家独大局面，

实现替代进口。在完成世界最大的

镇海炼化2400吨沸腾床渣油锻焊

加氢反应器基础上，又顺利完工发

运世界单台重量最大的3025吨级

浆态床锻焊加氢反应器，标志着我

国超大吨位石化装备制造技术再次

领跑国际。中国一重累计承担国家

重点科研任务28项，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04和06科技重大专项、863和

973计划项目、军品配套项目等15

项顺利通过验收，8 项解决“卡脖

子”问题科技成果问世，获省部级以

上科技进步奖49项，其中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

奖4项，获得授权专利703项。

明星产品纷涌

国内首支调相机转子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一家独大局面，实现替代进口。

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提升顶峰发电能力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从 2021 年冬季到 2022 年夏

季，要求央企保障供电的呼声不

绝于耳。

受复工复产加速以及持续高

温天气的影响，近期，全国用电负

荷创历史新高。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

近日，国资委组织召开了“中央

企业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专

题会”，督促做好迎峰度夏能源

电力保供的工作，并指导中央企

业全力奋战迎峰度夏能源电力

保供工作。

经历了2021年冬季的煤电供

应紧张，煤炭和发电企业都在进一

步挖掘自身的产能。

神华集团人士向记者表示，去

年神华落实国家能源集团保供具

体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煤电运化产

业链一体化运营优势，各产业协同

发力，圆满完成保供任务，充分发

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

他向记者列出了一组数字：

2021年，我们煤炭产业深挖潜能全

力增产增供，全年煤炭产量 3.1 亿

吨、增幅 5.3%，煤炭销售量 4.8 亿

吨、增幅 8.0%；电力产业坚决落实

电网调令，应发尽发、稳发满发，发

电量增幅22.1%。

7 月 15 日，中国神华（601088.

SH）披露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两项净利润预计均在400亿元以上。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人士透露，截至 2022 年 3 月末，集

团电力总装机突破1.96亿千瓦，清

洁能源装机占比 62.4%，高出行业

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2022年一

季度实现利润总额 83.27 亿元、净

利润59.50亿元，均高于去年同期，

在发电央企中继续保持前列，高质

量发展态势进一步稳固。

在过去一年，中央煤炭企业全

力增产增供增效，带头执行电煤中

长期合同。实现各区域的余缺互

济、精准错峰。

彭华岗表示，下一步，国资委

将督促指导有关中央企业进一步

提升顶峰供电能力，优化电力保供

方案，强化保供措施执行，更好地

发挥能源电力保供国家队主力军

的作用，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平

稳运行做出更大贡献。

发电企业利润增长

随着电气化的提升，用电需求

的不断上涨在我国仍将持续。

“在全国电气化的进程持续推

进的时间里，中国电气化的步伐已

经位于全球前列，2020年在我国终

端能源消费比例中，电能占比接近

30%，我们预计到 2060 年，这个比

例将会达到 70%。”埃森哲大中华

区资源事业部总裁郑子霆表示。

当前，新能源发电正在替代传

统能源发电。“为了实现2030年碳

达峰的目标，光伏和风电装机的规

模合计要达到1200GW以上，我们

预计在2025年、2030年，全国风机

装机分别达到 400GW 和 580GW，

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达到500GW

和780GW。”郑子霆说。

他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在中

国历年光伏的新装机中，分布式能

源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2021年上

半年，光伏装机共计14.1GW，同比

增长22.6%，其中分布式新增装机同

比增长97.5%，集中式新增装机同比

下降24.2%，分布式光伏占比首次超

越了集中式光伏占比，高达58.8%，

成为新增装机的主要来源。

与此同时，发电企业一边顶峰

发电，一边实施“双碳”战略，开发

清洁能源。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拥有中国第三大水电基地——雅

砻江全流域水能资源独家开发权，

目前实施流域滚动开发战略，2021

年雅砻江中游电站陆续投产。

“近两年，中国新增装机100%为

绿色清洁能源。截至 2021年底，清

洁能源装机占比 67%。面临燃料成

本大幅上升、行业利润普遍严重下滑

的形势，合理的电源结构使得国投电

力不仅圆满完成了发电保供任务,也

保持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人士表示。

“双碳”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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