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梁上上飞飞在在装装置置现现场场巡巡视视

“班组标准化管理是标准化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一项工
作都必须做到做法有据可循 、考
核有理可依。 ”

———梁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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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早上刚上班，茂名石化炼
油分部联合二车间主任梁上飞就已经行
走在渣油加氢装置的塔林中，一会儿用
听针仔细聆听机泵运转的声音，一会儿
佝着背循着管线查看仪表的运行状态，
一会儿又将对讲机放在嘴前不知道在说
些什么。

担任车间主任 5 年来，梁上飞秉承
“责任至上”的管理理念，带头争当最负责
任员工，确保了车间 3 套装置安全平稳生
产，其中渣油加氢装置在集团公司能耗达
标竞赛中连续 5 年获得第一名，2 号加氢
装置获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达标竞赛最快
进步奖。

每天坚持学习一小时

1997 年，梁上飞从广东石油化工学
院计算机专业毕业，分配到茂名石化加
氢裂化车间工作，成了一名炼油职工。刚
上班时，和当时一起入厂的大学毕业生
相比，梁上飞显得有点“另类”，别人跑流
程都是单打独斗，只有他跑前跑后追着
班组的老师傅东问西问，偷师学艺，并将
学到的操作技术和炼化知识理论融会贯

通，强化理解。
1998 年，炼油扩建，梁上飞主动报名

参建 200 万吨 / 年渣油加氢新装置。他紧
紧抓住这个契机，紧跟装置建设的每一个
步骤，恶补炼化加氢技术知识。只要有大型
设备的运送和安装，他都主动参与，在实践
中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新装置开汽之
时，梁上飞已经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
小子成长为新装置的技术骨干，协助车间
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

“每天坚持学习一小时”是梁上飞多年
不变的习惯。2010 年，他担任联合二车间
主任后，自我加压，克难攻坚，全力组织优
化装置生产。他从没有休过一天年假，哪怕
周末也长期回车间加班，研究装置指标提
升方法。2012 年，由他撰写的《低成本低能
耗高沥青质转化渣油加氢催化剂组合体系
的研发及应用》获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2014 年 8 月，他参加的《设
备劣势化管理在炼油企业的应用》成果被
审定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第二十三届
管理现代化创新二等奖成果。2015 年 5
月，他作为渣油加氢技术专家入选了公司
的加氢技术专家库，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临
氢技术专家。

标杆车间的“当家人”

联合二车间是茂名石化炼油分部的标
杆车间。梁上飞作为标杆车间的“当家人”，
他是如何打造这个标杆呢？

在联合二车间控制室的操作台上，记者
看到，除了整齐地摆放着公司、分部规定的操
作记录以外，还多了《班长交接班记录》、《班
组每日工作流程图》、《班组岗位日常工作安
排表》等多个强化班组标准化建设的记录本
和制度。“这是因为梁主任一直坚持标杆化建
设车间，在班组长期推行标准化管理的结
果。”联合二车间安全总监刘虎介绍道。

“班组标准化管理是标准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做到做法
有据可循、考核有理可依，因此，装置所有
岗位必须从上至下都有严细的工作标准，
并按此标准执行。”梁上飞告诉记者，推行
班组标准化管理之初，车间部分职工因不
适应这种严谨的管理方式，对此颇有微词。
于是，梁上飞软硬兼施，向职工解释说明标
准化管理制度，班组标准化管理得以成功
推行。2015 年，渣油三班获得公司三基工
作“标杆班组”和“模范班组”称号，成为了
公司的“明星班组”。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茂名石化炼油分部联合二车间主任梁上飞：

“半路出家”的临氢专家
■■全媒体记者 王艳 通讯员 张秀 蔡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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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上飞，中共党员，广东石油
化工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 ，1997
年参加工作， 茂名石化炼油分部
联合二车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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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赵淦森：

云计算先锋为人大代表装上“顺风耳”
■■全媒体记者 许接英

他是华南地区最先研发云计算科研
成果人之一，他的科研成果支撑了我国华
南全部的 4 个自主安全云平台，先后获得
3 项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同时他还入选“坐
拥有 6 位部长、20 多名院士的中国大数据
专委会，与张亚勤、李开复同时入选中国
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33 岁时，他
成为华南师范大学正教授，从讲师到教
授，他只用了三年。他就是华南师范大学
计算机学院副院长赵淦森。

上大学时第一次摸计算机

赵淦森出生在东莞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从小到大，他都是同学眼中的“学
霸”“男神”。高一时因为被同桌“刺激”，英
语单词不熟练的赵淦森愣是把两册《新概
念》里的 96 篇英文课文全部啃下来、一字
不差；考托福除了听力，其他全部满分。高
考前他轻轻松松就获得了全国物理竞赛
一等奖。1996 年，赵淦森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中山大学，成为村里近几十年来唯一的
名牌大学生。

上大学时，赵淦森才第一次摸计算
机，而同班同学中有的已经是高级程序员

级别。巨大的差距对他“刺激很大”。靠着
天分和努力，大三时，他开始在外面兼职
写程序赚钱，每月收入过万元。

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赵淦森被保送攻
读研究生，成为村里第一个研究生；远赴英
国肯特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他获得全额奖
学金资助。博士毕业后，赵淦森进入甲骨文
公司欧洲研发中心任高级工程师，参与世
界领先的数据库和云计算平台的研发。

2008 年，赵淦森回国时，“云计算”在
国内还是个陌生词汇，每次推广这个“新
鲜事物”，赵淦森常被迫“画大饼”描绘该
领域未来的广阔前景；7 年后，赵淦森和他
的科研团队已成为华南地区影响力巨大
的云计算先锋，不仅推动我国掌握战略新
兴领域的核心技术，还吸引美国商务团

“上门”取经，接到美 IT 巨头建立科研合
作的橄榄枝。他也被推选为国际信息处理
联合会云计算专委会副主席。

在赵淦森看来，这成长的每一步，都
是从零开始，这恰恰是成长的魅力所在。

“我们从最草根的阶层一步步往上努力，
我们的科研同样是从零起步。成长的路不
容易，但是路在脚下，你走了也许就通了。
希望大家坚持理想，刻苦地走下去。”

为人大代表提供“智囊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全省两会，省
人大第一次启动的面向人大代表的大数
据服务系统，就是由赵淦森教授主持设
计。他带领团队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常规至少要半年的工作，支撑广东
省人大建设大数据服务系统，这项系统在
全国各级人大中属首创。

“设计这个系统的核心思想，是为每
个人大代表提供一个‘智囊团’，想要提什
么议案，可以询问智囊团，然后根据目前
的情况进行调整。”赵淦森向记者阐述了
系统设计的核心思想，“这也为每个人大
代表提供了‘顺风耳’和‘千里眼’，支撑
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了解民情民意。”该系
统不仅储备了广东省社会和经济发展与
人大工作密切相关的数百万份各类文件，
以及 39 万份全国各地法律法规文本的海
量数据，而且能够在第一时间满足人大代
表获取资讯。“人大代表可以在会后随时
进行线上交流和办公，这个系统相当于打
造了一个‘永不闭幕’的人大会。”大数据
服务系统的成功建立和应用，受到了各人
大代表的广泛赞誉和支持。

赵淦森，1977 年生，广东东莞人，华
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副院长，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云计算
专委会副主席，云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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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路不容易， 但是路在脚下，
你走了也许就通了。 希望大家坚持理
想，刻苦地走下去。 ———赵淦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