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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工 到 匠 的 成 长 之 路
本报记者 马洪超

新疆一七零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扬——

戈 壁 滩 上 创 奇 迹戈 壁 滩 上 创 奇 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文汇乔文汇

“逆境的磨练孕育不凡的价值，沙棘就

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结出了营养丰富的果

实。”“要学习沙棘那样的生命力，能在残酷

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繁衍。”“既能防风固

沙、改善生态，又能实现增收致富，沙棘就是

这样神奇”⋯⋯一见到新疆一七零团丝路沙

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扬，他便滔

滔不绝地介绍起他眼中的“沙棘精神”。

王军扬自 2009 年从塔里木大学毕业后，

便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一七〇团，

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此后就扎根在这

个地处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北边缘的

团场。从那时起，他便与沙棘结下了不解之

缘。15 年来，他和乡亲们种植沙棘，创办加

工企业，让小沙棘变成了增收的“金果果”，

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创造了绿色奇迹。

扎下深根

坐落于山地丘陵、荒漠戈壁之上的一七

〇团，是兵团第九师最为艰苦的团场，地处

风头水尾，土壤贫瘠。作为“兵三代”，王军

扬一直有个愿望：像他的父辈们一样，驻守

边疆，建设团场，改善环境，带领乡亲们增收

致富。“刚到一七〇团，我就像一棵新苗，工

作经验和实践能力都有待提高，只有扎下深

根才能实现枝繁叶茂。”王军扬说。

一七〇团为改善生态环境，曾尝试推广

种植苹果、沙枣、枸杞等作物，但都没有试种

成功，最后选择了不怕风沙侵袭、不惧寒冬

酷暑的沙棘。王军扬大学毕业之际，正是一

七〇团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沙棘之时。

“土地硬得很，根本铲不动，只能先用镐

凿，再用铁锹一点一点地挖，才能埋下沙棘

苗。”王军扬回忆说，“手上磨出血泡是常事，

有时伤口结成血痂，粘在手套上，得回到宿

舍用温水泡一泡，才能把手套摘下来。”

除了与坚硬的土地搏斗，还要面对大风

天气。在一七〇团，常遇到极端天气，大风

说来就来，有时风力瞬间可达 11 级。“大风吹

在脸上，像刀刮一样。而且大风往往伴着低

温，特别冷。”即便是这样，王军扬和乡亲们

还是带上水和干粮，在野外种沙棘，一干就

是一天。

来到一七〇团的第二年，王军扬担任团

林业站副站长，主要负责沙棘育苗、沙棘种

植、沙棘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应用等工作。担

任林业站副站长职务的两年间，他完成了

14000 亩沙棘林的种植任务，而且成活率高

达 90%以上；推广了沙棘硬枝扦插技术，实现

当年出圃 60 万株沙棘苗，使当地生态环境得

到改善。

在 扩 大 种 植 面 积 的 同 时 ，更 要 优 化 品

种，培育出适合当地的优质沙棘苗。“为寻找

到更优质、更适宜的沙棘苗，我跑遍了国内

沙棘主产区，听说哪有好苗子，马上就赶过

去。”经过反复比对、试种，王军扬和同事在

47 个沙棘品种中，筛选出 3 个最适合的

优良品种。

从嫩枝扦插调整到硬枝扦插，育苗

时间从夏季调整到冬天再调整到春天⋯⋯为

提高育苗成活率，王军扬和同事反复调整种

植方案。“一定会有更适合一七〇团的品种，

一定能找到更适合的培育方法。”那时，这句

话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凭着一股子钻劲，他

们将育苗成活率从 30%提高到 80%。

蹲苗育芽

2012 年，25 岁的王军扬担任一七〇团六

连党支部书记。“一方面，要尽职尽责，以职

工群众为师，为职工群众服务；另一方面，要

在连队蹲苗育芽，不断锤炼自己，提高工作

能力。”赴任之初，王军扬给自己定下目标。

上任伊始，王军扬走访全连职工，了解

大家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对未来的打算。走

访中，大家期盼尽快走上致富路的愿望，深

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于是，王军扬暗下决

心，要为职工群众致富、为团场和连队发展

不懈努力。

王军扬发现，按连队现有条件，应该能

发展得更好。他与大家一起分析设施农业

市场前景，带领大家去先进地区考察学习，

让职工开阔眼界、学习技术、了解市场，增强

他们的发展信心。

在王军扬担任六连党支部书记期间，六

连温室大棚从 122 座增加到 298 座，一线承包

职工从 56 人增加到 142 人，承包大棚的职工

占全连的 95%，职工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

只要职工有困难，王军扬必有回应。在

六连，“有困难找王书记”成

了连队职工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一名连队职工曾陷入生

活困境，王军扬了解情况后，就根据政策，帮

助他申请创业就业小额贷款，选定生猪养殖

创业方向。

转年，这名职工就彻底摆脱了困境，家

猪 存 栏 数 达 到 了 400 头 ，年 收 入 高 达 25 万

元。“王书记看到我遇到困难，比我还着急。

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看到了希望，现在

我会带动更多人一起增收致富。”这名职工

激动地说。

在 连 队 工 作 期 间 ，王 军 扬 一 直 心 系 沙

棘。他始终在思考：如何更好利用沙棘的经

济价值，让沙棘为职工增收作贡献。王军扬

对记者说，“没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很难持

续释放，只有做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

顾，才能更好推广沙棘种植”。

勇闯市场

“沙棘全身是宝，富含维生素、黄酮、有

机酸、氨基酸、多糖等，可以加工成食品、饮

料，也可作为化妆品等的原料。此外，沙棘

果实、种子、叶、皮等还具有消炎、杀菌、止痛

等功效。”说起沙棘，王军扬如数家珍。

2019 年 6 月，王军扬牵头成立了新疆丝

路沙棘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社员 140 余名，

服务一七〇团九成沙棘种植户。在当年举

办的全国沙棘学术交流会上，王军扬积极对

接加工企业，获得订单。此后，他带领合作

社勇闯市场，一七〇团沙棘渐渐供不应求，

还实现了出口。

他们又与陕西一家公司合作，共同成立

了新疆一七零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引进了沙棘原浆

提取、沙棘果油分离、沙棘籽油二氧化碳超

临界萃取设备，并成功推出沙棘干果、沙棘

原浆、沙棘冻干全果粉、沙棘茶叶等产品，在

沙棘加工上不断取得突破。

“发展沙棘产业，重在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经过不懈努力，如今，王军扬带领的团

队在大果沙棘新品种繁育、大果沙棘标准化

种植园建设、机械化采收等方面均已达到全

国先进水平。团队还与石河子大学机械电

气工程学院合作，研发出沙棘采收机械，为

实现沙棘产业规模化种植及降低种植成本

提供解决方案。

“种植户想要有稳定收益，就得培育特

色产品，形成产业链条。”王军扬说，“我们从

基础抓起，打造有机绿色、纯天然、无污染沙

棘类产品。再通过培育优势品牌，扩大市场

份额，走出新疆，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作为新疆一七零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扬紧盯互联网时代发

展趋势，开展直播带货销售。目前，公司线

上平台粉丝量和销售额在行业内处于领先

地位。“通过线上平台，更多人认识了沙棘、

了解了沙棘。”王军扬说。

“沙棘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老师，如今

我已经走不出戈壁滩上那片沙棘林。”王军

扬感慨道，“沙棘能够在残酷的气候环境中

顽强生存繁衍至今，这种神奇的力量，令人

敬畏。”

置身一七〇团，走进繁茂的沙棘林，王

军扬感到很充实、很欣慰。“我一定会发展好

沙棘产业，带领团场职工群众更好地增收致

富，让一七〇团的沙棘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他说。

乐见职校教师进企

﹃
上班

﹄

蒋

波

近日，浙江宁波的中职教

师们深入企业一线，体验了一

个月的项目制脱产实践。通过

“上班”式的实地学习，教师们

接触到企业最新技术、工艺和

材料，进而将这些行业前沿知

识融入教学之中。这是探索产

教融合方式的积极尝试，为职

业教育提质增效带来启示。

职 业 教 育 是 一 种 面 向 产

业、服务产业、融合产业、提升

产业的教育形式，肩负着传承

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

要职责。数据显示，职业教育

每年培养超过 1000 万名毕业

生；近年来，现代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70%

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

职业院校。从中可以看出，职

业院校确实是培养大国工匠、

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

地。然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

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专业

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存在偏

差，人才培养数量质量与产业

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离不开高素质职业教育教师队

伍的支撑。让职业教育教师深

入企业实地学习和实践，是推

动职教人才向“工匠型”人才转

变的重要一环，也是深化产教

融合不可或缺的部分。

职校教师进企业“上班”，

有助于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

展需求的精准匹配。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的重要性

更加凸显。通过实习实训、项

目合作等方式，职校教师向一线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学

习，了解新科技、新工艺的应用和发展，有助于推动职业

院校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的优化，让职业教育教学内容

更加符合企业实际需求，推动学科与产业同步发展。

职校教师进企业“上班”，将学术研究和产业实际需

求相结合，有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在深化产教融合过

程中，职业教育教师应承担起学校、企业、学生之间沟通

的“桥梁”角色，将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技术融入教育

教学过程中，提高教学质量，带出一批批“上岗即是熟练

工”的学生，为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深度融入产业链，跟

上行业发展的脚步。期待更多职校教师进企业“上班”，

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助力学校培养出更多技术技能

人才。

从一名普通的石油工人成长为中国

石油集团公司技能专家，进而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整整 30 年时间，她在生产

一线刻苦钻研、创新奉献，为吉林油田培

养了一大批技能人才。她就是中国石油

吉林油田分公司新民采油厂采油作业二

区 11 号井组采油工、首席技师李英。

被问起成功秘诀，李英淡然一笑，“哪

有什么秘诀？就是坚持和不服输而已”。

1994 年，李英从吉林石油技工学校毕

业，来到吉林油田新民采油厂成了一名石

油工人。常年与“磕头机”相伴，每天检查

设备和管线，看似平淡而枯燥的日子并没

有 磨 掉 李 英 勤 于 学 习 并 寻 求 突 破 的 冲

劲。13 年的点滴“厚积”终于迎来了关键

时刻的“薄发”。

2007 年，吉林油田举行采油技能大

赛，李英第一时间报名参加。那场大赛要

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封闭训练，对人的意志

是个很大的考验。当时正值夏秋两季，李

英白天顶着烈日在抽油机上挥动大锤，晚

上则挑灯夜战做习题，困了就起身走几步

调整一下，然后继续投入专业题目的练习

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年 10 月份举行

的决赛中，她以动态分析 3 项理论科目均

为 100 分、抽油机调整防冲距等 3 项实际

操作科目均为 90 多分的好成绩，从 1300

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此次大赛

第一名。

时至今日，李英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

情景——实操比赛中，在进行抽油机调整

防冲距操作时，由于身材矮小，拆卸悬绳

器卡子时，自己的手臂碰不到卡子，所处

位置不便于用力，影响了操作速度。那一

刻，李英脑海里闪现教练说过的一句话：

当手臂和扳手呈 90 度时，产生的爆发力最

大。于是，她立刻调整姿势，在确保脚下

站位安全的情况下瞬间用力，卡子打开

了。她顾不上兴奋，又全神贯注地继续比

赛，最终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了每一

项操作。

在生产一线学习成长，也在生产一线

琢磨创新。在日常生产中，李英发现低产

低效易卡井存在无法间歇抽油的问题，会

增加油田开发成本。经过反复琢磨加以

改进，她领衔研发出多功能间抽及远程控

制装置。这套装置使用后，可实现低产低

效易卡井的间抽管理，既节约能源，又能

延长抽油机使用寿命。

新民采油厂负责人宋青松说：“虽然

是生产一线工作者，但李英一直爱钻研生

产工艺，常常琢磨要怎么创新来促进安全

高效生产，实现降本增效。”李英领衔研发

的多功能间抽及远程控制装置、抽油机尾

平衡调整装置等，都有效解决了制约生产

的有关瓶颈问题。

2022 年，李英领衔研发出汛期油井

监控系统保护装置，实现了不用吊车就

可自动调整监控装置角度，稳定性更强，

操作更方便，目前该装置已经在现场推

广 应 用 150 套 。 2023 年 ，她 主 持 研 发 的

“压力变送器在线校检装置”，主要解决

了物联网管理工作模式下，井间、场站压

力变送器校检周期长，拆卸难度大，影响

数据传输的问题。该项目获得全国能源

化学地质系统优秀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

等奖。

蝉联三届油田公司技能大赛冠军，两

次成为集团公司技能大赛优秀选手⋯⋯

李英逐步成长为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技能

专家。近些年，李英荣获中国职工优秀科

研成果奖 2 项、全国能源系统优秀创新成

果奖 2 项、集团公司一线创新成果奖 3 项，

累计创效 800 余万元。

2020 年，李英技能专家工作室在吉林

油田正式成立。走进这个工作室，只见墙

面上挂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展示台摆满了

研发团队创新成果，书架上码放着李英近

些年整理编写的《采油工程与油气集输实

用读本》《HSE 培训矩阵系列教材》《采油

工》等书籍。工作室成员、李英的徒弟李

君说：“每次走进工作室，自己都倍感振

奋，为成为这个优秀集体中的一员而骄

傲。一直以来，我跟着李英老师学习专业

技术，推进技改革新，深感只有不断提升

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企

业、服务生产。”

李英介绍，工作室探索实施订单式培

训、体验式培训等多种培训方式。3000 多

名学员中，已有 5 人获得集团公司技能大

赛铜牌，10 人获得集团公司优秀选手，30

人获得吉林油田公司技术能手。

搞革新，传匠心，李英技能专家工作

室已成为宣讲创新精神的平台。2020 年，

李英在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一线创新大讲

堂”直播授课，紧密结合自身业务实践与

心得收获，向人们畅谈了创新能力培养的

基本框架。2021 年，她在全国总工会“中

工讲堂”直播授课。2022 年，她作为吉林

省企业创新达人在全国进行线上宣讲。

吉林油田公司工会常务副主席袁广

延表示，李英 30 年兢兢业业扎根采油一

线，以匠心对待石油事业，在平凡岗位上

创造出了骄人业绩。下一步，吉林油田将

持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石油精神，注重在一线培养劳模、注重在

一线创新创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出吉

林石油人的智慧和力量。

左图 王军扬在采收沙棘。

（资料图片）

右图 在王军扬的工作地——兵团九师一

七 O 团，沙棘林郁郁葱葱。

张 波摄（中经视觉）

李英在工作室采油实训现场进行“更换压

力表操作”展示。 迟迪元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