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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能蓬勃发展的漫长岁月里，有这

样一位走在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前沿的老总

工，华能创业者名单上有他的名字：

他是首次引进成套设备谈判的参与者；

他是华能首批35万千瓦机组运行规程

的探索者；

他见证了华能多个“第一”的突破……

他叫张铭，一个有着48年党龄的原南

通电厂总工程师。白发皤然，从容有序，

朴实纯粹的本色，让他坚守电力人的初心

不改，眼中温和而有力的光芒，诉说着那

段峥嵘岁月。

清华学子的报国梦

作为新中国早期的一批“天之骄

子”，1956年张铭选择了清华大学发电厂

电力网及电力系统专业，他的目标明确：

“国家电力能源紧缺，想要从源头解决缺

电问题，就要去深入研究提升电网安全

华能首批电厂建设者张铭
——“铭”记我心，不忘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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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靠性和保证电能质量。”毕业后，

怀揣梦想的他回到南通进入天生港电厂。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直到今天，张

铭还清楚地记得48年前面向党旗大声立下

的真切誓言，“这是我人生的新起点，党

和国家给了我成长成才的一方天地，我更

要担得起重任，打得了头阵！”

当时张铭所在的天生港电厂算是国内

规模较大的电厂，但最大的机组容量仅为

12.5万千瓦，“那时电不够用，断电是常

有的事。”张铭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

中国电力行业机组小、电网小、不稳定、

技术落后，日趋严重的电力供需矛盾让缺

电成为当时的中国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处

在改革发展前沿的江苏、福建等地缺电形

势尤为严峻，电力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的瓶颈。1985年5月22日，《国务院关于

建设大连、上安、南通、福州等四座电厂

问题的批复》宣告了中国电力行业新纪元

的开启，也悄然改变了张铭的命运。

“四个电厂项目同时启动，每个电厂

都要配置2台35万千瓦的机组，这是举国

之力推动电力发展。当时我们听到消息都

相当振奋。”更令张铭没想到的是，时任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总经理汪德方早就

听说了南通有这么一个技术过硬、英文极

佳的电力人才，不久就将他聘为南通电厂

副总工程师，并作为技术组副主谈，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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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参加华能引进成套设备谈判。已进入

不惑之年的张铭从此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电

力事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党和国家信任我，那就要拼尽全

力。”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张铭就

一头扎进密密麻麻的英文资料里，“我们

必须先要弄懂、吃透，这样不管对手是美

国、日本、加拿大还是意大利的供应商，

都有底气和他们谈判。”

外贸无小事，一个小的细节都有可能

导致整个合同的功亏一篑。在谈判中，华

能专家们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有限的预算

下选择既有国际先进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

的机组。

 张铭至今还记得在北京回龙观宾馆

会议室里的往来周旋，“外国供应商们

为了压缩成本始终在钻空子，但是我们坚

持以国际标准来要求设备，绝不让步。”

彼时，严重缺电的中国，机组利用率极

高，“35万千瓦大功率机组一旦跳机，会

对电网造成重大冲击，所以机组的可靠性

指标必须非常严苛。”胶着的谈判进行

了5个多月，终于在1986年2月26日尘埃落

定——华能进口成套设备合同正式签约。

这一刻，张铭仿佛看到，在波澜壮阔的黄

海岸边，一片滩涂之上已经矗立起了一座

现代化电厂。

“第一个”电厂从零开始

根据协议，南通电厂一期2台35万千

瓦机组将引入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

三个不同国家的汽轮发电机、锅炉和热控

等设备。作为最懂这些“大家伙”的人，

张铭很自然地参与到中外设计联络会中。

“我们要紧盯设备的设计、制造情况，考

察进口设备主辅机制造厂，一摊开图纸，

就要和外国专家讨论几个小时。”那时的

他，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去国外的路上。

电厂建设一路过关斩将，进展迅速。

然而搞了半辈子机组运行的张铭却被制定

新机组运行规程这个任务难倒了，用他的

话说：史无前例，千头万绪，一切从零开

始。与新机组相比，国内机组容量较小，

不在一个水平，而国外机组虽然现代化程

度高，但设备复杂，极为多样，并不符合

华能建厂之初就明确的——力求在安全范

围内做到统一管理的要求。

“没有合适的参照，真的很难很

难！”张铭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依然眉头紧

锁。难在这一切标准制定的参考只有薄薄

几册英文原版的设备说明书；难在制定运

行规程不是简单地指导运行人员如何操作

机组，更要结合电厂实际情况和新机组的

性能、结构，基于提高生产安全系数、降

低管理难度进行综合考量。

千头万绪，须下一番苦功夫。“当时

懂英文又懂生产的电力人才少之又少，更

别说看懂都是专业术语的说明书”，近6
个月的时间里，张铭带着5个专工，抱着

英汉大词典，不分昼夜逐段逐句翻译说

明书，力求原汁原味。“技术是枯燥呆

板的，只有把说明书吃透了，规程才能

张铭（左）在南通电厂升压站与意大利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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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有据，几万个操作口令，错一个都不

行。”张铭对运行规程的要求甚高，“这

关乎事业，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实事求是、

科学严谨工作作风。”时隔8年，参与电

厂二期运行规程制定的原苏通电厂副厂长

肖芝林对张铭的严格仍历历在目：“例如

汽包水位高低、跳闸保护定值、延时时间

等重要内容都要有出处，在说明书的第几

卷、第几册、第几页要标注出来，张总都

会去核验，设备入厂后，他还会再核对一

遍设备上的标识。”

令肖芝林记忆犹新的，还有南通电厂

启用的华能第一个集控模式。“当时电

机、锅炉、控制都是分开学的，电厂几乎

都是分控，”肖芝林回忆：“张总认为我

们的设备行，技术人员也一定能做到，逼

着我们每天都在昏天黑地地恶补知识。”

专工们虽被“虐”到叫苦不迭，却被张铭

丰富的经验与扎实的理论知识所折服，

“我们非常相信张总，他后来也成为我们

这些理工男的偶像。” 
1989年5月，南通电厂一期1号机组并

网成功，三年的埋头苦干，喜悦、泪水

在这一刻得到释放，一向冷静的张铭也很

激动，同时胸有成竹：“因为我心中有

数。”

就在电厂准备趁热打铁推进一期2号
机组并网时，一场特殊事件导致外国专家

全部被召回。在如此关键时刻撤走技术支

持，对南通电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是等待遥遥无期的外国专家组还是自己

上？每个人的答案没有丝毫迟疑：“国家

投资这么大，电力这么紧缺，早一天发

电，就能早一天作贡献！”

顶着巨大的压力，张铭只能凭着已有

的经验和数据向前摸索，一点点向成功的

可能性靠近。“张总一直冷静有序地指导

大家，在外国专家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凭

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成功并网。”肖芝林

骄傲地说。

一生的牵挂  一辈子的事儿

说起张铭，大家都对这位老党员严谨

的工作态度、技术经验交口称赞，“总工

的职责很明确，就是确保机组的安全稳

定。”为了机组有时他的强硬态度会显得

有些“不近人情”。女儿张慧辉说：“跟

我比起来，机组更像他的孩子，他整夜整

夜在运行上，花的心思比在我身上多。”

从设计图纸到诞生、蹒跚学步到满负荷稳

定运行，张铭一直是南通电厂机组的最强

守护者。汽轮机的大轴偏心度准不准确？

控制室的二次表牢不牢靠还是去现场看一

看；锅炉管壁还扛得住吗？可别爆管了，

要用手去摸一摸厚度……

如今，张铭已经退休20余年，每年他

还总会穿戴整齐参加南通电厂的职代会，

从未缺席，这几年妻子生病需要照顾，

他才终止了参会。“电厂一直是父亲的

牵挂，看到电厂的发展和变化，他很开

心。”女儿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际，

父亲看到可以捐款的新闻后，立刻拿出

2000元塞在自己手中，并嘱咐道：“一定

要带到电厂。”

“共产党员是一辈子的事儿，有一分

热就要发一分光。”张铭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通

人，张铭如同这座滨江临海的老城，不善

言辞，却包容汇通。他走过河海，也曾走

出国门，始终奔跑在中国电力的前沿，保

持着那颗炽热的初心。

（转自公众号“中国华能”，2021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