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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十年  看化工校友谭斌
如何炼成“总工程师”

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宁夏。

这里坐落着两座中西部重要化工

基地。一座是中石油宁夏石化，中国西

部地区重要的炼化基地。另一座是宁东能

源化工基地，神华宁煤是这里的领军企

业，在这里建成了目前世界上单体规模最

大的煤制油项目。宁夏石化和神华宁煤，

这两家大型国有企业可以说是宁夏

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在这些大型化工基地的背后，是自强

不息、砥砺前行的中国化工人，谭斌学长

便是其中一位。

谭斌，1998年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

2007年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那年，响应母校“入主流、上大

舞台”的号召，践行化工系学长“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的信念，谭斌，这位来

自湖南的80后博士，与一直理解他、支持

他的新婚妻子，一起来到远离家乡的西北

城市——银川。

毕业后的10年间，谭斌先后担任了宁

夏石化公司的车间副主任、主任，炼油

厂副厂长，一步一个脚印走得稳健、踏

实。目前，这位年轻的学长是世界上单

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级示范

工程、神华宁夏煤业集团煤制油化工的

总工程师。

清华化工 9年

初见这位总工程师，我的第一感觉

是，年轻但沉稳。

即使已经毕业10年，清华的9年生活

对谭斌来说仍是历历在目。

1998年谭斌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湘

潭考入清华化工系。问起在清华最难忘的

事是什么，谭斌想了想，笑了：“机械制

图第一次小考竟然没及格！那时候刚进学

校，高中哪经历过没及格啊，觉得90分以

下就没考好，然而第一次机械制图小考就

没及格。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打击惯了，

就适应了。”

踏踏实实的本科学习，让谭斌凭借

着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表现，顺利获得了

在化工系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谭斌

成为中国著名化学工程学家和教育家汪家

鼎先生的关门弟子。谭斌对自己的要求很

高，研究生期间从头开始，扎扎实实做了

很多实验，刚开始成果不是很理想，但是

一直在尝试，也一直在坚持。 谭斌说：

“有时候压力也很大，印象最深刻的，还谭斌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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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篇学术论文的发表。但是压力大的

时候别把自己压垮了，坚持住，结果肯定

是好的。”

清华的课余生活，也让谭斌记忆深

刻。“清华的体育，真是能把大家凝聚起

来。”谭斌回忆道，当年化工系男足夺冠

是最让大家振奋的事，一看到化工系的

比赛，就让人热血沸腾。在科研以外，清

华的生活是值得留恋的。他建议学弟学妹

们，多去参加一些活动，锻炼综合素质，

对未来很有帮助。“但是要专注，人需要

把有限的精力，浓缩地倾注到自己认定的

事，把它做到最好。”

从清华化工走向国企一线

2007年谭斌博士毕业，对大化工的热

爱和中国化工人的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地处西北银川的中国石油宁夏

石化公司。临行前，他牢记导师汪家鼎

先生的教导：到企业要低调做人，严谨

做事。

一开始近两年的时间里，谭斌都在一

线车间倒班，这是他的主动要求，也得到

了公司的同意和支持。顶着“清华博士”

光环带来的压力，也凭借着一股不怕吃苦

的劲头，他在基层倒班岗位扳阀门、巡

检，爬塔入罐，不断吸收实践的养分。宁

夏石化是由几个化工厂整合重组而来，有

多套大型炼油、化肥装置。在倒班实习期

间，谭斌也主动要求去不同的工段和车间

工作、锻炼。

说起这段经历，谭斌更倾向于用“学

习”这个词形容当时在一线的工作。“在

车间倒班，知道班组的运行特点，每个岗

位的特点，每一个部分最实际的操作，这

就是最实际的东西，最直接的从理论到实

践。”他觉得，刚开始的岗位并没有关

系，学习和锻炼是最重要的。

几年来，谭斌把在清华博士期间科学

实验所养成的良好习惯应用到工厂的技术

攻关和创新中，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成功解决了由于氯腐蚀导致临氢爆裂，装

置半年内7次被迫停工这一集团公司挂牌

督办的重大安全隐患，减少公司效益损失

上亿元。

在2012年，作为中石油宁夏石化公司

技术专家，谭斌又回到那熟悉的清华园，

脱产进修。曾经多年在化工系萃取分离国

家重点实验室攻读研究生的他，这次却专

门选了过程系统研究所擅长化工安全管理

的赵劲松教授作为合作导师。“这次的学

习更加注重实际，”谭斌说，“向赵劲松

老师学习了很多安全管理的理论知识，结

合宁夏石化的安全理念，对实际的工艺安

全管理很有帮助。”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你考虑的问

题就不一样，”他说，“从实际操作、

到规章制度、技术准备、生产准备，从

装置的试车、开车，一直到装置稳定

运行，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一些挑

战。”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一线经

验，让这位年轻人，出色地完成了一项

又一项技术改造、设计审核、技术攻关

和试车等工作。

正是因为谭斌对工程装置的洞察和预

见能力，得到了企业的认可。五年期间，

谭斌先后担任了车间副主任、主任、炼油

厂副厂长。谭斌曾是中国石油唯一的博士

车间主任，最年轻的集团级炼油技术专

家。他也曾获得中石油集团公司百佳优秀

青年称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五四青年奖章

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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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工程的总工程师

“能参与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战略工程

并为之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我感到非常

地自豪！”

2015年，谭斌加入另一家央企，神华

宁煤，担任神华宁夏煤业集团400万吨/年

煤炭间接液化项目的总工程师。

2016年12月，这套装置油品A线一次

试车成功，打通全流程，产出合格油品。

这个在祖国西部崛起的世界级工程，

左肩承载着我国煤炭清洁化利用和破解煤

炭产能过剩困局的重任，右肩承担着“后

石油时代”为我国能源装备制造提供技术

战略储备的使命。

这一全球单套规模最大煤制油项目的

技术模块国产化率高达98.5%，标志着我

国在煤制油化工领域研发出“中国芯”，

打破了此类技术被少数国家长期垄断的局

面，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煤炭深加工产

业发展模式，为巩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

技术战略储备。

“加入神华宁煤和当时毕业加入宁

夏石化的原因是类似的”，谭斌的语气一

下子振奋了起来，“看到国家这么大的项

目，我们化工人都是有做大事的情怀。作

为一个化工人，看到500万吨大炼油，400

万吨煤制油这种大项目，从专业的角度，

哪怕近距离旁观，都是会动心的，就更不

用说你能参与进来，主导一些事情，人生

难得有这么大项目的成就感。”

“别人搞化工，一辈子可能都参与不

了这么大的工程。我到这儿已经10年了，

我完全不后悔。这些经历的过程，就是我

最大的财富。”谭斌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参与宁夏这两个特大型项目，一个500

万吨炼油，一个400万吨煤制油，可能宁

夏也挑不出第二个人。宁夏自治区工业

产值可能不到3000亿，这两个项目的产值

加起来就超过了600亿，你说这是怎样一

种成就感。”他也提到，的确这种选择也

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能站在不一样的平

台，自己能有机会为国家做很多贡献，这

是遵循内心的，不后悔。

作为总工程师，谭斌主要负责项目

技术攻关。这不仅是技术上的探索，有时

也是博弈的过程。发现装置有问题，需要

找到问题，并确定合乎规范和标准的改造

方案。这就需要工程设计院重新设计，重

新采购材料，采购之后再施工，施工之后

再恢复，再重新试车。设计院、采购方、

供应商、施工方都需要一直参与协调，很

复杂。有时候阻力很大，因为需要让设计

院承认设计错误，很难。“谁都不愿意承

认自己的错误，这时候你就很关键了。你

得说服他确实错了，你要是没水平，人家

一下就把你糊弄过去了，隐患可能就留下

了。而靠的是什么呢，是你扎实的理论知

识和在一线收获的经验，是之前一点一滴

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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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长交谈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扎

实”“钻研”“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是学长最多提到的词语。而一谈到技术，说

起工程项目，学长便滔滔不绝，那份化工人

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自豪，那份为共和国事业

奋斗的骄傲，淋漓尽致。

我们的大化工：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

说起中国的大化工，谭斌很感慨，这

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过程。

比如，为什么说这个煤制油项目是一

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工程，是因为此

前，这项技术中国并不掌握，拥有技术的

南非沙索尔公司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虽

然我们想引进，无奈他们开出天价，双方

经过了12年的艰难谈判，最终分手。

经过中国化工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中科合成油的技术终于实验成功，从技术

到工程，一步一步，我们有了自己的催化

剂、设备、工艺包，现在可以做到100%

的国产化。可以说，中国化工人完成了漂

亮的国产化战役，我们中国化工人干出了

全世界瞩目的事，这是从无到有。

“虽然技术‘有’了，但是还不够

‘精’。举个例子，中国乙二醇、润滑油

等产品，国内产能过剩，但是我们又进口

大量乙二醇。低端充斥，产能过剩，开工

率不足一半，高端还得靠进口。国企巨头

都在努力推进国产化，但是高端产品仍然

存在差距，技术也被国外封锁。”

“有些时候，国外放出来的技术，可

能在国际上也不是领先的。外国人对中国技

术封锁的步骤把握得很准，他知道你的技术

快突破了，他就跟你合作；但是他看你还差

得远，他就继续封锁或者狮子大开口。”

神华煤制油项目，虽然技术突破了，

但是下游的精细煤化工技术，仍然存在问

题。南非沙索尔公司继续封锁下游技术，

同时还想和我们在下游合作，获得暴利。

谭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全国跑项目，

找技术，谈合作，如何把煤转化成附加值

更高的精细化工品。他说，“我的知识面

和接触面也在扩大，但对我的要求也更

高”。同时，作为总工程师，责任会更

大。“这是中国第一套装置，投资额巨

大，国内经验有限，挑战很多。”

“所以在中国，化工行业是大有前

途，大有可为。不是互联网才叫创新，化

工行业更需要创新。化工行业是经济的支

柱，创新的潜力很大，需要我们化工人花

很大精力去改进。”

“这是值得的，这是我们化工人的情

怀。”我们祝福谭斌学长会在这条路上坚

定地走下去，在“大化工”的大舞台上，

取得更大的成绩。

学长寄语

“咱们清华化工系的校友习近平总

书记，去年7月来到煤制油现场，看到在

一片荒原上，建立起这么一个浩大的国家

级战略工程，现场有感而发：‘社会主义

是干出来的。’我认为同学们本身能考入

清华，就是天之骄子，本身已经非常优秀

了，只要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理想、信

念和目标，扎实肯干，真正践行‘社会主

义是干出来的’，自己的事业也是一步一

步干出来的，坚持这种执着的精神，无论

在哪个行业，在哪个岗位，还是在任何性

质的公司，在哪个领域，都一定能干出对

国家、对社会、对自己都很满意的成绩和

事业。”  （学生记者 蒋 萌 魏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