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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科的名字是自己起的。1991年，他在
家乡郎公庙乡后庄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一
个正规的名字，“学科”字面上的意思肯定是学
习科学。小时候，他和妹妹一起去自家的地里
拔草，身体很累，手也常常被野草划烂。当时他
有一种幻想，要是有一种拔草的机器多好啊！

2002 年，他考上了河南工业大学，选专业
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电气自动化，一
个朴素的理想就是，家乡的弟弟妹妹们不要像
他的童年一样，在土地里辛苦地拔草。大学毕
业的时候，同学们都向往南方的大城市，深圳

的富士康尤其喜欢河南学电气自动化的大学
生，他的许多同学接过富士康的橄榄枝飞向了
南方。此时，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以下简称
心连心）招工的桌子也摆在了学校的院子里，
老乡见老乡，李学科就来到了桌前。2005 年，
心连心二分公司将要诞生，对人才求贤若渴，
李学科既是学的电气自动化专业，又是新乡县
的老乡，心连心人更多了一分热情。面对盛
情，李学科的南方梦有些动摇，就请示了父母，
父母斩钉截铁地说，就去心连心吧。李学科不
违父母之命，很快就去心连心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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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能影响和造就一个人的一生。心连
心的军营文化、诚信文化、艰苦奋斗永不言弃
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心连心人。在新
乡县村镇里广泛流传的一句话是，把孩子送到
心连心，最放心的是孩子不会学坏。

浓厚的学习氛围，改革创新的热情是心连
心的又一个磁场，心连心的每一次技术进步、
每一次工作创举都是心连心人不断学习、热心
改革的必然结果。

李学科是心连心人自觉学习、热心改革的
佼佼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希望把这种习惯
和热情传递给他的工友，让学习和改革的氛围
浸润到心连心的每一个角落。

一开始他只是在自己工作的岗位成立了
电管站创新工作室，他希望自己身边的工友
能和他一道发现和改造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形成一种学习和科研的氛围。他不知道能不
能收获大家赞许的目光，只要有一个人相拥，
他的理想就不会落空。出乎他的意料，竟然
有 8 个人报名参加，这显然是他的志同道合
者，显然是对他先期改革的致敬，显然是他创
举的拥趸。

早期的工作室是清贫的，没有资金，只有
热情，每周抽出一次业余时间，大家围坐在一
起，让激情拥抱，让灵感撞击，像热核反应一样
膨胀大家有所作为的希冀。

创新工作室的出现，显示了心连心年轻工
人渴望学习、向往进步的奋斗精神。这闪耀在
车间里的星星之火顺应时代潮流，很快引起了
心连心有关领导的关注，心连心工会和新乡县
工会都给予他最大的关注和支持。2014 年 8
月 1日，电管站创新工作室正式成为心连心工
会下属的创新工作室，并被命名为李学科创新
工作室。

李学科创新工作室在领导的关怀下，在青
年工人的拥护中，由当初的稚嫩逐渐走向规
范，吸收的人员也由当时的电管站发展到各个
车间。工作室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确定为“重
点解决生产问题”。

工作室的人员由8人限制扩展到15人，原
则上还是每周利用业余时间召集一次会议，每
次会议的内容包括：一、学习，现代新科技新技
术的学习，有关生产碰到难题时涉及到有关专
业的学习。二、交流，在本岗位创新和生产中
碰到的技术问题拿出来大家讨论；每个人从不

同方面获得的有关生产的新进展新创造展示
出来大家共享。三、提议，本人在工作中有合
理化的建议，在生产中有改革的意向和方案可
以拿出来供大家讨论。四、一起参与改革项
目，如果工作室有人员的改革方案经领导同意
实施，工作室人员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参与
具体改革工作。

条例很枯燥，但活动却生机勃勃，谁有好
的点子和建议都拿到工作室，大家集思广益，
热烈讨论，使一个个建议由稚嫩走向成熟。
公司也鼎力支持，工作室搞得风生水起，小到
修旧利废，大到设备改造更新，成果频频。同
步机的励磁柜为了提高稳定性，设计出了双
通道励磁柜，李学科创新工作室在此基础上
设计出了关键易损件不停机更换，给定信号
分离提高稳定性的改造，生产厂家吸纳了工
作室的做法，并特意向李学科工作室发来感
谢信。

李学科创新工作室至今已走过了 11个年
头，其生命力不仅没有衰减，而且随着心连心
的发展越来越旺盛，工作室原有人员许多成为
了生产车间的领导和技术骨干，今天的工作室
成员已经发展到 36 人，还有要求加入工作室
的60多人的积极分子等待转入正式人员。

为什么李学科工作室的生命力这么旺
盛？李学科说，我们成立工作室的初衷就是为
生产服务，我们的人员就是志同道合的先进工
人组成，我们不是作秀，不是赶时髦，没有政治
目的，没有金钱意识，所以我们设想的群策群
力、集思广益、服务生产、提高自身能力的目的
基本都达到了，所以它才有顽强的生命力。

李学科是学工科的，脑子里都是设备、机
器、电路、网络，然而就像许多科学家一样，不
仅精通自己的自然世界，在社会科学里也有很
深的造诣。李学科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老子的

《道德经》，也能滔滔不绝地讲鬼谷子，在一次
谈话中他几次引用一般人很少接触的中国古
代谋略经典《素书》。他总结说，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其实是相通的，它们都是在寻找规律，
宇宙本身就是规律的组成。

在自然科学里，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寻找规
律、适应规律、利用规律的过程。心连心董事
长刘兴旭就提出，要把规律攥在手中。

李学科，一个永远勤于学习、思考、创造的
跋涉者。

2014年之前，爱琢磨、爱钻牛角尖、爱问为
什么的李学科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了
许多的小发明、小创造，有了“金点子”“技术能
手”的雅号。这一年前后，变频器的问题一直
缠绕着李学科和他的同伴儿。变频器在心连
心使用广泛，它是节电的好手，每台机器每年
都能节电 50 万元左右。但变频器也爱出毛
病，出了毛病就要返厂维修，一来一回要近两
个月，修理费都在 5000元左右。按常理，这不
在李学科思考和工作范围之内，他应该只管确
认是哪个部分坏了，让厂家维修就好了，不用
自己修理。但来回两个月的修理时间真耽误
生产，修理费用也高，心连心变频器多，每年这
上面花的钱百万千万元，李学科就觉得像花了
自己的钱一样冤枉和心疼。敢不敢自己修？
能不能自己修？这在心连心前无古人，风险显
而易见。但李学科和伙伴们年轻气盛，觉得科
学谁都可以触摸。他们发现生产厂家说的根
本打不开的电源块儿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因为
他们在送出要维修的电源块上打了标记，送到
厂家维修的电源块又当成好产品回来了，这说
明这是厂家打开修旧利废的产品。厂家之所
以说打不开是怕打开了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
轻而易举得来的钱今后就不会再轻而易举再
得到。于是李学科和大家又砸又摔、又别又撬
地终于把一个电源块打开了，打开了就没有什
么秘密了，许多秘密的东西就是壁垒，就是一
层窗户纸。李学科和同事很快就设计出了电
源块内部电路图和检测方法。

上边的问题刚刚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
其他模块也频频报故障。一天下午，准备下班
的李学科接到了值班电工的电话：一台风机的
变频器驱动故障跳闸，而且一坏就是三块。咨
询厂家，厂家说让返厂检查。李学科的“犟”劲
儿上来了，不回家了，一定要看看跳闸的一瞬
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学科全身穿上防护服，
其他没有回家的伙伴为了安全都在门外观
察。打开所有的变频器，认真听、仔细看，半个
多小时的时候，设备跳闸了，但什么也没有发
现。重新开机再试、再等，还是没有发现问
题。李学科让把所有的灯全部关闭，他要在黑
暗里捕捉稍纵即逝的幽灵。晚上 10 点，又一
次跳闸，黑暗中一个小小的火星在李学科面前
跳了出来，分外显眼又稍纵即逝。他立刻召集
所有值班人员，将冒火星的模块拉出去检查，
最终发现是电子元件两极间有放电拉弧现象，
产生的原因肯定是室内湿度大，两电机沾上浮
尘导致绝缘功能下降。于是李学科将原件表
面清理后重新安装使用，大家静静等待半个小
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切正常。变频器没
有再跳闸，大家兴奋起来，这个困扰他们多年、
让心连心耗时花钱的顽疾，不过就是生产厂家
不让打开模块儿的积碳。原因找到了，对症下
药即可。李学科和同事设计出了专门维修变
频器的工作平台，短短四年，仅变频器一项就
为企业节省资金上千万

学习是李学科生活中的必需，他的学习不
是为了高考，有时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学习就
是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常常在学习中，他豁然
开朗，有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快感，因此才乐此
不疲。

刚到心连心时新大学生要轮岗，在维修三
班，李学科的师傅给他拿出一套图纸说，这是
反渗透图纸，用的是最先进的 PLC，现在出点
问题，你是大学生，先看看这个，能不能找出毛
病来？李学科想，师傅考我呢。大学里读过但
没有见过 PLC，那是日本的，这是德国的。那
几天李学科天天带着大学课本，又找了好多资
料，每天早上不到 7 点就到厂里去看书，他没
有班组的钥匙，就坐在旁边的台阶上，一边读
一边做笔记，常常是大家来了，他才知道上班
的时间到了。午休的时候，大家都找个地方眯
会儿，他却跑到车间里，让人家给他讲设备功
能的原理、动作逻辑，老工人都喜欢这个憨厚
爱学的孩子，肯定是诲人不倦。过了十几天，
李学科觉得他看懂了这套图纸，初步判断应该
是有一个电动阀出了问题。

他兴奋地去给师傅讲他的推断过程、理论
依据、最后结论。师傅惊奇而又茫然地说：“厂
家过两天就来了，到时候你跟他们讲。”原来这
是刚进的设备，高中毕业的师傅根本就不懂
PLC，讲给李学科听，就是希望新来的大学生
不被外国机器所困惑。后来厂方来了，他们不
仅肯定了李学科的结论，也惊叹心连心竟有这
样的青年才俊。

轮岗轮到维修一班，师傅教李学科电动机
的巡检维护、皮带机的检修等。一班有一台炉
条机滑差电机控制器，李学科觉得它技术含量

很高，师傅虽没让他接触这台机器，但李学科
就有越神秘越有一探究竟的兴趣，工作时间看
机器，一有时间就拿出大学的电力电子书去找
答案。这中间，他生病去医院输液，边输液边
研究可控硅的触发图纸，在病床上画向量图。
医生是他过去的同学，说“快输完了叫我”。李
学科沉迷在书里，根本没感觉自己在医院里，
当然把输液和叫大夫早忘到了九霄云外。医
生同学忙完回来一看，李学科的输液管半管都
是液体滴完了的回血。

在轮岗的各个班组，大家对李学科的评价
出奇地一致，都说这孩子爱学习、爱思考、爱提
问题、爱鼓捣，天天若有所思，一副不食人间烟
火的模样。合成氨事业部的领导说，李学科就
是个工作狂，工作之外的事啥都不管，就会钻
到变电站楼里拧线头。有一次李学科看到一
个同事感觉很面熟，就说咱俩是不是见过？同
事说，咱俩是同学呢，你天天低着头想问题，一
两年了才认出来我啊！

学习永远不会是无用之功，它会或快或
慢地在一个节点里与你相拥，报答你的知遇
之恩。爱学习的李学科很快就在知人善任
的心连心脱颖而出。见习期结束，他从学员
直接跳过副操当了主操，进厂仅一年当了变
电站运行班长，又过了一年多，当了负责全
厂高精尖电气设备维修的高压班班长，又过
了一年多，调去维修班组当维修班班长，到
了 27 岁的时候已当上了工段长。这条路人
家正常的要走十几年，他五六年就完成了，
升职就跟蹦楼梯似的。李学科自己感叹说，
心连心是个不埋没人才的地方，不怕你年
轻，就怕你没本事。

学习：认识规律的基础

元。
改革是没有止境的，社会的发展就是改革

的过程，改革绝不是科学家、技术人员的专利，
只要你不甘平庸，只要你处处留心，只要你永
远学习，你就会发现应该革命的东西无处不
在。司空见惯的不一定合理，黑格尔“存在即
合理”的“存在”其实是一种动态，关键在于你
有没有发现规律、利用规律的眼光。

2017年，李学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提
出，存在了 30 年的高压允许回路应该被取
缔。高压合闸允许点是在电动机的合闸回路
中增加一个由电工控制的开关，只有电工合上
这个开关后，操作工才能启动电机。过去由于
心连心只有一厂，主变容量小，高压电动机合
闸时会由于较大的冲击电流导致系统电压下
降，为防止多台高压电动机同时启动、其他电
气设备发生低电压跳闸事故，所以在高压电动
机的合闸回路中设计了合闸允许点。心连心后
面建设的二厂、四厂也沿用了这个设计。有无
相生、难易相成，有一利便有一弊，允许合闸点
带来些微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一是
紧急开闸的效率低，紧急操作效率得不到保证；
二是高压柜二次回路变得很复杂，增多了两个
继电器以及近20根控制线，增加设施就是增加
故障点，过去电机无法正常启动的案例中，有一
半以上都是允许合闸点造成的；三是人均劳效
低，变电站最少要留一个人负责随时可能打来
的开机电话，而且这个人即使去卫生间也要快
去快回，以免在方便时有开机电话打来。

心连心在发展，二厂、四厂已经用上了大
容量变压器，启动电机对系统电压的影响已经
微乎其微了，而且生产系统设备开停是根据调
度命令依次操作的，同一高压段两台设备同时
开启的概率较低，即便出现两台设备同时启
动，电网也承受得住，所以合闸允许点的存在
已经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也许不止李学科一个人感觉到
了，但只有李学科在大家还在抱怨一个人在岗
时连厕所都不敢上的时候，已经开始系统论证
和策划将合闸允许点拆除方案了。这个顺势而
为的方案不复杂、投资小，关键在于发现、有心、
有责和提出，很快有关部门通过了拆除高压电
动机合闸允许点的改造方案，将部门一百多台
高压电动机合闸允许点全部拆除。自此之后，
生产岗位开机流程大大简化，直接合闸即可，高
压柜二次回路也得到了大大简化，降低了故障
排查难度。变电站也终于不用时刻有人坚守
了，为以后的人员优化打下了基础。

以厂为家、以职业为使命，你才能在日常
的工作中处处留心，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提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怕人微言轻，不要怕路
途遥远，只要认定目标，锲而不舍、蓄势待发，
一定会达到胜利的彼岸。李学科就是一个在
这条崎岖道路上行走的苦行僧，认定了就矢志
不渝，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李学科在进厂初期分配的岗位是变电站
值班员，和公司大部分员工一样，按部就班地
进行四班三运转的倒班，日复一日，如机械般
轮转。在早期按部就班的轮转中，李学科常常
突发奇想，什么时候变电站能变成无人值守，
不仅能解放大批的劳动力，还能让值守变得更
加准确和科学。那个年代，那么年轻的他，他
的设想像一个美丽的童话。

心连心的快速发展连自己的员工都始料
不及。电是一切发展的先行官，心连心供电系
统的大网也在不断地扩张，但随之而来所暴露
的问题已愈发明显：一是供电系统缺乏统一管
理，缺乏对各子公司的用电监督，导致各单位
为自身发展不断实施的增加负荷、改造设备等
行为此起彼伏，为供电系统的稳定运行埋下了
较大隐患，比如硫基复合肥负荷增加到线路过
负荷警告才开始改变定值，改造设备；二是深
冷、硫基复合肥等公司为了自己供电稳定，在
化肥变和众诚变都接有电源，并且直接增加快
切、备自投等装置，其动作将直接改变园区电
力系统运行方式，危及供电系统的安全稳定；
三是供电系统操作无统一标准，各子公司存在
运行标准不统一、运行规程不一致等问题，跨
区域倒闸操作，调度困难。例如，复合肥曾出
现因为规程不一致，与变电站共同倒闸操作时
损坏变压器的事故。

面对这些让人忧心忡忡的实际问题，已经
有了一定话语权和肩负责任的李学科意识到，
必须要摒弃旧的思想观念，电力管理不能仅仅
立足于合成氨事业部，而是应该立足整个心连
心园区，需要尽快设置全园区的电力监管部
门，审查各单位用电的规范性、安全性，建设园
区调度自动化系统，统一调度园区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

事不宜迟。在李学科的提议下，创建电力
调度集控中心被提上日程。李学科开始设计
新乡园区供电方式的组织架构，大胆地取消倒
班制，各子站设置为无人值守，将更多的人员
力量集中在日常运维工作中；成立园区电力优
化小组，为各子公司量身定制调度规程，主动
制定标准，实行全方位的用电系统。

在智能化日益普及的时代，2023 年 8 月，
整个心连心园区无人值守的变电站变为现实，
李学科刚进厂时看似遥遥无期的梦想终于变
成现实。

创造是寻找规律适应规律利用规律的过程

李学科创新工作室：志同道合者的激情拥抱

李学科在检查故障的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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