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出总有回报。在吴吉丰的带领下，全厂职
工齐心协力，捧出了120余项技改，其中有26项
效果显著。慈溪化肥厂的年生产能力由3000吨
上升到 4500 吨，两煤耗由 4955 公斤下降到
1800多公斤，成为当时同行业全国第一家扭亏
为盈的企业。

全国遍地的小化肥厂，80多万名化肥职工，
无疑都被这一行业革新给震撼了。得知这一消
息，国家化工部部长带领总工程师专程来到宁
波，亲赴慈溪化肥厂考察。

“到底是真的假的，人们心里还是有疑问
的。专家一到厂里就查看各项报表、走进车间考
察生产情况、询问工艺细节……到最后才心悦
诚服地对我们竖立大拇指。”吴吉丰说，虽然当
时盈利的金额也不多，只有一年几十万元，但它
的意义却非同一般。毕竟，在此之前，全国的小
化肥厂都是依靠国家补贴度日的。盈利，几乎是
不可能的。

在随后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慈溪神话”传
遍了整个化肥行业。至今，吴吉丰还记得当年领
导的讲话题目——《谁说小化肥不能扭亏转
盈》。慈溪化肥厂在全国同行业中，一下出了名。

1980年慈溪化肥厂荣获化学工业部“全国
小化肥战线红旗单位”的称号。1984年慈溪化肥
厂每吨合成氨的煤电耗分别降到1331公斤和
1126度，连续6年获得“节能先进企业”的称号。
在产能方面，慈溪化肥厂也一直引领全国。

慈溪经验也走出宁波。贵州、河南、河北
……吴吉丰带领他的技术团队出去对口帮扶，
希望把那些从书本中和实践中一遍遍探索得来
的技术革新能“复制”到更多的小化肥厂。

“我有两个女儿，别人都说化肥厂是我的
第三个孩子。”吴吉丰笑着告诉记者，从 1972
年筹建到 1994年化肥厂转制，20多年的时间
里，他把大量时间和心血都投入到第三个孩子
的身上。

小化肥厂的消亡，在他看来只是由低产高
耗的分散经营到现代集约化经营的一个必然进
程。尤其是慈溪，已由传统的农业县转变到工业
大市，慈溪农民的化肥需求已用不着自己的小
化肥厂来承担。“但在那特殊的年代，它的存在
促进了慈溪农业的增产，弥补了化肥的缺口。这
一页历史，我们作为经历者，还是交出了一份精
彩的答卷。”

现代金报 04■2019.9.23星期一 ■■热线：66111111

■■责编：余维新张亮 美编：周斌 审读：邱立波

“劳动，书写70年时代画
卷”系列报道四

全国首家扭亏为盈的小化肥厂在慈溪
劳模吴吉丰：化肥生产“火车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的化肥行业，说起慈溪市化肥厂，那可是如雷贯耳的存在。
从1977年投产，它就取得了行业内全国第一家不需要国家补贴、扭亏为盈的成绩，一时
成为国家化工部向全国推广的“宁波样板”。

吴吉丰作为慈溪化肥厂的领头人，197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8 年获中国化
学工业部颁发的“在小化肥工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表彰证书。至今，慈溪化工圈里
仍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王志勇 摄影 崔引

从筹建到改造
一路过来靠的是技术

慈溪市化肥厂的建设过程比较迟缓，主要受
制于两个因素。首先是钢材和设备的供应。化肥厂
要建造必须有强大的钢铁工业支持，有些还必须
是耐高压的优质钢材，可当时中国都没有这么多
外汇去进口优质钢材。后来，吴吉丰不断打听，得
知上海高桥化工厂有一套闲置的设备还在仓库，
他赶紧跟组织汇报，费了不少力气才“匀”过来。

“但这也造成一个问题，部分设备在嵌入时不够配
套，都需要我们后期技术改造再跟上。”

第二个难题是水。化肥生产的冷却和化学反
应，都要靠水，慈溪化肥厂用水量是每小时300
吨，但这里并不是富水区，去哪里取水，成了难题。

“最初厂址是预定在东埠头，但通过探测，找
不到地下水。”吴吉丰说，当时他们找勘测队打了
200多口试探井，最后在白沙八字桥找到两口深
井轮流取水，再加上取大塘河的水作补充，才得以
保证水源供应。

“那时，整个慈溪全县将近四分之一的电量，
都是给我们化肥厂用了。”吴吉丰回忆道，慈溪用
电本来就不宽裕，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在提高产
能的情况下，进一步节能降耗。投产后，又先后投
资210万元，对造气、压缩、变换、碳化、精炼5个
生产工段进行有效的技改……

80年代

工人没有操作经验
他就编写50多万字教程

万事开头难。化肥厂正式投产后，也遇到了
不少困难。

吴吉丰说，化肥厂都是崭新的，工人更是一
脸懵。当时工厂的大部分工人都没有化工方面的
专业知识背景，对化工企业各方面的认知也是模
糊的，安全意识更是淡薄，部分操作工人甚至没
有实操经验。

“现代化的工厂没有操作规程怎么行，员工
岂不是乱了套？”想要化肥厂正常生产运作，首
先就要对员工进行专业化培训。化学科班出身的
吴吉丰，不得不亲自上阵，当起“培训师”。

“当时市面上根本没有现成可买的资料书，
这些内容都是我一字一句写下来的。”吴吉丰
说，前后历时一年多，他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
间，编制好了50多万字的操作规程。

全厂每个岗位都
有了一本对应的操作
规程“手写本”，里面详尽
地描述了每一步操作方法、每
一个要注意的安全细节。结合所学知识和实战经
验，吴吉丰还对员工开展理论授课、实操教学。

“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挺有干劲
的，工人们学习得很起劲，工作起来也都很拼。”

吴吉丰就像化肥厂的“火车头”，一头扎进技
术革新的洪流中，与工人们一起埋头苦干，排除
各种故障……几十小时不合眼是家常便饭，半夜
从熟睡中被“求助”的铃声催醒，匆忙赶回工厂
帮忙亦是司空见惯。原化肥厂的老员工都说：

“他是厂长，也是我们的老师。只要有他在，我们
心里就踏实。”

化工部专家亲测点赞
慈溪经验走向全国

浙大学子回慈溪
在空白之地上“拓荒”

今年 75岁的吴吉丰，是原慈溪市化肥厂厂
长，从1972年化肥厂筹建一直到1994年工厂转
制，他的青春都挥洒在了这里。

“我大学是化工专业的，几乎一辈子都在和它
打交道。”1963年，吴吉丰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
在浙大的五年里，吴吉丰扎实地打下了化学基础。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州长兴县化肥厂
上班。那段时间，吴吉丰上手非常快，从制造煤气
到脱硫、气体变换，他几乎干遍了化肥生产全流程
上的每个岗位。科班功底，再加实践真知，工作两
年后他就当上了值班长。

七十年代，因国家农业产能较低，中央政府鼓
励全国各地有条件的省市县大力兴办小型化肥
厂。当时，有个来自于“四五计划”的时髦说法，叫

“五小工业”，指的正是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
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这些记忆，如今再谈起，
吴吉丰还是如数家珍。

1972年，慈溪开始筹建自己的化肥厂，急需
化工方面的专业人才。受到家乡感召，吴吉丰被调
入慈溪市化肥厂筹建处。在空白之地上“拓荒”，谁
也没想到，一个年产3000吨化肥的小厂，竟然足
足建设了五年之久。

慈溪市慈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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