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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了了更更多多的的““从从 00 到到 11””
——————记记从从秦秦山山核核电电走走出出的的““工工人人院院士士””何何少少华华

图图为为秦秦山山核核电电基基地地。。

图为秦山一期、二期核电站

■秦韵

前不久， 国内首个商用堆同位素研发
平台落地秦山核电的新闻冲上热搜。 令人
振奋的是，秦山核电在秦三厂 112 大修中
顺利完成国内首个商用堆同位素研发平
台安装、冷态调试和系统标识，为医用同
位素国产化及放射性药物研制开辟出一
条新途径。 与此同时，在另一场默默无声
的战斗中，由“工人院士”何少华牵头负责
的秦三厂 112 大修观察孔 VP1 现场勘测
高效顺利完成， 同样对秦山核电推进医用
同位素研发意义非凡。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被誉为“国之光荣”的秦山核电，不仅是中
国核电事业起步的地方， 更是我国民族核
电发展的一面旗帜。 从生产清洁的核电到
拓路生产同位素， 成绩背后是秦山核电人
砥砺不断的自主创新， 是众多以 “工人院
士” 何少华为代表的核电人无数个日日夜
夜的攻坚克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加快建设国
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
战略科学家、 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在秦山核电，何少华和同事们
坚守初心，为了拓展产业边界，为了更多的
“0 到 1”， 脚踏实地践行了当代核电人奋
斗、坚守、创新的使命。

从 可 以 到 可 行 的 啃 硬 骨 头 大 师

秦山核电拥有全国唯一的商用重水
堆，可以生产同位素。 然而，从可以到可
行，却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在秦三厂 112
大修期间， 何少华带领团队完成了开展
医用同位素生产设备的前期现场勘测，
验证原有设计并了解安装的实际情况，
为保护套管设计定型提供数据支撑等一

系列工作。
为了实现钼、镥、锶等多种同位素的产

业化生产，秦山核电需要对重水堆的观察
孔 VP1 进行改造，在观察孔内安装生产通
道。 而为了便于为生产通道安装提供导
向、定位支撑作用，需要事先在观察孔安
装保护套管，但国内外无论是新建反应堆
还是运行机组，尚无 VP1 观察孔保护套管
安装记录和经验。 并且，在重水堆停堆大
修期间， 堆芯始终带有核燃料和重水，安
装保护套管及生产通道面对的是高辐射
环境堆芯水下作业， 需要采用特殊的技
术、设计、工具、作业和管理过程。

2022 年国庆节后，秦山核电成立了由
“何少华工作室” 等多部门组成的项目组，
负责保护套管及生产通道的安装技术攻
关。 然而，项目组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距离
112 大修观察孔 VP1 现场勘测只有半年时
间，且勘测工具也没有，如何完成？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凭借高
超的工作技能及丰富的工程经验， 何少华
短时间内自主开发设计了一套工装平台及
智能化数字系统组成的专用工具， 用于现
场勘测。 在整个勘测专用工具制造加工过
程中， 他多次组织项目组人员与设备制造
加工企业进行技术交流， 经过双方共同努
力，终于在 2023 年 3 月初顺利完成勘测专
用工具交付。

为确保勘测工作顺利进行，何少华组
织项目组成员进行模拟演练，确保每位参
与现场勘测的操作人员熟练掌握勘测技

术，明晰勘测重要风险。 经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秦三厂 112 大修观察孔 VP1 现场勘
测高效完成， 项目实施过程中风险管控、
质量控制、进度均符合管理期望。 大家由
衷感叹：“又一块‘硬骨头’被啃下来了！ ”

而这， 仅仅是何少华 28 年职业生涯
中无数攻坚故事中的一个。

从 “小 何 ”到 大 师 的 硬 核 专 家

1995 年，20 岁出头的何少华从南京
工程学院前身之一的南京工业学校机
械制造系毕业 ， 分配至秦山核电站工

作。 和普通人一样，何少华最开始有些
“谈核色变”，而且尽管上学时老师普及
了很多知识 ， 他也相信核电站安全可
控，但没有到过实地，他无法安心。

作出决定前， 何少华还有其他选择
机会，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秦山核电
站。 “我不止一次说过，那时候投身核电
事业，是带着家国情怀的。 我们国家的
核电事业起步比较晚，能够有幸成为核
电人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 ”何少华坦
言 ，初入职场时 ，脑子里只有老师描绘
的一幅中国核电发展的宏伟蓝图， 也正
是因为这张蓝图，让他选择了奔赴。

起初， 何少华被分配到核反应堆本
体检修和装卸料操作的核心岗位工作，
那是需要与核亲密接触的重要岗位。 然
而学习机械制造专业的他， 当时只掌握
了一些基础的机械理论， 对核电的认知

几乎为零。 彼时，我国核电正处于起步阶
段，缺少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唯有埋头钻
研，边干边学。 入职后，为了精准把握核反
应堆的运行状况，尽快熟悉并掌握机组性
能，何少华没日没夜投入学习中，穿梭于
各个检修现场，潜心钻研图纸、资料，熟悉
各种设备系统，了解工作原理，虚心向老
师傅们求教。 一边看，一边学，他不放过
每一次操作上手的机会， 很快成为师傅
们信得过的新人。

与机械设备为伴，与榔头锯子为友。每
天下班后，何少华都会认真总结，至今 100
多本厚厚的工作日志里， 密密麻麻记录着
每天的工作情况。碰上反应堆集中检修，他
更是废寝忘食跟着师傅们钻研维修方法，
研究制作专用工具。一年后，他对核反应堆
的构造、材料、工艺、维修工序都了然于胸。

对技能的钻研、对时间的珍视，让何
少华很快成长起来，通常需要五年完成的
“入门” 阶段， 他仅用两年就顺利完成。
1997 年，他被破格聘为“班组带头人”。从
秦山核电站第四次换料大修起， 他就担
任起检修和装卸料操作的带班负责人和
装卸料操作的现场指挥。

如今， 同事们对何少华的称呼早已从
“小何”变成了大师。 沉甸甸的大师称谓背
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心钻研。 正
如他自己所说，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 要有
“金刚钻”的精神，要盯住一个点不停地琢

磨，不停地使劲。

从入行到在行的维修大师

在很多人觉得何少华在工作岗位上锋
芒初露时， 他却觉得自己刚刚走出职业懵
懂期。 在他心中，真正入行是从 1998 年观
摩一次大修开始的， 自此他对职业有了全
新的认识。

当时正值盛夏，秦山核电站运行中的
核反应堆出现异常，厂里采用了一台昂贵
的防辐射可视设备进行维修，但设备放入
水下仅两分钟， 强辐射就把机器摧毁了。
班组人员无计可施，只能通过国际招标寻
求外国团队帮助。 最终，一家美国公司用
了 6 个月时间，修好了反应堆。 那次大修，
厂里支付的修复费用高达上亿元人民币。

这次修复让何少华第一次见到了完
整、系统、专业的检测设备和应急处理流
程， 也让他明白自己所在岗位的重要性
和艰难性。 “如果不能掌握完整的维修技
术，我们就会一直受制于人。 ”在专注学
习的同时，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补上技术
落后的短板。 从此，他和团队走上了一条
在实战中磨练、在工作中创新、漫长而艰
辛的技术攻关之路。

2006 年，中国援外一座核电站出现同
样故障， 中核集团将维修任务交给了何少
华所在的秦山核电维修团队。 而当时，维
修技术却掌握在国外核电巨头手中，国
内尚属空白。

根据检测，该核电站的故障由反应堆
堆芯中的辐照监督管磨损引起。 如何实现
高辐射环境下的反应堆堆内构件在役维
修，成为摆在何少华团队面前的难题。 维
修队制定的方案涉及水下测量、 水下切
割、水下焊接、水下远距离输送等多项技
术，挑战性极大。

“要设计好检修方案，用工具代替人。 ”
何少华说，“在一些情况下， 即使流程设计
好， 对应的维修设备也不一定能研制出
来。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何少华和团队
成员连续两个春节坚守在单位， 专心研发
专用技术和设备。

2008 年 1 月，维修设备终于研制出来，
紧接着， 他们又花了半年多时间进行模拟
实验。而此时，距离合同约定的时间只剩三
个月，可水下修复项目仍在技术攻关的关
键阶段，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在三个月
内尽快完成水下电火花加工、水下测量、
水下输送定位夹持技术等研发， 还要完
成系统、设备、工装的联合试验。 当时，
国外公司一位核电领域的资深项目经理
直言 ：“这个项目仅联合调试试验就要
半年，三个月实现完全不可能。 ”但是，在
那令人难忘的 100 多个日日夜夜里， 何少
华带领研发团队争分夺秒， 几乎每天 24
小时都泡在实验室……2009 年 1 月 ，这
项高难度的维修最终顺利完成， 他们将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次水下修复的成功应用填补了我
国核电水下检修技术的空白， 也由此证

明，我国不仅具有出口整体核电设计制造
技术的能力， 而且具有保证电厂安全、稳
定运行的维修技术。 从遇到疑难杂症求助
国外专家， 到帮助国外电站解决疑难杂
症，这次重大的跨越，也再次印证，由何少
华带领的中国核电维修团队，技术实力已
经和国际接轨。

之后，随着新核电厂和扩建项目相继
落成，何少华和同事们紧跟步伐，不断提
升技能。 截至目前，维修团队已开发出多
项技术和设备，获授权专利 62 项、发明专
利 21 项。

从徒弟到师傅的技能大师

凭借在核电维修工作中的不凡业绩，
何少华获奖无数，但他深知“团队构造优
势”，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所有的攻
坚克难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个人
只是代表。 ”

20 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孜孜不倦追求
着完美的“铁三角”。 这个“铁三角”的底边
是永恒不变的核安全， 另外两条边则是时
间和质量， 他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可靠
的维修质量达到最高的安全， 而推动他们
在攻坚道路上一往无前的， 正是一种追求
卓越的创造精神、 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和
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

何少华深爱着自己的事业， 在带领团
队不断前进的过程中， 他始终不忘发挥技
术示范和传帮带作用。在他看来，团队协作
是攻坚利器，带徒传技是应尽之责。2014 年
12 月 26 日，中核运行“何少华工作室”正式
挂牌，对此，何少华坦言：“成立工作室，深
感责任重大，但使命光荣，使命必达”。

自工作室成立以来， 何少华充分发挥
核电高技能人才的带头作用， 牵头完成
《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核反应堆核级
设备检修工》教材的编制出版，主持完成
核反应堆核级设备检修工国家题库的开
发， 带领工作室团队完成工作室发展规
划和管理文件体系的编制， 积极推动 30
多项特种维修科研项目的启动和实施工
作，并主持进行高辐射环境水下特种维修
技术的研发工作。 2015 年，“何少华工作
室” 获批浙江省第五批技能大师工作室。
2018 年，“何少华工作室”被评为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

一片匠心，一脉相承。 为了培养新人，
“何少华工作室”在秦山核电开展了“大师
带徒”活动，为每一位徒弟制定培养规划，
定期组织“大师讲堂”，借助核心能力培养
项目来培养锻炼青年人才。 他将精湛的技
术、高超的技能和优秀的职业素养传授给
徒弟，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快速成长。 在他
的言传身教、倾囊相授下，徒弟们个个成
了身怀绝技的多面手，并走上了核电维修
技术一线班组长、科长岗位，成为核电维
修技术的中坚力量， 还有多名徒弟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技术能手”以
及“中核集团技术能手”称号。

（本版图片由秦山核电提供）

图为聚集一线高技能人才的“何少华工作室”。

图为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何少华工作室”成员在现场研讨。

图为核电企业首个中华技能大
奖获得者何少华。

图为秦山核电 30 万千瓦
机组到百万千瓦机组的跨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