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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研
究员。长期战斗在科研一线，主持
或参加了多个型号战斗机研制工
作以及多项预研课题研究，担任枭
龙三批飞机总设计师。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
技成果奖多项，获专利授权 12 项，
集团个人立功多次，是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飞行器管理系统专业
首席技术专家。

“如果当时我们有战斗机，一定
能全歼美陆战一师，也不会牺牲那么
多战友。”这是曾经参加长津湖战役
的一位志愿军老兵含泪的心声。

老兵不哭，你的梦，我来实现！
他是枭龙三批飞机总设计师，是

歼-10B推力矢量技术飞行演示验证
项目副总师，也是歼-20飞机飞控系

统控制律设计主要完成人，获得过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央企业
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我们是高新技术的研究所，一
定不能因循守旧，要敢于创新。”在他
的带动下，全部门率先开展创新项目
评选奖励活动，创新项目申报数量逐
年上升、突破百项，曾有飞行员表示：
战机上的两项新技术“感觉很棒”。
闻言，他们的成就感简直爆棚！

他是工作中的“拼命三郎”。为
完成枭龙飞机新成品辅助控制器设
计开发工作，5个多月，他带领团队
不分昼夜、无谓周末，实现了设计开
发的多个“第一次”，按时优质完成了
研发任务。

战鹰翱翔九天，盛世如你所愿。
他就是2021年四川“最美科技

工作者”——孙绍山。

孙绍山：
为国防筑长城 为国家谋安全

陈宁生，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波密地质灾害观测研究站站长、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劳动模范。
长期从事山地灾害形成机理及防灾减
灾技术研究，完成了省市和国家咨询
报告30份，是我国防灾减灾思想库的
突出贡献者，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我国
和“一带一路”区域的75个灾害点示范
应用，产生经济效益450余亿元。

“8·7”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1500
余名百姓不幸遇难。身在现场的他泪
流满面，不仅是心痛逝去的生命，更是
觉得我们在泥石流灾害预警和防治等
方面，还有很多不足。那一刻，他更加
坚定潜心于地质灾害研究工作。

哪里有地质灾害隐患，哪里就有
他的身影。30多年来，他跑过四川、
云南、西藏、新疆等20多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踏勘和研究过1万多处
山地灾害点，收集的观测研究数据有
50余万条，建立了一套预测泥石流
灾害的方法。“我们从观测研究入手，
然后加强防治，真正地把论文写在中
国的大地上。”

2005年，他登上海拔5600米的
西藏龙巴莎巴和皮达湖，工作4个小
时之后，觉得肺都要炸了，吸氧也喘
不过气。那一刻，他与死神打了一个
照面。

无数次置身险地的科研探索，他
写满了20多个野外笔记本，获得了
很多宝贵的数据和科研成果。他先
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四川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科院科技促
进发展奖、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集体）突出贡献者奖等奖项。

今天，中国的地质灾害研究在国际
上总体达到了先进水平，在局部领域达
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他和上万名野外
工作者一起，继续奋战在防灾一线，为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懈努力！

他就是2021年四川“最美科技
工作者”——陈宁生。

邹明，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铁研究院
有限公司轨道交通用钢技术研究所高
速重载钢轨开发项目团队经理、四川省
轨道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高级
工程师。一直从事我国铁路用钢轨前
沿技术研发，先后承担“十五”国家科技
攻关项目和200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2项，参与国际合作课题3项，负责
省市企业课题项目30余项。获得授权
发明专利 20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二等
奖6项、三等奖13项。

他的梦，很“硬核”，就是研发世界
级品质的钢轨。他负责了30余个钢轨
品种的开发，目前为止无一失败，全部
完整转量产。

不甘于人后，要做就做最好。28
年来，他一直从事我国铁路用钢轨前沿
技术研发，先后开发了我国第四代PG4
钢轨、第五代PG5钢轨、系列出口钢轨
高速铁路用钢轨等的开发工作，涉及产

品近30个，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其
中PG4钢轨、PG5钢轨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2006年，攀钢接到了一张来自美国
的价值6000万元的订单，要求全部按照
美国钢轨行业标准生产。对于一直梦
想进入世界顶级钢轨市场的攀钢来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那段时间，他几乎进入“工作狂”模
式：炼钢厂、轨梁厂、研究院三点一线，
在现场熬个几十个小时也没问题。在
他的带领下，1.1万吨攀钢钢轨经美方代
表检验合格后发往海外。一块敲门砖，
换来一个大市场。到目前为止，攀钢产
品远销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
轨道事业创造出15亿元以上的经济效
益，创汇4亿美元以上。他先后获得魏
寿昆青年冶金奖、四川省劳动模范、全
国劳动模范等荣誉和称号。

他就是2021年四川“最美科技工
作者”——邹明。

陈宁生：
大地做证 书写“生”的传奇

张其圣，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
术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泡菜微
生态研究，先后承担、实施了“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十三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四川省重大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基础平
台建设等重大项目10余项。荣获省部
级一等奖4项、国家行业科技进步奖2
项，发表论文100余篇，申请专利151项
（其中国际专利1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42项，制修订标准10余项（其中国际标
准1项）。

服务泡菜企业60余家，开发出5
大类100余个新产品，成果转化为企业
直接新增经济效益30亿元以上……一
坛坛不起眼的泡菜，在这位四川大学发
酵工程专业博士的妙手下，走出了一条
科技振兴的产业大道。

他带领团队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泡
菜研究院，通过研究院将科技成果直接
在产业集群进行转化，突破了传统科研
院所科研与经济脱节等问题，引领了我
国科研机构的发展方向，被列入了省政
府“一院一策”试点。研究开发的“泡菜
生产高效节水技术”使每生产1吨泡菜
由原来的20吨水降至10吨；基于泡菜

“稳态发酵”技术，建成了2万吨级乳酸
菌发酵泡菜示范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2020 年仅眉山泡菜产值就达到
213.4亿元。

在他的带领下，研究院实现了产、
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发布了第一个

“泡菜国际标准”、参与争创“国家农业
现代产业园”并取得第一名。在泡菜微
生态科技的引领下，“眉山-成都”泡菜
产业集群实现了大踏步的升级发展。

他就是2021年四川“最美科技工
作者”——张其圣。

张其圣：
让“东坡泡菜”香飘世界

邹明：
扎根钢轨上的“大国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