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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幸
福生活。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党和组织
给予的。”4月22日，原重庆钢铁设计
院副总工程师、科普志愿者郭庆弟接受
记者采访时深情说道。

当日，在渝中区双钢路社区会议
室，年满83岁的郭庆弟精神矍铄、神采
奕奕。“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
党员，退休后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力所
能及地为社会做点事，是应该的。我的
工作很平常，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是这
样做的。”郭庆弟说。

岁月悠悠，时间可证。
1958年，郭庆弟从辽宁鞍山来到

四川，参加涪陵保铁小组；
1976年，重庆钢铁设计院派遣郭

庆弟到攀枝花钢铁公司重庆院设计队
参加现场设计和施工服务工作；

1985年，郭庆弟回到设计院组织
攀枝花钢铁公司二期、三期设计；

1998年，已退休的郭庆弟返聘继
续工作；

2017年，郭庆弟结束了钢铁设计
工作；

2018年，年满80岁的郭庆弟加入渝
中区双钢路社区科普志愿者服务行列
……

半个多世纪以来，郭庆弟从东北到
西南，始终勤奋工作、谦逊做人、低调做
事，舍小家、为国家，展现了一位老共产
党员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高尚情怀，
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无私奉献、报效国家
的使命担当。

热血青年投身钢铁设计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进入
大炼钢铁时代。此时的郭庆弟正在鞍
山第二钢铁工业学校学习。

“从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了鞍山黑
色冶金设计院从事钢铁设计工作。”郭
庆弟说。当年，为了响应“全民大炼钢
铁”的号召，郭庆弟提前结束了本该为
期一年的鞍钢劳动，来到四川开炉组。
到达成都后，他被分配到涪陵专区参加
保铁小组工作。

为了支持大西南钢铁建设，1958
年8月23日，冶金工业部决定将鞍山
黑色冶金设计院由辽宁鞍山迁往重庆。

当年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迁往重
庆一事，郭庆弟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8年9月23日，一列搭载800余人
的专列从东北驶往重庆，10月4日到
达重庆嘉陵江畔黄花园。

从此，重庆钢铁设计院扎根在了嘉
陵江畔，渝中区双钢路也由此得名。

当时，由于郭庆弟是提前到达涪陵
的，生活用品全部在鞍山。新组建的
重庆钢铁设计院（以下简称重庆院）要
求所有在外地出差的人员，年底前必须
到重庆报到。接到通知后，郭庆弟立刻
写信让父母将衣物、书籍等送到鞍山黑
色冶金设计院搬家组，由他们统一运送
至重庆。

1958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
日，郭庆弟和保铁小组的同事们一起乘
船从涪陵出发赶往重庆。

“船行至长江长寿段大雾弥漫，客船
只能停靠江边等雾消散。”郭庆弟回忆，
他和同事们到达朝天门码头已是1959
年元旦凌晨了，他们穿行在山城的巷道
中寻找旅馆，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巷道，终
于找到了一家“建设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郭庆弟乘坐公交汽车，辗转
好几次才找到了黄花园旁边的重庆院。

此后，郭庆弟在重庆“落地生根”，
他在涪陵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在这里安
家育子，还顺利完成了北京钢铁学院五
年函授本科学业。

风华正茂专注攀钢建设

在位于双钢路的郭庆弟家里，阳台
上放着一个斑驳破损的小板凳，那是郭
庆弟在参加攀钢建设时期工人做的板
凳，他回院时带回来，留到现在作为纪
念。

“看见这个小板凳就像是看见了当
年在攀枝花建设的火热岁月。那时我们
人人都有一个小板凳，出门就带上它。
哪里要放电影，就用板凳占个座，晚上和
家人一起去看。”郭庆弟动情地说：“那个
年代，看电影是攀钢建设者唯一的文娱
活动，也是重院人最快乐的时刻。”

1976年，郭庆弟作为重庆院技术
人员，携妻带子定点在攀钢重庆院设计
队建设攀钢，这一去就是8年。郭庆弟
和团队人员，先后参与了攀钢一期、二
期、三期建设。

郭庆弟来到攀钢时，一期建设处于
收尾阶段，高炉已经投产，但还存在不
完善的地方需要技术人员进行补充设
计和施工服务。他们深入车间调查研
究完善设计。

到了1987年，攀钢开始筹建4号高
炉，重庆院决定自主开发、设计高炉计算
机控制系统。郭庆弟被委以重任，担任
攀钢4号高炉三电组组长，带领8名技术
人员顺利完成了重庆院首个高炉计算机
控制设计项目，这在当时是国内首例。

苦心人，天不负。郭庆弟团队吃住
在工地15个昼夜，经过反复调试确认，
1989年9月，攀钢4号高炉正式投产，
此举加快推动了中国钢铁事业现代化
发展。

经过50年的建设和发展，攀枝花
钢铁目前是我国西部最大、中国重要的

钢铁生产基地。

老骥伏枥志在走向世界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应用风起
云涌。

重庆院决定成立计算机应用工作
小组，由郭庆弟担任组长，组员主要从
各科室熟悉计算机的人员中抽调，负责
计算机的推广和应用。

“为鼓励大家用计算机，电脑绘图
每张奖励3元，手动绘图没有奖励。”郭
庆弟说。重庆院计算机从最初的多人1
台，变为5人1台、3人1台，直到1人1台。

2003年，重庆院改制为中冶赛迪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赛迪），成为中
国五矿集团所属中冶集团的核心子公司。

2008年，中冶赛迪承接美国北美
SNA钢铁厂高炉改造工程。郭庆弟再
次以副总工程师的身份出征美国。这
一年他年满70岁，也是他返聘回单位
的第10个年头。

SNA钢铁厂高炉改造工程通过设
计审查后，美方要求中冶赛迪派一名技
术人员到美国做设计联络。郭庆弟和
一名翻译被派遣到SNA钢铁厂，向美
方和施工方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时
也为公司设计人员收集测绘现场资料。

在美国的4个多月里，SNA钢铁
厂提出的所有问题，郭庆弟都尽心尽力
一一解答。

而今，中冶赛迪已由一家专业化的
钢铁设计院发展成为集应用基础研究
和应用技术研发、整体解决方案、工程
设计等于一体的国际化大型工程技术
集团，这背后凝聚了像郭庆弟等一大批
老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

工作退休 初心不退

从单位退休多年的郭庆弟，仍然心
系社区。2018年，他成为渝中区双钢
路社区的一名科普志愿者。

在双钢路社区，工作人员刘娟拿出
郭庆弟编辑的《微信学习材料》《智能手
机学习资料》等科普辅导材料，刘娟告
诉记者，这是郭庆弟专门为老年人编写
的智能手机使用手册。在手册中，郭庆
弟把智能手机软件中常用符号及含义、
操作步骤等内容，用图说的形式，一一
进行了详细解说。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和微信的老年人，只要对照操作手册，
就能快速学会操作。

“郭老自从担任我们社区科普志愿
者以来，坚持每周星期二下午来社区参
加手机学习班，辅导老人如何使用智能
手机、如何使用微信、如何上网聊天
等。”双钢路社区党委书记杜贤利说。

据杜贤利介绍，2020年新冠肺炎
疫情前，社区每周上一次电脑课，为老
年人进行电脑基础知识培训。疫情发
生后暂停了社区培训。郭庆弟自担任
科普志愿者以来，只要社区有安排、老
年人有需求，他一次都没有缺席过。

“作为一名老党员、科技工作者，虽
然自己工作上退休了，但初心不能退、
责任不能退，服务群众的愿望不能退。”
郭庆弟说。

几十年来，郭庆弟养成了主动做事
的习惯。他担任社区科普志愿者，一不
图名，二不图利。他说：“能在有生之年
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发挥点余热，
是我的责任，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郭庆弟，1938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
西丰县，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原重庆钢铁设计院副总工程
师。从事冶金科技及工程勘察设计工
作长达50多年，先后担任重庆钢铁设
计院技术员、副总工程师，攀枝花钢铁
公司重庆院设计队副队长、队长，中国
金属学会炼铁学会首届理事、重庆金属
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曾荣获攀钢二
期工程建设先进个人、一等奖；冶金行业
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退休后在
重庆市渝中区双钢路社区从事科普志
愿者工作。

▶郭庆弟在攀西炼钢工程现场。
受访者供图

▼郭庆弟在双钢路社区科普讲座上
授课。 双钢路社区供图

一生专注钢铁事业 退休也要贡献余热
——专访原重庆钢铁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郭庆弟

重庆科技报记者 刘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