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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运行一周年之际，中国 500 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捷报频传：基于

FAST 数据发表的高水平论文达到 40 余篇，

快速射电暴成果入选《自然》杂志公布的

2020 年十大科学发现，发现的脉冲星总量

突破 240 颗……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FAST，坐落于贵

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这里群山环

绕，人烟稀少，方圆 5 公里为“静默区”，进趟

城要两个小时车程。尽管条件如此艰苦，

仍有一群年轻的“探天者”在这里默默坚

守 。 他 们 平 均 年 龄 34 岁 ，整 个 观 测 基 地

100 多人中，35 岁以下占 77%。

建好之后更要用好，守护“天眼”，这群

年轻人担子不轻。他们是如何让凝聚无数

人心血的国之重器稳定可靠运转的？一起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数据中心运维工程师黄梦林：
“在大山里探索宇宙星

辰，想想也挺浪漫”

2011 年，即将从贵州大学毕业的黄梦

林，面临一个抉择。此前围绕部分专业，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跟贵州大学、贵州师

范大学等高校签订联合培养协议，为守护

FAST 提前布局，计算机专业的黄梦林恰好

符合要求。

“听过 FAST 没？”

“那是做什么的？”

“国家天文台在贵州建设的射电天文

望远镜！”

虽然听起来有点陌生，但计划读研的

她还是被吸引了，“‘天文台’这 3 个字，听起

来就很让人心动。”黄梦林果断报了名。同

年 9 月，她顺利赴京深造。

学习期间，黄梦林也去过观测基地。“那

时候还在开挖，只能看到大概的雏形，晚上

睡在临时搭的板房里。”黄梦林说，因为路况

差，稍长一点的挂车，开到基地都费劲。

2014 年 7 月毕业后，黄梦林留在 FAST
工作，承担 FAST 数据中心相关工作。从申

请到招标，从建设到维护，处处有她的身

影。读取、处理、传输、维护，虽然几乎每天

泡在数据里，但黄梦林干得很起劲，并不觉

得枯燥无聊，“这些数据，可能隐藏着某种

未知答案。在大山里探索宇宙星辰，想想

也挺浪漫。”

每次观测，她都要时刻注意维护数据

中心正常运转，保障数据安全，“一不能断

电，二要确保网络畅通，三要提前申请扩充

存储空间，这关系到 FAST 能否持续正常观

测。”观测时，如果发生反射面不动、馈源舱

不稳等情况，导致观测数据有误，她要负责

将其从整个数据流中剔除。“数据就是宝

贝，事关后续研究，跟它们打交道，不能有

一丝一毫大意。”黄梦林说。

每次观测结束，一直等到数据传回，项

目负责人确定没有问题，黄梦林悬着的心

才放下来。“用户是否满意、观测是否顺利、

数据传输是否及时，都必须全力以赴。”黄

梦林说，一次次的完美配合，让她感到与同

事们之间的凝聚力更强了。在相对封闭的

大窝凼里长期坚守，黄梦林一点不觉得苦，

反而觉得是种相互成全。

每次在电视上看到 FAST，远在安徽老

家的父母都特别自豪。“打电话时，能从声

音里听出来。”黄梦林说，“家人的支持，也

是我做好工作的动力。”

2018 年，黄梦林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

幸福，爱人是朝夕相处的同事。“这里有喜

欢的工作、和谐的氛围和喜欢的人，我从来

没有想过要离开。”黄梦林说，“只要 FAST
出成果，就有我们一份功劳，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把它照顾好！”

促动器运维工程师雷政：
“与 FAST 一起成长，我

感到很充实”

FAST 的 索 网 由 多 少 根 主 索 组 成 ？

6670 根。

索 网 上 铺 设 了 多 少 块 反 射 面 单 元 ？

4450 块。

如果将 FAST 比作眼睛，它是如何实现

灵敏转动，精准接收电磁波的呢？“通过控

制促动器来牵引索网变形，改变反射面单

元形成抛物面来完成。”FAST 促动器运维

工 程 师 雷 政 的 回 答 ，专 业 中 透 着 自 信 。

FAST 有 2225 个促动器，其技术指标和性

能，雷政早已了然于胸。

2010 年，雷政本科毕业，进入一家不错

的企业工作，一年半时间就当上了公司的

车间工艺室主任。大家都觉得他前途一片

大 好 ，然 而 雷 政 却 另 有 一 番 打 算 —— 去

FAST 项目工作，做更有意义的事。“虽然报

名的时候 FAST 正在建，但一听到介绍里的

‘中科院’‘大科学工程’‘世界第一’等这些

关键词，还是很心潮澎湃。”

雷政学机械电子工程出身，与 FAST 反

射 面 系 统 建 设 需 求 专 业 对 口 。 当 成 为

FAST 团 队 的 一 员 时 ，他 坚 信 自 己 走 对 了

路：“刚来这里就参与望远镜主动反射面系

统相关工程的现场施工跟踪，参与圈梁、索

网、反射面板等的建设，真是让我开了眼。”

成长的路，与 FAST 同步。FAST 从设

计到施工，在开足马力建设的同时，雷政也

抓住机会继续深造。“我也想像这里的前辈

那样，成为一流行业人才，为 FAST 做更多

贡献。”

2016 年 9 月，FAST 项目主体工程建设

完工，同年雷政成功考取了中科院研究生，

前往北京学习。2017 年 7 月，他回到 FAST
现场参与望远镜调试，重点参与促动器的

运行与维护。

促动器是望远镜中运动频率较高的设

备，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性能会逐渐下

降。若不做好维护与升级工作，最终将会

降低望远镜观测的灵敏度，就如同眼睛无

法聚焦看清事物一样。

“有的促动器在悬崖边上，维护时只能

趴在地上，伸出一只手拧螺栓，维护一台促

动器少则两个多小时，多则一上午时间都

不够。”雷政说，由于抢修时会用到电子设

备，为减少电子设备对观测的干扰，大家只

能与时间赛跑。

如今，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新的促

动器陆续研制成功。“第二代样机已超过

500 天 没 发 生 故 障 ，目 前 已 投 入 使 用 670
台，第三代正在厂内进行测试。”雷政说，作

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FAST 的许多工

作是开创性的，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一种探

索，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与 FAST 一起成长，我感到很充实！这种

工作状态正是我想要的。”

测控工程师孙纯：
“这里就是我的家”

在大窝凼，从 FAST 的图纸设计到建成

使用，许多年轻人一直参与其中，对 FAST
有着很深的感情。FAST 测控工程师孙纯

就是其中之一。

2012 年毕业后，孙纯开始参与 FAST 建

设，负责反射面综合布线设计，在洼地敷设

电缆及光缆。“它们的作用是给望远镜各控

制节点提供电能及传输控制信号，是望远

镜的‘血管系统’。”孙纯介绍。

2014 年 3 月，工程施工时，孙纯赶赴观

测基地，开始长期的驻场工作，基地当时长

期驻场的工程师中，只有她一位女性。“那

时这里还没通高速，早上从贵阳出发，下午

才到，全是弯曲的山路。”孙纯说，她在这里

住了两年半的板房，直到 FAST 竣工。

“望远镜有多大，敷设的线缆网络就有

多大！”孙纯说，这些线路一般都要埋在地

下，遇到坚硬的岩石，只好费些功夫，架桥走

明线。当时孙纯每天都要漫山遍野地奔跑

在各施工现场检查电缆、光缆敷设情况，“每

天戴着安全帽在山里走，经常浑身湿透。”

严格施工，带来超预期目标。自 2020
年 1 月验收以来，FAST 观测服务超 5200 个

机时，超过预期设计目标近 2 倍。

FAST 建成后，因工作需要，孙纯变动

过几次工作岗位，做过望远镜总控硬件维

护、总控软件调试、天文观测及安排观测计

划等，无论在哪个岗位，她都任劳任怨，“我

就把自己当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015 年，孙纯在 FAST 工程现场遇到人

生伴侣，两年后有了宝宝。单位考虑到她

要照顾家庭，便把她调动到不需要值夜班

的观测计划相关岗位，为申请观测项目提

供申请、评审、时间安排等服务。孙纯依旧

把工作做到细致入微。“安排好观测计划，

让望远镜合理高效工作，不浪费时间，才能

更好地为科研服务。”孙纯说。

从施工到运维，在 FAST 身上，孙纯倾

注了很多感情，遇到再大困难，也从未想过

离开。“这儿就是我的家，如果离开这里，就

像离开自己的孩子不管，那怎么行！”孙纯

说，“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我也希望凭

自身努力，为家乡和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电气组工程师唐佳佳：
“想成为南仁东老师那

样的人，为国家做点贡献”

几年的尝试与磨合，FAST 观测基地的

工作队伍愈发稳定。近年来，越来越多 90
后加入其中。唐佳佳就是其中之一。他进过

外企，干过养殖，最终还是选择来到这里。他

说，自己是受南仁东教授影响。

“记得是 2018 年，电视里在播南老师的

事迹，没想到看着看着，眼泪就唰唰流下来

了。”唐佳佳说，自此以后自己就迷上了“天

眼”，“想成为南仁东老师那样的人，为国家

做点贡献。”

2019 年 2 月，唐佳佳如愿以偿，来到基

地，负责供电保障工作。2019 年 9 月以前，

基地观测用的是单路 35 千伏线路，又叫克

射线。考虑到望远镜的正常运转，当地决

定再增设一条 10 千伏的使用线路，即塘射

线，作为备用电源，以应对突发情况。

两 股 线 要 并 网 ，只 能 赶 在 断 电 时 施

工。为尽可能加快施工进度，抢回观测时

间，唐佳佳和同事们与当地供电局的职工

加班加点赶工。“早上 6 点多开工，有时要一

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吃饭直接在施工现

场解决。”最终，从设置参数到调试验收，短

短 5 天，观测基地的任务全部完成。

喜 欢 琢 磨 的 唐 佳 佳 ，从 不 让 自 己 闲

着。调试阶段时遇到极端天气，许多设备

极易跳闸，只能到设备所在地人工检修，一

趟下来得花两个多小时，非常影响正常观

测。经过一番研究，唐佳佳和同事们将设

备改造成延时脱扣跳闸，既减少跳闸次数，

安全性又未下降，还保障了观测时间。

工作之余，唐佳佳和同事们一起打打

球、散散步、听听相声，偶尔到 20 多公里外

的 镇 上 聚 聚 餐 ，日 子 过 得 平 凡 但 有 滋 有

味。在大山里待了快两年，唐佳佳一点不

觉得闷：“这里的工作氛围非常好，认识这

些同事是我的幸运。”他特别喜欢吃香蕉，

有的同事就特意从餐厅带两根，一根自己

吃，一根留给他，这让唐佳佳感到很幸福。

为基地新建的数据中心保障电力、协

助 同 事 们 安 装 调 试 振 动 检 测 装 置 …… 眼

下，唐佳佳的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满满当

当。“只有不断摸索，不断尝试新东西，才能

一直保持新鲜感，不断学到新内容。”他说。

今 年 4 月 1 日 起 ，FAST 将 对 全 球 开

放 。 其 超 高 的 灵 敏 度 ，势 必 将 拓 展 人 类

的 宇 宙 视 野 ，帮 助 人 们 探 索 全 新 的 未 知

世界。

探索星辰宇宙，建设国之重器，他们在群山深处追梦—

守护“天眼”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汪志球 苏 滨

朋友毕业后入职一家国企，工作

不到两年，却萌生了离职的想法。他

告诉我，刚进公司时，自己也是想着能

大展拳脚有所作为，但领导交给他的

却都是一些小事，巨大的心理落差让

他打起了退堂鼓。

初入职场，不少年轻人都会面临

这样的困境：象牙塔里，个个都意气风

发。但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却往往不

得不接受现实：激烈的竞争挫了锐气、

庸常的生活耗了朝气、角色转换的不

适应磨平了心气。

每一颗种子被播撒进土壤时，都

带着开花的梦想，但在破土而出之前，

它们要随时准备着承受烈日炙烤、寒

潮侵袭，要面对无数的风雨。经不住

考验者，永远埋在了土里，而那些奋力

向下扎根、时刻汲取养分的种子，则终

有一天会绚丽绽放。

初入职场者，应当学着做一颗种

子，沉下心、扎下根，积蓄能量、厚积薄

发，才能在机会来临时脱颖而出。

接受自己的“平凡”。不想当将军

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没有经年累月

的作战经验，士兵绝不可能当上将军，

充其量是纸上谈兵的赵括。同样，初

入职场者犹如一张白纸，对自己承担

的工作不可能立即得心应手、驾轻就

熟，必然要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

够胜任。要放低自己的期望值，从最

基础的工作内容学起，向身边每一个

比自己工作经验丰富的人虚心求教，

才能逐渐进入状态，在不断磨炼中成

就“不平凡”。

坚信干小事蕴含的价值。刚参加工作时，年轻人往往会

被安排做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看似鸡毛蒜皮、枯燥乏味、没

有成就感，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你就会渐渐发现，只

要全身心投入坚持去做好每一次工作，也一样可以积累经验、

增长本领、丰富阅历。纪昌学射，先要用两年时间练习锥尖刺

于眼皮而不眨眼，又要用三年时间练成视虱子之小如车轮之

大。这个故事虽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道理却是相通的。

初入职场者千万不要眼高手低，要沉下心来、从小事干起，练

好基本功，才能等到“铁杵磨成针”的一天。

不断积蓄向上的力量。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比的不仅是

速度，还有耐力。当你越过起跑线，发现前方已身影重重时，不

要灰心丧气，长路漫漫，还有足够的时间供你调整状态。要相

信，初入职场的失意、迷茫，只是暂时的。只要放平心态，从工作

中汲取经验教训，等你度过这段平台期，就会发现一切便豁然开

朗，当初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也可以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在最美好的年纪，初入职场的你可能并没有感受到诗和

远方，反而在各种压力下心绪波动，但请不要让一时的情绪模

糊了奋斗的底色，不要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要坚信，只要

把根基扎牢、坚持顽强生长，你积蓄的能量有一天一定会喷薄

而出、令人刮目相看。

积
蓄
向
上
的
力
量

徐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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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 31 日，我们铜岭村村党群活动中心里，聚齐了 106
名村民“股东”。讲台上，整整 80 万现金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我

们村集体合作社第一次按股分红。当我宣布分红的喜讯，现场不

断响起掌声和叫好声。

27 岁的我，看着台下这些叔叔婶婶、爷爷奶奶对我投来信任

的目光，不禁百感交集：回家乡与乡亲们一起干，我做对了！

2014 年 8 月，我从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毕业，在一家电子科技公

司上班。工作没多久，我突然接到了老家铜岭村党支部书记马力

的电话，他说：“村里缺少年轻人，在外面打拼，还不如回村创业带

着大家一起富起来，农村的天地很广阔。”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在

外工作了一年多，只有踏上家乡的土地，心里才踏实。经过和家人

慎重商量，21 岁的我回到了家乡。

回村后，我日思夜想，怎样让家乡美起来、富起来。我到黄陂、

襄阳、枝江等地“取经”，2016 年 6 月，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凑

钱首期流转了 400 亩土地，凭着自己对本村本土的了解，依照山川

地貌的特点，绘制了一张铜铃岗蔬菜主题公园草图。依照这张“规

划图”，我们一步一步埋头苦干，把荒山变成了花园，把花园变成了

城里人爱来的游乐场，越来越多的人议论：“这个年轻人，是真想干

事！”

眼看得到村民的认可，我乘势提出，由村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

社，实行“村委会+发起人+村民”的股份分配模式，村委会占股

25%、发起人占股 26%、村民占股 49%，既解决发展资金问题，又能

激发村民齐参与。经过党员大会、党小组会、村民代表会议等民主

决策，最终村两委同意由我创办专业合作社，负责合作社各项事

务。2016 年 9 月，铜铃岗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先后有

106 名村民入社。

2018 年 3 月，铜铃岗蔬菜主题公园正式运营，当年接待游客

10.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00 万元。2018 年底，村两委换届，我

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一度让旅

游按下暂停键，但作为村支书，我一方面带领大家坚决做好防疫工

作，另一方面紧锣密鼓地继续做好铜铃岗、梅园项目的开园准备工

作。4 月，春暖花开，村集体产业铜铃岗蔬菜主题公园项目开业即

火。虽然因为疫情损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但 2020 年全村接待游

客数仍超过 30 万人次，实现年收入 650 万元，全村 62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脱贫。

看着家乡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富裕，我心中的自豪感无以言

表。我是铜岭村的儿子，我属于这片土地，我乐意在这片土地上绘

制我的人生画卷。我相信，铜岭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作者为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铜岭村党支部书记，本报记者田

豆豆采访整理）

我回家乡当支书
马 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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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雷政（左）在查看促动器。

资料图片

图②：孙纯在天眼总控室处理数据。

资料图片

图③：黄梦林在检查数据中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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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唐佳佳在检查电力设备。

本报记者 苏 滨摄

图⑤：FAST 全景。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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