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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钟声敲响，家住天津市津南区双新

街道新景园小区的李佳怡和邻居们挥舞着国

旗，欢呼着走出小区，“此时此刻，心里只有感

动和喜悦！”

1月 8日，津南区突发新冠疫情。不久，津

南全域划定为防范区，新景园小区便在防范区

内。疫情发生后，李佳怡主动报名，成为社区志

愿者，负责居民核酸筛查登记、扫描身份信息。

为保证扫描手机正常工作，她用双手紧紧焐热

手机；一天下来，手脚常常被冻得厉害……

“我们一家好几个志愿者呢！”李佳怡的

姥姥于日兰今年 70 岁、26 年党龄，负责维持

核酸检测通道秩序；姥爷王胜利 77 岁、37 年

党龄，负责医务室卫生清理；妈妈王倩，负责

接听社区热线电话……一家四口齐上阵，“这

个年过得太有意义了！”

家住万盈家园社区的李广永是名医生，

刚刚结束援非任务的他也加入志愿者队伍，

承担起核酸检测筛查任务；昆兰苑社区的项

琳和边嵘夫妻俩，此前一直没有拍婚纱照，却

在志愿服务期间留下了身穿防护服的珍贵合

影；欣盛家园社区的李春花承担起为空巢老

人等群体采购生活物资的任务……

“整个街道有 1200多名志愿者主动报名加

入。”双新街道宣传文化办公室负责人张丽说。

2019年，津南区成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区。双新街道以此为契机，建起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干部走下去、问题兜上来、件

件有回应”成了为民解难的长效机制。从街道

党员到退休干部，从教师到文艺工作者，从草

根作家到律师……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服

务队伍。如今，有 16 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团

队、700多名志愿者活跃在这里。

“志愿服务新风尚，让我们充满力量和信

心，去面对基层治理之路上的一个又一个新

考题。”张丽说。

天津双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团队——

干部走下去 事事有回应
本报记者 李家鼎

“春节假期第一天，我们就接到了生产

9Ni 钢的任务，感觉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炉火熊熊，轧机轰鸣，这个春节，山钢集团日

照公司炼钢厂转炉乙班炉长李海峰和班组成

员，一直奋战在生产一线……

9Ni 钢 是 一 种 镍 含 量 为 9% 的 合 金 钢 ，

在 极 低 温 度 下 具 有 良 好 韧 性 和 高 强 度 ，主

要用于制造大型 LNG 液化天然气储罐，是

高 技 术 含 量 、高 生 产 难 度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

目 前 ，国 内 只 有 少 数 钢 铁 企 业 具 备 批 量 生

产能力。

去年，山钢集团发挥产销研一体化优势，

克服诸多生产技术难题，成功向客户交付了

首批 9Ni 钢。李海峰和他的班组成员参与了

这批 9Ni 钢的研发生产，积累了大量实践经

验。因此，虎年第一单 9Ni 钢生产任务，交到

了他们手中。

调 整 过 程 控 制 参 数 ，确 保 钢 水 均 匀 升

温……生产过程中，李海峰一刻不敢放松。

“新年有两个愿望：一是通过技师工 作 室 ，

培养更多年轻人成才；再就是能炼出更多高

端钢。”

春 节 期 间 ，山 钢 集 团 共 承 揽 客 户 订 单

120.6 万吨，内销发运钢材 18.98 万吨。山钢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军介绍：2021 年，山

钢集团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高端产品、高端客户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多

个异型钢产品系列填补国内空白，耐低温型

钢、高强韧风电用钢等优势特色产品打入国

内外高端市场。

山钢集团职工李海峰——

炼高端钢材 拓高端市场
本报记者 肖家鑫

正 月 初 六 ，辽 宁 省 阜 新 市 彰 武 县 老 虎

村。赵向党透过窗户望着牛棚，老伴儿梁淑

华屋里屋外忙活着，一边顾着灶上的豆腐，一

边把豆渣制成的豆饼喂给牛吃……

4 年前，赵向党突发脑血栓，每年治病要

花两三万元。靠着种玉米，十年九旱，家里一

年收入不过 2500 元，外债欠了 10 多万元。赵

向党成天戴着墨镜、板着脸，谁来也不理。

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张旭也愁。这些年，

张旭靠着养牛先富了起来，成立了辽宁伟佳

肉牛养殖合作社，乡亲家有困难，他都会帮一

把 。“可 是 我 个 人 能 力 毕 竟 有 限 ，帮 不 了 长

久。”张旭说。

2018年，张旭找到了帮手。国网辽宁省电

力有限公司为合作社量身打造了棚下养牛、棚

上发电的集约发展方案。很快，阜新供电公司

作为属地单位派驻工作队到老虎村，合作社牛

棚上的光伏发电板相继安装到位，并网发电。

中午阳光正好，黑色的光伏发电板整齐

排列在牛棚的坡屋顶上。老虎村驻村第一书

记、彰武县供电公司工会主席才宇新介绍，发

电的收益一部分用于购置母牛，发放给具备

劳动能力的困难户；另一部分以分红形式帮

困难群众增收。

乡亲们还提出更多问题：品种怎么选、饲

料怎么配、疫病怎么防、市场怎么闯？公司升

级服务，又先后在村里建设了“旭光”农家书

屋、电商中心、医疗扶贫健康服务站。书屋提

供 7000 余册种植、养殖、政策等各类书籍；村

民 不 仅 可 以 买 书 ，还 可 以 在 书 屋 听 专 家 授

课。健康服务站检查设备直接联网辽宁电力

中心医院，村民可以远程问诊。

“肉牛产业带动，光伏发电扶贫，“旭光”

书屋补脑，电商平台助农，健康服务站护航。”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才宇新思路越来越

清晰。赵向党看着自家的牛棚笑得合不拢

嘴，眼里充满希望：“2022 年收入 5 万元不成

问题，2023 年棚里就能有 20 头牛了！”

国网辽电助力老虎村发展——

牛棚上发电 产业促增收
本报记者 胡婧怡

“了不起，舍不得，但更重要的任务——杭衢高

铁项目部，还盼着‘昆仑号’咧！”前不久，看着已经

共同工作近一年的“老伙计”，中铁十一局集团福厦

高铁湄洲湾大桥架梁项目经理王博眼中流露出不

舍；回想起与“昆仑号”相处的一幕幕过往，王博除

了感慨一路走来的艰辛，还满怀自豪与期待……

“‘昆仑号’为加快西部特殊地貌铁路建设，

以及中国高铁时速全面站上新台阶打通了铺架

关键技术环节，也是科研人员突破自我、奋力攻

关的一次尝试。”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汤友富说。

“‘没干过’更要‘敢挑
战’，要把前沿创新的大项
目变成淬炼人才的好平台”

“昆仑号”究竟厉害在哪？“这个距地面 35 米

高、长 116 米的‘大家伙’，提着 1000 吨重、40 米长

的巨型简支箱梁，相当于 200 头成年亚洲象的重

量。这个重量，普通的运输车载不下，火车头拖

不动，起重机拉不起，但咱们‘昆仑号’在高空提

着它，稳稳的。”铁五院铺架技术及装备研发中心

常务副主任、“昆仑号”研发设计项目技术主要负

责人万鹏自豪地说。

2006 年以来，我国高铁桥梁建造普遍采用重

900 吨、长 32 米的简支箱梁。这些 900 吨的“大块

头”可是“大功臣”：正是得益于这些看似巨大积

木的箱梁及成套建造技术，中国高铁运营里程才

能迅速跃升并稳居世界第一。

然而，在更快速、更低碳、更经济的目标下，

箱梁标准必须实现从 32 米到 40 米及更大跨度的

跨越。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必须破解路桥隧频

繁转换、运梁过隧、大坡度小曲线等架设难题。

2016 年，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铁路大跨度简支箱梁建造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组成立。铁五院主攻运架一体机的研发。

消息传回铁五院，大家兴奋伴随着忐忑……

一位已退休的老专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咱院懂

结构的人不多了，扛得下这个重担吗？别看长度就

增加 8米，结构难度可是几何量级地增长！”

“箱梁拉长 8 米、增加 100 吨，不是为创新而

创新，这是中国高铁建设必须突破的难题。”铁五

院总工程师、铺架技术及装备研发中心主任、“昆

仑号”研发设计项目负责人谌启发说。

“‘没干过’更要‘敢挑战’，要把前沿创新的

大项目变成淬炼人才的好平台。”汤友富说，60 多

年来，铁五院伴随中国铁路迭代升级，“拿下这个

项目，能帮我们抢占新一轮高铁创新的先机！”

“对科研人员来说，图纸
不应该躺在档案袋里，咱的
目标是画进山川、改造山川”

集结号吹响！全集团三个子公司、两个专业

院立即选调 20 多名专业能手，组成多学科课题

组；铁五院副总工程师梁志新担任项目设计总师，

王治斌、万鹏担任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铁五院

主楼 6层的会议室，变成了课题组常驻大本营。

2018 年初，铁五院提交的下导梁后抽式架桥

机方案顺利通过评审，梁志新却失眠了好几夜：

采用下导梁设计，尽管架设能力提高了 100 吨，

可架桥机自重比预期增重了 400 多吨，应用场景

受限。“技术参数没问题，但是经济性有缺憾，很

可能被市场冷落。”梁志新向谌启发说出担心。

“设计叫好”不代表“市场叫座”。研发即将

进入样机生产阶段，架桥机交付时间也只剩几个

月，现在返工来得及

吗 ？ 业 主 单 位

会允许吗？如果方案推倒重来，课题组这一年多

的夙夜为公又算是什么？

关键时刻，汤友富拍了板：“如果新方案更理

想，当然要大胆一搏，我去向上级单位争取。请课

题组也转变思路，咱们两种设计都申请专利！”

2018 年 7 月，收到上级公司的批复，铁五院召开课

题组大会，启动上导梁运架一体机的技术设计。

承担着技术决策压力的梁志新哽咽了，内心

无限感慨：“追求完美是挑战，更是担当。”导梁由

“下”变“上”，看起来是由“举”到“提”的动作

变化，却意味着数以万计的重新演算。

课题组年纪最小的蒋中明愣了一

下，他看向自己的办公桌：400 多页的

方案计算书已经完善了 10 多遍，仅

主 梁 图 就 存 了 150 多 版 ；全 部 A3
图纸堆齐至少有 10 米高……这

一次，要全部重来。

再次担任项目负责人的王

治斌暗下决心：“如果只追求课

题顺利结题，我们永远是跟

随者。对科研人员来说，

图纸不应该躺在档案袋

里，咱的目标是画进山

川、改造山川！”

“所有的努力，只为不留遗憾。”谌启发是项

目负责人，也是思想引路人，他安慰大伙：“研发

人员最大的不甘，不是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设计

好产品；而是明明有机会，却因‘差不多’心态与

最佳方案失之交臂！”

会议室里，不少人红了眼眶；没人离席，没人

说话，大家各有所思，然后不约而同地打开电脑

……会议室里只有此起彼伏的鼠标点击声。

“力量不能减，自重持续降”，这样的目标把

负责主梁设计的罗九林逼到没有退路。罗九林

带领团队 8 次完善设计，仅主梁重量就比原来减

轻了 60 吨，堪称在挑战极限中追求完美……

再次“交卷”，课题小组仅用 3 个月，就将“昆

仑号”总重从 1450 吨降至 975 吨，令专家们感叹

“意外”和“惊喜”！

“它凝聚着产业链上数
百名研发者的心血。这不
仅是台架桥机，也是大国重
器的‘代言机’”

要解决的困难如连绵的山峰，一个接一个！

“‘昆仑号’主梁结构所用的 GT785 钢材强度

非常之高，常规焊接工艺难以解决焊缝开裂等问

题。”设计团队不仅请来钢铁研究总院等业内专家

出谋划策，更直接“驻厂办公”。2020 年 4 月 8 日，

武汉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制，90 后设计员朵君泰

搭乘首趟高铁直奔中铁十一局汉江重工，一待就

是半年，找到一套工艺工法，确保“钢衣无缝”。

由于关键零部件全要非标定制，设计团队求

助于五湖四海：协同福建漳州龙溪轴承厂完成关

节轴承制造，在高度降低 25%的基础上，轴承可

承载 1200 吨压力和 200 吨拉力，实现 3 个维度旋

转，保证“昆仑号”灵活行走；招揽贵州前进合作

研制小直径、大承载轮胎，将最大轴重从 23 吨提

升至 30 吨，满足“昆仑号”重载需求；联合宝武钢

铁研发新材料 GT785 钢材，将主要结构受力件板

材厚度保持 50 毫米，强度和冲击功率却提高至

785 兆帕、120 焦耳，使“昆仑号”主梁力量强大、

韧性十足。

交付技术方案的最后时刻，课题组加班连轴

转。刚谈恋爱的蒋中明，顾不得花前月下，整天泡

在办公室，实在困倦时就拿两把椅子在墙角一拼，

和衣小憩；万鹏有一次清早起床赶图纸，恶心眩晕

直接被 120送去医院，拍了片子又赶回办公区……

最后一次集体加班到凌晨两点，大家发现梁志

新突然消失了；年轻人刚心疼“梁总也有撑不住的

一天”，便看他抱着一摞方便面出现在了会议室门

口……梁志新一边给大家泡面，一边语重心长地

说，“咱们手中的图纸，可不仅仅是五院的‘宝贝’，

它凝聚着产业链上数百名研发者的心血。这不仅

是台架桥机，也是大国重器的‘代言机’！”

然而，好事多磨。2020 年 6 月 20 日，福厦高

铁湄洲湾大桥建设现场，“昆仑号”在启动第一片

梁架设时就遭遇了不顺。

主梁明明在前推，但主控台上主支腿的传感

器却骤然变红报警，“昆仑号”瞬间停摆！角度测

算有偏差，还是受力系统设计有误？站在架桥机

下，万鹏心急如焚，对照计算模型一遍遍检查，始

终找不到突破点，眼睁睁看着“昆仑号”陷入“启

动—报警—停机—再启动”的死循环……抱怨声

退去，工人撤场，架桥机下独留万鹏一个人，背影

萧索，工服湿透，影子随着夕阳西下越拉越长，脑

海中过往的一幕幕不断闪现……

决不能前功尽弃！当晚 10 点，万鹏一人爬

上了 40 米的桥面，对照设备一遍遍过图纸，一直

干到凌晨 3 点。“结构设计没有问题，只能是油缸

里的液压平衡阀选得过于保守，导致吊梁小车横

移不畅。”万鹏斩钉截铁。

6 月 22 日一早，平衡阀改换成液压锁的“昆

仑号”，正式复工。万鹏钻进架桥机的“肚子”里，

向司机发出指令，“启动！”

“昆仑号”稳稳前移，40 分钟后第一片梁成功

架设完毕！现场沸腾了……

“这是全新的中国力量与中国速度。”几乎三

夜没有合眼的万鹏，眼眶发酸，“‘昆仑号’在中国

人手中横空出世，也定能带着中国智慧，阅尽人

间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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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 2021 年，世界首台千吨级高

铁架桥一体机“昆仑号”，仅用时 218 天，就

顺利完成了 10 公里桥梁的铺架任务。2016
年，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成

立了“高速铁路大跨度简支箱梁建造关键

技术研究”课题组。作为重要成员，中铁第

五勘察设计院集团主攻运架一体机的研

发；科研团队夜以继日，攻坚克难，通过不

断的创新和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惊喜

的突破。团队围绕高铁箱梁架设技术进行

专利挖掘和布局，形成专利组合 56 件，为装

备制造单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约 2亿元。

本版责编：董建勤 康 岩 宋 宇 本版制图：张丹峰

图图①①：：罗九林罗九林（（前前））在现场进行测量工作在现场进行测量工作。。

图图②②：：万鹏万鹏（（右右））在现场指导组装工作在现场指导组装工作。。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图图③③：：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建设现场福厦铁路湄洲湾跨海大桥建设现场，，

““昆仑号昆仑号””在架设该线路最后一孔在架设该线路最后一孔 4040 米箱梁米箱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宋为伟摄摄

“阿姨您好，我是咱村志愿服务队队员，

给您拜年啦！您还需要啥？尽管说。”春节假

期，河南省汤阴县北陈王村村医张海民给村

民于连花打去电话……

85岁的于连花是村里的独居老人，老伴去

世早，也没有孩子。今年 1月初，汤阴县出现新

一轮疫情，于连花担心自己无法正常生活，有

些焦虑……志愿服务队队员了解到情况后，主

动给她打电话：“疫情防控也是对咱老百姓的

保护，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们说，志愿者们

就是您的孩子！”队员们还抽出专人为于连花

购买生活用品，陪老人唠家常。于连花说：“我

现在一点都不着急了，有你们真好！”

疫情防控中，汤阴县白营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成立了 26 支志愿服务队，开展“同心

战疫”心理关爱志愿服务。寒冬里风雪交加，

志愿者们成为抗疫阵地上最亮丽的风景。

汤阴县白营镇党委书记可振虎说，“每

支 志 愿 服 务 队 配 备 一 名 心 理 疏 导 志 愿 者 ，

回应群众关心的疫情政策。”

针对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等群体，志愿

服务队开展“敲门行动”，提供一对一上门核

酸检测、买菜、送药、购买防疫物资等服务，

同时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减轻老人的心理

负担。

为解决居民生活问题，队员李文峰主动

联系周边超市，让村民把家里所需物资清单

发到微信群，并逐一统计登记，挨个送到村民

家门口。那段时间，他常和居民说，“疫情终

将过去，美好生活还将继续。”截至目前，志愿

服务队共“一对一”服务 29 位独居老人，“上

门”服务 42 次，每人每天常态化电话慰问 3 个

小时左右。“对于有困难情况的群众，我们随

叫随到！”可振虎说。

河南白营镇志愿服务队开展心理疏导——

一对一上门 精细化服务
本报记者 朱佩娴

③③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