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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身探入高铁车底，在筷子头大

小的操作面积里，不到 7 分钟，完成 7
处点位焊接……从业 25 年，在高铁装

配一线，胡俊祥见证了中国高铁的发

展历程，总结出操作法 30 余项，累计

获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3 项，形成技术成果 130 余项，先后获

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上身探入高铁车底，电

线、端口密布，右手举焊枪，

左手拇指食指捏电线、中指

推送焊锡丝，抬头眯眼……

走 进 中 车 长 春 轨 道 客 车 股

份有限公司装配产线组，铁

路车辆电工、高级技师胡俊

祥（见上图，邵越摄）正在焊

接连接器。

筷 子 头 大 小 的 操 作 面

积里，密集分布着 7 处焊接

点 ，不 足 一 毫 米 的 间 距 里 ，

取 锡 、焊 接 、定 型 …… 胡 俊

祥 举 着 焊 枪 在 车 底 反 复 穿

梭。“完成。”不到 7 分钟，胡

俊 祥 甩 甩 手 ，从 车 底 钻 出

来 。 连 接 器 的 焊 接 断 面 如

同一朵梅花，因此有工友将

其称为“微缩梅花烙”。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目前，这种焊

接 结 构 的 连 接 器 主 要 应 用

于高铁控制系统，为制动机

等核心部件传输刹车、启动

等 信 号 。 精 密 仪 器 焊 接 ，

“ 偏 毫 厘 不 敢 安 ”，焊 接 时 ，

工 人 需 要 一 直 用 手 指 垫 着

零点几毫米粗的电线，找到

位置、对准焊针、开始焊接，

直 至 凝 固 成 型 。 焊 接 烙 铁

温度可达 400 摄氏度，稍有

不当，就会被烫起泡，起初，

胡俊祥总是下意识地缩手。

练！为节省成本，胡俊

祥从焊接电线练起，一天就

能 用 掉 两 三 百 根 。 直 到 经

他焊接的两根电线，结实得

能吊住两瓶矿泉水，胡俊祥

才松了口气，长期刻苦的训

练在他的食指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

今年是胡俊祥在中车长客工作的第二十五年，焊

接电线、检线布线，他始终和线路打交道，从绿皮车、

蓝皮车，到和谐号、复兴号，流逝的是岁月，不变的是

始终如一的坚守。

1997 年，为绿皮车设备控制柜排布、连接电线，

是 18 岁的胡俊祥进厂后第一个任务。在不足 2 平方

米的空间里，他要理清约 200 根电线。“天天摸线，它

们都通向哪儿？”胡俊祥忍不住琢磨起来，记背电气

图纸、学习装配技能，5 个月后，他成为当时厂里最年

轻的副班长。

之后，胡俊祥从绿皮车走向动车组，仅仅是设备

控制柜的电线数量就翻了十倍，装配方式也从线对

线，变成车下形成系统线网，再整体装配。胡俊祥和

工友白天跟着外国专家学技术，晚上扎在车间抢进

度 ，“ 专 家 做 一 次 ，我 们 就 做 两 次 、三 次 ，早 晚 能 赶

上！”工人们逐渐摸索出作业方法。

2015 年，中车长客开始试制生产我国自主研发、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试验阶

段，线路数量再次增加 15%。系统线路日益复杂，接错

线的情况时有发生。以往主要采用万用表校验，耗时

耗力，且存在误差，一旦判断失误就需要拆卸返工。

胡俊祥一连尝试了几种校验方法，结果依旧不理

想，直到家里连续接到几通打错的电话。通信公司

解释是因为转换盒接错线，胡俊祥突然有了想法：同

样是信号发射、线路传输、“一对一”接收，高铁线路

检验能不能“打电话”？

2016 年，胡俊祥和工友们建立起信号发射源，经

由被测线路向接收器发送信号，通过接收情况判断

线路连接是正确、中断还是接反。这种检测方法沿

用至今，被命名为电气线路导通自动检测系统，促进

电气线路检测工序生产效率提升 62.5%，确保了接线

正确率 100%。截至目前，胡俊祥累计获国家发明专

利及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3 项，2018 年，由他领衔的工

作室被授予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

临近中午，车间依旧忙碌，“现在会‘烙梅花’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了，都是我手把手教的！”从车底钻

出，高强度的焊接操作使他的手有些颤抖，语气却充

满骄傲，“工匠传帮带的老传统不能忘。”胡俊祥联合

17 位技术工人组建讲师团，累计授课 1800 小时，近 3
年培养高级技师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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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

是党和国家在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培养出来

的优秀科学家，是国家航天科技领军人才的

杰出代表。

去年“七一”前夕，喜迎党的百年华诞的日

子里，佩戴上党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 50年”纪

念章，这是孙家栋作为一名党员的荣耀时刻。

“东方红一号”开启中国太空时代，“嫦娥

一号”迈出中国深空征程，北斗

开启中国卫星导航服务……孙

家栋这个名字与中国航天史上

多个“第一次”紧密相连，与中

国 航 天 事 业 的 壮 丽 征 程 相 伴

相随。

1956 年 8 月，在苏联留学

期 间 ，孙 家 栋 光 荣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当 时 入 党 思 想 上

很 简 单 ，就 是 想 为 人 民 的 事

业 奉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这 种

“简单”，化为了他一辈子干航天的纯粹。

1967 年夏天，38 岁的孙家栋受命领衔我

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体

设计工作。1970 年 4 月 24 日，经过广大参研

参试人员多年的不懈努力，“东方红一号”发

射成功，拉开了中华民族探索宇宙奥秘、和平

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2004 年出任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时，

孙家栋 75 岁。卫星从地球轨道进入深空，面

临 艰 巨 的 挑 战 ，孙 家 栋 肩 上 的 压 力 不 言 而

喻。时任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的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评价说：“他

是怀着对中国航天的满腔热情来的。”

3 年后的 2007 年 10 月 24 日，首颗探月卫

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孙家栋却没法放松紧

张的神经，埋头于后续任务的跟进中；遇到卫

星运行的关键节点，他常常凝望着卫星运行数

据图，通宵难眠；2007年 11月 7日，嫦娥一号成

功进入环月工作轨道。电视镜头捕捉到这样

一个瞬间：孙家栋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

背过身去，掏出手绢默默地擦去了眼泪……

科学实验卫星、遥感卫星、风云气象卫

星、北斗导航卫星……几十年来，孙家栋主持

和领导研制的卫星型号不胜枚举，他的身影

时时出现在天南海北的发射场。人们说：“他

坐在那里，就是无形的支持。”

孙家栋则说，到现场体会实际情况的作

风是老一辈航天人一直传承下来的。当年钱

学森先生带着搞第一个火箭、第一颗卫星，都

是带领大家到发射场，“有时候出现故障一天

两天都不睡觉，他都陪着我们一块在现场。

搞航天真正要体会到实际情况，还是必须到

现场。”

一个人一生能做多少事？孙家栋从未想

过这个问题，“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从学习飞机制造到研制导弹武器再到开

创卫星事业，孙家栋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

融为一体，始终不渝把航天事业作为报效祖

国的舞台。

“几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航天尖端产品

买不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

技术。”这是一个老航天人、老党员的肺腑之

言，也是他始终践行的事业信条。

从研制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到主持绕

月探测重大工程，孙家栋创新思路和方法，带

着队伍突破了一项项关键技术，攻克了一道

道复杂难题。在他“放开手脚、大胆工作”的

鼓励下，一大批青年人才逐步成为骨干核心。

他曾多次因过度劳累晕倒在工作岗位

上 。 1974 年 11 月 5 日 ，我 国 第 一 颗 返 回 式

遥感卫星发射在即，离点火还剩十几秒时，

卫 星 却 没 有 收 到“成 功 转 内 电 ”的 信 号 ，这

意味着火箭送上太空的只是一个毫无用途

的 铁 疙 瘩 。 在 这 千 钧 一 发 的 时 刻 ，孙 家 栋

大喊一声：“停止发射！”现场人员检查并排

除 了 故 障 原 因 ，孙 家 栋 却 由 于 神 经 高 度 紧

张昏厥过去……

有人让孙家栋给自己的航天生涯打分，

按 5 分制，他给自己打 3 分。他说，自己仅仅

是航天人中很平常的一个，是中国航天事业

的发展成就了自己。

同事们却给他打了高分。曾

一起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神

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说：

“他是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的

人，跟他一起干痛快！”嫦娥一号

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

建说：“跟他在一起心里踏实。”

国 家 也 给 予 他 至 高 的 认

可 。 1999 年 ，他 被 授 予“两 弹

一星”功勋奖章；2010 年，他荣

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 年，他被授予

改革先锋称号；2019 年，他被授予“共和国勋

章 ”；以 他 名 字 命 名 的 小 行 星 第 148081 号

——孙家栋星，闪烁于浩瀚太空……

年逾九旬的孙家栋院士如今仍满心惦念

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收看神舟十二号

发射的电视直播，关注“神十三”的航天员返

回、“神十四”的航天员飞天，他说，“历史的接

力棒已经交到新时代航天人的手中，建设航

天强国使命在肩，弘扬航天精神薪火相传。

在新的征程上，我愿与大家一起继续前进！”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

“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本报记者 余建斌

“我们要学习他信仰如山的坚定意志、无

私奉献的高尚品德！”6 月 10 日，四川川东北

片区“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红色典型

巡讲活动在达州拉开帷幕，“七一勋章”获得

者周永开等 5 名先进典型现场讲述自身故

事，网上同步直播吸引超过 147 万人观看，网

友们纷纷留言分享学习心得……

四川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以活

动片区化推动党员教育常态化是四川省的新

探索，旨在通过资源整合、条块结合增强教育

实效。

2021 年以来，四川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破解党员教育载体不鲜活、连续性不强、有效

覆盖不广等问题，创新党员教育平台载体，有

节奏有重点地推进融入式、疏导式党员教育，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让好典型

示范带来好风气。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员要带头，群众

也必须参与。”自贡市沿滩区兴隆镇兴隆场社

区党支部副书记胡义兰在电视里观看完“书

记龙门阵”主题坝坝会后说，“很有针对性，很

管用！”

从今年 1 月 1 日开始，四川省委组织部围

绕换届后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和能力建

设，推出“书记龙门阵”主题坝坝会活动。创

建“春风经验”的王家元、提出“民心工作法”

的杨帮武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书记、工作突

出的好书记，与新上任的书记们面对面交流、

手把手帮带、点对点指导。

“ 接 地 气 的‘ 龙 门 阵 ’、开 放 式 的‘ 坝 坝

会’，党员喜欢看、群众也爱追，形成了书记带

领学、党员示范学、群众跟进学的好局面。”乐

山市市中区海棠街道桂花楼社区党委书记周

晔说；“学习渠道更多了、教育方式更活了，党

员参与学习热情高涨。”绵阳市安州区界牌镇

石社区党委副书记孙斗刚说。

“五一”假期，在四川许多基层党组织活

动阵地，党员、群众围拢在电子显示屏前，观

看“红色瞬间”微视频展播，这是四川探索推

进党员经常性教育、阵地化教育、可视化教育

的又一举措。“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能退休”

“为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豁出命也要干出个

样子”……“草鞋书记”周永开、“战斗英雄”柴

云振、“不服输的女书记”陈建清、“英雄机长”

刘传健等一批本土典型、身边榜样的“真心

话”“大白话”，吸引党员、群众驻足凝神。

去年“七一”，四川省委组织部推出了“让

党旗高高飘扬”视频彩铃微党课，广受好评；

今年，作为微党课第二季，四川面向全省党员

免费推送“功勋闪耀”“党代表风采”“身边榜

样”“时代新青年”“红色故事”等 5 类主题、20
部 视 频 彩 铃 微 党 课 ，让 打 电 话 上 党 课 成 为

常态。

四川推动党员教育机制创新——

好典型示范带来好风气
本报记者 吴储岐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0 多年，我们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扎下

了根；30 多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个重要的历史

时刻。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

国，感到很是骄傲和自豪！”前不久，在江苏常

州市委党校的道德讲堂，来自常州市军休一

所的休养人员、85 岁的王文琴进行了真挚动

人的讲述，很多听众的眼中闪着泪光……

“老师，我要报名！”

“ 你 可 知 道 是 去 参 军 ，是 要 去 艰 苦 地

方 的 ？”

“我有这个准备！”

1958 年，河北邯郸市第二中学的高一女

生王文琴，经过层层选拔，和其他 5 名同学一

起，乘上了前往军分区报到的火车……

作为一个农家娃，她的人生被改写，要从

6 年前说起。

“小时候家里穷，姐妹 4 个从小就要纺纱

织布、贴补家用，上学是不敢想的事。”王文琴

回忆，村里来了不少党员干部，不仅想法子帮

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还在村里建起夜校，挨

家挨户上门动员，鼓励女孩子读书识字。

就 这 样 ，15 岁 的 王 文 琴 第 一 次 捧 起 课

本。党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激励着她前行。

从初一开始，她就写下了入党申请书，高一时

终于入党。

1958 年，21 岁的王文琴报名参军，“党指

到哪儿，我就奔向哪儿”。当时国家正是研制

“两弹一星”的起步阶段，需要一批从事测量

工作的人员。火车一路向西，走了三天三夜，

再换上汽车，最后停在了一片茫茫的戈壁滩，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一年四季风，风

刮石头跑。’那时场区只建了一些测量点站和

仪器设备厂房，楼房和道路都没建好。”王文

琴说，“我是第一批到达的学生女兵。”

第一个任务是开荒。“拔草种地、挖水渠、

排盐碱……风沙时常掀翻营帐，水和食物也

运不过来，我们就把打来的骆驼草掺进青稞、

小麦中充饥。”王文琴说。

先把高中课程补完，又学了物理学、电子学、

空气动力学……经过培训，王文琴被分配在测量

部计算处，担任光、遥、雷测量结果处理工作。

每天超负荷工作，零下几十摄氏度、遍地

风沙的环境，再加上水土不服，不少人身上浮

肿，还得了夜盲症。刚开始，王文琴脸肿得连

眼都睁不开，手奇痒难忍，但她坚持边学边

做，确保测量结果准确。

在戈壁滩上，王文琴结婚成家，两个儿子

就在场区家属院长大，“身边没有帮手带孩

子，我上班前就用枕头挡在床边，防止孩子滚

下床，等到工间休息 15 分钟，我赶紧回家照顾

一下……”王文琴坦言，令她自豪的是，两个

儿子长大后都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

场区的工作纪律严格，保密要求极高。

王文琴给家里留的通信地址是兰州市 27 支

局，父母一直以为她在兰州工作。其实，她工

作的地方要从兰州坐绿皮车到清水小站，再

坐试验场专列进场。顺利的话也要 26 个小

时，如果遇到沙尘暴，还要在路上耽搁几天。

“父母经常按照通信地址给我寄东西，可我从

来收不到；托人来看我，也找不到我。”王文琴

说，“虽然很苦，我们都无怨无悔！”

1989 年，曾荣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献身国

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的王文琴退休，和一些

老同事一起来到江苏常州市安度晚年。

“我是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起来的，总觉

得要为今天这个时代尽点儿责任。”王文琴

说，她想把戈壁滩上的故事记录下来，激励年

轻人奋斗，于是一有空就整理资料、撰写文

章，几年下来写成了好几篇“回忆录”。

作为常州市军休一所“老兵有故事”宣讲

队的成员，她参加了百余场宣讲活动。

面对不同的对象，她也有不同的侧重：对

于学校师生，她侧重宣讲艰苦奋斗的传统；对

于机关干部，她主要阐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对社区群众，她生动讲述入党的故事。

“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王文琴说，她

要继续通过亲身经历的故事，激励年轻人努

力奋斗，不断奉献。

扎根戈壁滩30多年的 85岁老人王文琴——

讲述“老兵有故事”上百场
本报记者 姚雪青

湖南郴州市 19 名百次献血志愿者日前参加集体献血活动，以期激发全社会参与无偿献血的热情。图为志愿者在接受鲜花。

卓 敏 曹高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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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 7月 4日电 （记

者贾丰丰）记者从青海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近年来，青海

省红色旅游规模不断扩大，体

系不断完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不断彰显，形成了以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为龙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为支撑、革命文物

保 护 单 位 为 补 充 的 红 色 旅 游

资源体系。

目前，全省有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 5 家、省级 7 家，国

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 家、

省级 33 家、市州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53 家，国家级、省级革

命文物保护单位 14 处，红色旅

游 影 响 力 不 断 提 升 。 红 色 旅

游 景 区 持 续 挖 掘 自 身 资 源 优

势，不断丰富服务业态，提升

服务品质，培育服务品牌，初

步 形 成 了 各 具 特 色 的 发 展

模式。

据悉，青海省将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为主要载体，以红色旅游景区为核心，进一

步加强红色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全

面提升红色旅游开发和管理水平，推动红色

旅游高质量发展，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为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注入新活力。

青
海
形
成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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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