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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模件，更是艺

术品！”当国外焊接专家看到

曾正超焊接的模件时，赞美

之情溢于言表。那模件的里

层毫无瑕疵，X 射线探伤百

分之百通过。

曾正超，第四十三届世

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冠军，

中国十九冶集团最年轻的首

席技师。在各个焊接施工现

场，他用一双巧手让焊接模

块严丝合缝，用娴熟的技艺

让焊接组件成为艺术品，让

技能之光在焊花中闪耀。

技能改变命运

1995 年 12 月，曾正超出

生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

一个山区贫困家庭。初中毕

业后，他听从父亲的建议，跟

随表哥出门去学手艺。

当 他 来 到 中 国 十 九 冶

集 团 攀 枝 花 技 师 学 院 校 门

口时，曾正超在学校宣传栏

看 见 一 个 熟 悉 的 名 字 ：周

树春。

早在初中时，他就经常

听 到 表 哥 提 起 周 树 春 的 名

字。表哥是十九冶集团的焊

接工人，曾在周树春的指导

下参加过第四十一届世界技

能 大 赛 焊 接 项 目 全 国 选 拔

赛，提起这位焊接大师，表哥

眼神里满是敬佩。

“要成为周老师那样的

人！”曾正超毅然选择了焊接

专业。

然而，学习的过程并非

一帆风顺。作为初学者，曾正超常常会被弧光打伤眼睛，

一到晚上，眼睛就像进了沙子一样，不断流眼泪。

刚开始，班上有 40 多名同学，上了一天实操课，第二

天班上就只剩下了一半学生。

曾正超的字典里没有“逃兵”二字，他卷起衣袖，手臂

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烫疤。仰焊时，人蹲在钢板下面，2000
摄氏度的铁水从上往下掉，常常穿透防护服直接烫伤皮

肤。“这种时候，再痛也要忍住，手一抖，就可能产生气泡，

影响焊接质量。”曾正超说。

焊光灼伤的疤痕，是成长必付的代价。就这样，手工

焊条电弧焊、手工乌极氩弧焊、实心焊丝气保护焊、药芯

焊丝气保护焊……经过两年的磨练，无论哪一种焊接工

艺，他手里笨重的焊枪都能灵活地在钢板间游走，焊缝像

鱼脊般均匀平滑。

实现“零”的突破

2014 年，成绩优异的曾正超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

选第四十三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代表中国队向焊接

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

然而，曾正超的开局并不顺利。

一进赛场，他发现气保护焊枪接口与国内接口不同、

焊机电流偏大、焊材黏稠度较高。“焊接，其实就是火焰刺

绣，焊接者需要对温度、电流和技巧准确把握，设备不顺

手，是个大麻烦。”曾正超说。

果不其然，第一天的比赛，曾正超原本最有把握得分

的探伤检测只拿到了 3 个 B 级，丢了 6 分。

然而，曾正超没有慌乱，依旧有条不紊、从容淡定。

第二天，是整个比赛最关键的一环——压力容器焊接，分

值高达 36 分。

这一次，曾正超顶住了压力。压力容器的焊缝共需

要焊接 6 层，曾正超对每一层的宽度、收缩余量和温度都

做到准确把握。打底的最里层，他凭借肌肉记忆实现高

水平盲焊，最外的盖面层，他也对焊缝的宽窄和高低水平

精雕细琢，保证完美的外观。

完美通过 70 公斤水压的渗透测试，曾正超拿到了全

场最高分，排名大幅提升。此后两天，曾正超状态越来越

好，数据把握精确，手法游刃有余，操作感觉稳定。

终于，2015 年 8 月 16 日，巴西圣保罗，伴随着掌声

和欢呼声，曾正超站上了冠军领奖台。这一刻，中国队终

于实现了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这一年，曾正

超只有 20 岁。

企业的突击手

代表中国队实现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后，

一系列荣誉也接踵而来，第二十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

荣誉面前，曾正超依旧沉稳，扎根一线，成为十九冶

集 团 焊 接 突 击 队 的 一 员 ，哪 里 有 焊 接 难 题 ，他 就 奔 赴

哪里。

以中国妥乐东盟十国产能峰会会议中心钢结构焊接

项目为例，抢工期间正赶上当地极端天气，雨水不断，施

工现场连走路都打滑，再加上交叉作业的影响，只能在晚

上搞突击，在高空实施精度要求高的二氧化碳气体保

护焊。

看着超繁重的焊接任务，曾正超没有多说什么，拿起

焊枪就冲上了危险最大、难度最高的施工部位。不遗余

力地争分夺秒，曾正超带领着十九冶的精英焊匠们，仅用

14 天就完成了需要几个月的施工任务，解了业主的燃眉

之急。

不仅如此，曾正超还当起了攀枝花技师学院的老师，

成为周树春的助教。只要没任务，他就住在学生寝室，每

天进行 11 个小时甚至更长的焊接训练，不断向学生进行

演示、讲解。

曾正超说：“希望有更多青年人能体会到技能成才带

给技术工人的价值感，为企业贡献青春与才智。我也将

继续努力，精益求精，培养和影响更多的高级技术工人，

将‘中国制造’的品牌推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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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截至 6 月底，全

国今年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979 万亩、

石漠化土地治理任务 367 万亩，均占年度治理

任务近七成。其中，北方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区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638 万亩，占

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的 65.2%；长江重

点生态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工程区完成石

漠化土地治理 238 万亩，占岩溶地区完成石漠

化土地治理任务的 64.9%。

自今年起，我国对防沙治沙和石漠化治理

实行差异化投资政策，适当提高了西部地区中

央投资补助标准，生物措施主要参考林草建设

标准，新增了工程固沙措施，允许在京津风沙

源区、岩溶石漠化区实施小型水利水保设施。

“十四五”期间，我国规划沙化土地治理任

务 1亿亩，封禁保护面积 3000万亩；石漠化土地

治理任务 1950万亩。沙化土地治理主要依托北

方防沙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

屏障区等三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岩溶地区

石漠化土地治理主要依托长江重点生态区和南

方丘陵山地带两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上半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近千万亩
占年度治理任务近七成

在丹江口大坝下游汉江右岸安乐河口，南

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项目——引江补汉工程

于 7 月 7 日开工建设。

据了解，工程建成后，烟波浩渺的三峡水

库将和南水北调工程“牵手”，国家水网将进一

步织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将更加充沛，输水

潜力进一步得到挖掘，多年平均北调水量可从

原 设 计 的 95 亿 立 方 米 提 高 到 115.1 亿 立 方

米。汩汩江水将更好润泽北方大地。

联网补网，国家水网
“主骨架”更坚实

千里输水线，世纪调水梦。50 多年论证，

数十万名建设者 10 多年攻坚，7 年多安全稳定

运行，如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

540 多亿立方米，让超 1.4 亿人受惠。

“中线工程已由规划之初的补充水源成为

主力水源，受水区对‘南水’依赖度不断提高。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建设雄安新区等对

水资源保障提出更高要求。科学推进后续工

程规划建设，势在必行。”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

长张祥伟说。

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将在水资源版图

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大江大河间，一条近

195 公里的输水隧洞，出三峡，穿群山，连江

汉，抵达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坝下

汉江，长江干流将接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为何实施引江补汉工程？

看用水需求，“受水区对‘南水’的需求量

逐渐增加。”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司长

李勇介绍，北京已 3 个年度、天津已连续 5 个年

度加大分配水量，河南、河北两省年度正常用

水量均达到规划分配水量的七成，且年度用水

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看水源供给，丹江口水库的供水保证率较

低。“一旦汉江遇上特枯年份，丹江口水库将

‘独木难支’，不仅难以满足北方调水需求，还

会影响汉江中下游的基本用水。”李勇表示。

“将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相连，实现了

南水北调中线的起点由汉江前移到长江干流，

打通长江、汉江流域与京津冀豫地区的输水大

通道，完善国家骨干水网格局，将为汉江流域

和京津冀豫地区提供更好的水源保障。”中国

南水北调集团办公室主任井书光说。

引 江 补 汉 工 程 会 不 会 对 三 峡 水 库 产 生

影响？

“三峡水库多年平均入库水量超 4000 亿

立方米，引江补汉工程年调水量 39 亿立方米，

不到入库水量的 1%。三峡水库有充沛且稳定

的水量支撑工程持久运行。”水利部水利水电

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李原园分析。

引江补汉工程的开工，标志着南水北调后

续工程建设拉开序幕，国家水网“主骨架”将更

加坚实。

“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规 划 提 出 构 建‘ 四 横 三

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格局，沟通长江、

淮河、黄河、海河水系。与规划目标相比，目

前仅东中线一期工程建成运行，需要继续补

网联网，进一步提升调配水资源的能力。”井

书光介绍。

水利部提出，接下来将深化东线后续工程

可研论证，推进西线工程规划，积极配合总体

规划修编工作，不断发挥南水北调工程优化水

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

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作用。

科学论证取水规模，
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

尊重客观规律，科学审慎论证方案，引江

补汉工程从立项到开展初步设计，从规模论证

到勘测设计，各项前期工作扎实推进。

哪条路线安全？

向大地深处要数据。寂静群山中，深孔钻

机轰鸣。2020 年 7 月 9 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保

康县，首个超 1000 米深钻孔顺利完工。“大家

伙儿白天黑夜连轴转，就是想以最快速度把样

本从地下深处取出。”长江设计集团副总工宋

志忠说。

在前方，白天野外勘测，夜晚编写报告，风

雨无阻攀山岭……工作人员采用常规钻探、复

合定向钻探、大地电磁等技术，对 8000 多平方

千米的工程区进行了全面“体检”。完成所有

线路 1∶10000 地质测绘面积 2255 平方千米，完

成所有线路 1∶10000 平、剖面图绘制工作，最

终 3000 多页的地质报告出炉。

在后方，规划、水工、施工、环境等专业人员开

展规模论证、工程布局研究、深埋大直径隧洞施

工方案研究、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绘制图纸

1600多张，编写技术报告 150多本，超 2000万字。

“大家齐心协力，在短时间内找到最佳线

路通道，努力避开了极易导致隧道灾害的强岩

溶区和断裂带。”宋志忠说。

工程取水规模设定多少合适？

“既要考虑长江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长

江干支流水工程调节作用，也要满足流域内城

市群的发展需要，同时兼顾对三峡库区、下游

地区和其他引调水工程的影响，可谓是在多重

条件下求最优解。”长江设计集团水利规划院

供水与灌溉部主任王磊说。

王磊和团队完成了三峡坝址上游 30 多座

大型水库和 10 多项跨流域调水工程的联合调

节计算，构建了三峡—丹江口水库—北方受水

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度模型，对 2300 多旬的水

文数据进行了模拟分析。

聚焦生态环境的关键要素，5 年时间，长江

水利委员会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开展 20
余次 240个断面（点位）的外业环境监测，联合 10

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推进。6月 9日，生态环

境部批复《引江补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取水许可、洪水影响评

价……一项项报告通过审查，科学严谨的前期

工作为工程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正是坚持尊

重客观规律、规划统筹引领，才确保工程顺利

开工，这为实施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积累了新

的宝贵经验。”张祥伟说。

发挥综合效益，让大江
大河连上大水网

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将充分发挥综合

效益，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有力促进扩投资稳就业。“工程设计总施

工期 9 年，初步估算需要水泥 230 万吨左右，粉

煤灰 80 万吨，钢材 250 万吨，调配大型工程机

械 3800 台，带动上下游企业 60 余家。此外，工

程用工人数保持在 5300 余人。”中国南水北调

集团质量安全部主任李开杰介绍。

连日来，以引江补汉工程为代表的一大批

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充分发挥吸纳投资大、产

业链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水利部今年要

确保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30 项以上，完成水

利建设投资 8000 亿元以上，这将为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发挥重要作用。

有效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引江补汉工

程实施后，中线工程可调水量增多，不仅提升

了受水区的水安全保障能力，还可以通过置换

用水、相机补水等方式，有效缓解华北地区地

下水超采问题，有力恢复受水区生态环境。”水

利部南水北调司副司长袁其田介绍。

促进国家水网互联互通。“大江大河连上

大水网，引江补汉将实现长江、汉江与华北平

原水资源协同，打通南北水资源配置的大动

脉。”井书光说，“引江补汉工程还将实现与南

水北调东中线、引汉济渭、鄂北地区水资源配

置工程等协调联动，促进水资源循环畅通。”

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步伐加

快。水利部加强组织领导，抓紧工程规划设

计，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到 2025 年，

建设一批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有序实施省市县

水网建设，充分发挥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防

洪排涝、水生态保护等功能。”张祥伟说。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

江 水 汩 汩 润 北 方
本报记者 王 浩 范昊天

7 月 6 日，湖北省恩施市新塘乡下塘坝村龙家台三溪口，白鹤滩—浙江±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施工现场，电力工人在清江河岸的铁塔输电线路上紧线和安装附件。

该工程为白鹤滩水电站电力外送二期工程，起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止于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线路全长 2140.2 千米。 张远明摄（人民视觉）

高空作业

本报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 者罗珊珊）

7 月 26 日—30 日，2022 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将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

商 务 部 新 闻 发 言 人 束 珏 婷 介 绍 ，本 届

消 博 会 以“共 享 开 放 机 遇 、共 创 美 好 生 活 ”

为主题，亮点主要体现为“两高一多”。

参展参会热情更高。首届消博会成功举

办，吸引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本届参展企业

和品牌数量均超过首届，展览面积从首届的

8 万平方米增加至 10 万平方米。预计到会的

采购商将超过 4 万人。

国际化程度更高。境外企业参展面积占比

由首届的 75%增加至 80%。其中，日本、法国、美

国等国家的总参展面积均在 3000平方米左右。

RCEP成员国参展面积比首届增长了近 20%。

展 期 活 动 更 多 。 除 6 场 重 点 官 方 活 动

外，权威智库、中介机构、行业组织等将围绕

“新模式、新业态、新消费”“国别（地区）合作

热点”“海南自由贸易港消费行业新机遇”等

话题，举办 100 余场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发

布一系列消费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关报

告或指数。

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举办
预计到会采购商将超 4 万人

核心阅读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重
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于7月
7日开工建设。工程建成
后，烟波浩渺的三峡水库将
和南水北调工程“牵手”，国
家水网将进一步织密。南
水北调中线水源将更加充
沛，输水潜力进一步得到挖
掘，多年平均北调水量可从
原设计的95亿立方米提高
到 115.1 亿立方米。汩汩
江水将更好润泽北方大地。

本报北京 7月
7 日电 （记 者张

烁）国台办发言人

朱 凤 莲 7 日 表 示 ，

第十四届海峡论坛

将于 7 月 12 日起在

福建举办，主会场

设在厦门，13 日举

办论坛大会。目前

各项筹备工作基本

就绪。论坛组委会

邀请了台湾有关政

党代表、主办单位

代表，以及行业精

英、社团负责人、工

青妇、乡镇村里、农

渔水利、民间信仰

等各界嘉宾以不同

方式出席论坛相关

活动。

朱 凤 莲 表 示 ，

本届论坛延续“扩

大民间交流、深化

融 合 发 展 ”主 题 ，

采 用 线 上 线 下 结

合、集中分散结合

的方式，安排论坛

大会和青年交流、

基层交流、文化交

流、经济交流四大

板块 43 场活动，12 场设区市活动，

线下出席论坛的台湾嘉宾约 2000
人。本届论坛将继续关注并服务基

层民众和青年群体，携手台胞共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率先同台胞分

享发展机遇，助力两岸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

胞以不同方式参与海峡论坛相关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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