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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日记R

■青春之声R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

阳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回信，

希望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

强上奋勇攀登，在促进航空工

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争

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

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012 年 11 月 25 日 ，歼 —

15 舰 载 机 成 功 起 降 我 国 首 艘

航母“辽宁舰”。而就在当天，

歼 —15 舰 载 机 研 制 现 场 总 指

挥罗阳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在

任 务 完 成 那 一 刻 永 远 倒 在 了

工作岗位上。

用 大 国 重 器 支 撑 大 国 崛

起 ，用 民 族 担 当 挺 起 民 族 脊

梁。10 年来，受罗阳感召的青

年 航 空 人 传 承 罗 阳 的 奋 斗 精

神 ，埋 头 苦 干 ，创 造 了 一 个 个

新 的 奇 迹 ：歼 —20 批 量 列 装 ，

运—20 远航海外，直—20 旋舞

高原，歼—15 戍卫海天……国

之重器惊艳亮相，彰显航空领

域的中国力量。

今天，时代更加呼唤这些

青年，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

功立业，让青春在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火热实践中绽

放绚丽之花。

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要保

持一股韧劲。反复淬火方能百

炼成钢，行稳致远才能书写成

功。十几年来，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80 后

研 究 员 王 文 涛 孜 孜 追“ 光 ”。

他 和 团 队 成 功 研 制 出 稳 定 的

台式化激光电子加速器，捕获

到自由电子激光，让我国成为小型化自由电子激光研制国际竞争

中的领跑者。只要方向对，就不怕路途遥远；只要坚持，再冷的板

凳也能焐热。

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要保持一股狠劲。在经风雨中长才干、壮筋

骨，方能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海南陵水海域，全球首座

10 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钻机轰鸣。这支青

年人占比七成以上的团队先后攻克一系列行业技术难题，“深海一

号”基础设计开创了 3 项世界首创、13 项国内首创技术。出国交流期

间，船体设计负责人李达曾定下规矩：每天工作 12 小时，一周 6 天，而

团队成员一天的工作时间往往达到十六七个小时。正是这群追梦人

的坚持，才实现了“深海一号”由中国人主导设计、自主建造，采用中

国标准来开发运营。

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要保持一股拼劲。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

成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

奇迹。一位西方政要来华访问时曾提出问题：为何中国制定的五年

规划能一个接一个地完成？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制度设计就是一

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

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集中了 26 个部门，900 多家工厂、科研

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智慧；标志着“中国植物学界终于站起来了”的《中

国植物志》出版工作，前后 4 代科学家接力，历时近 50 年完成……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接续奋斗，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没有战胜

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时代有所呼，青春有所应。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

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他们也必将为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书写

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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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社区警察，从警 14 年，一直干的是片儿警。我们派出

所辖区内有 2000 多家企业，人口约 20 万，点多、面广、事琐碎，从警那

天起，我就一直琢磨怎么把群众服务好。

刚工作那会儿，片区里有位老人找到我们，抱怨自家小菜园里的

菜总是丢。当时她家那个小区没有监控，虽然只是每天丢几棵菜这

样的小事，但对老人来说，那可是居住环境没有安全感的大事。了解

到这个情况后，凡是我的夜班，我就整夜在菜园周边巡逻，守了几个

礼拜之后，再也没发生过偷菜的事件。

片儿警有时也会遇到人命关天的大事。2012 年，在处置一起火

灾警情时，发现有群众被困，我冲进火场，在三楼屋顶救出了一名女

孩。2013 年，从过火面积超 300 平方米的楼层里，我接连抢出两个燃

烧的液化气瓶。2020 年，我爬上近 100 米高的塔吊救下一名欲轻生

的小伙子。我是警察，这种时候，我不上，谁上？群众的事就是我的

事，咱得对得起这身警服、对得起群众的信任。

为适应新时代警务的需要，我和同事在叶泽湖花苑警务室以租

房为切入点，开发了“智汇 e 家”、出租房屋“旅馆式”管理平台和“智

慧公寓”等新市民服务系统，并将它们与区里的平台打通。这样，凡

是新来到辖区居住的人员通过手机就能完成信息登记、掌上租房、安

全防范宣传等事项。2020 年 12 月，我还以辖区内员工最多的企业为

试点，成立了区里首家驻企警务室，引入政务服务自助一体机，10 个

大项 70 余个小项的个人业务可一机受理，让企业和员工少跑腿。

这十几年，辖区里有的孩子从小学生变成了大学生，有的外来打

工者在这里扎了根，有的企业从几间厂房起家到开了分厂……看到

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也乐滋滋的，咱们片儿警不就图个老百姓安

居乐业吗？

今年，我获评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荣誉称号。我只是做了一些分内的小事，却被如此“厚爱”，我感

到责任愈加重大。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些信任与荣誉也将激

励我更加努力为群众服务。

（作者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派出

所副所长，本报记者尹晓宇采访整理）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王恩鹏

近年来，我国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从南海之滨到北国雪原，从东部沿海到西

北内陆，一项项发展成就硕果累累，描绘出

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近日，记者采访了 3 位青年工程师，他

们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上挥洒汗水、担当

作为，让青春在火热实践中绽放光芒。一

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杨宁：

筑坝乌东德

空中俯瞰，凭借看似轻薄、形如蛋壳的

坝体，乌东德水电站便让滔滔金沙江在云

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和四川省会东县

交界处转化成清洁水电。2021 年 11 月，大

坝早已完工，但乌东德水电站工程建设部

大坝项目部副主任杨宁却依然忙碌：这个

世界首座全坝低热水泥混凝土特高拱坝，

技术创新成果仍在源源不断产出。全坝应

用低热水泥混凝土，单是节水一项，就可节

省建设投资 3000 万元。

杨 宁 说 ，自 己 的 青 春 一 直 在 金 沙 江

上奋斗。2011 年，25 岁的杨宁大学毕业，

直奔溪洛渡水电站建设现场；4 年后，溪洛

渡水电站竣工，杨宁随即转战乌东德水电

站，挑起建设大梁。

百米高坝如何防止开裂，是杨宁面临

的最大挑战。“核心就是控温。”杨宁解释，

温度过高会使混凝土开裂，即使是非常细

小的裂纹也会威胁大坝的安全，越薄的大

坝，出现裂缝的潜在危险越大。

要想控温，一是要尽可能让水泥水化

作 用 时 少 产 生 热 量 ，二 是 靠 通 水 物 理 降

温。传统的大坝建设多采用中热水泥，再

辅以通水冷却降温的方式，从而将混凝土

温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乌东德水电

站因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环境条件比较

复杂，沿用上述方案依然存在出现大坝裂

缝的风险。

杨宁给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超级工程

离不开超级材料。使用低热水泥混凝土，

可以增加技术冗余，提高大坝‘无缝’的安

全系数。”然而，全坝采用低热水泥混凝土

浇筑，并无先例可循。

“行业内 20 多年的技术攻关，给了我

们建好乌东德的底气。”杨宁介绍，早在三

峡 大 坝 建 设 时 ，就 已 经 在 水 电 站 配 套 工

程 中 开 始 试 用 低 热 水 泥 ；在 溪 洛 渡 大 坝

建 设 过 程 中 ，部 分 坝 段 开 展 了 低 热 水 泥

浇 筑 坝 体 的 生 产 性 试 验 。 同 时 ，建 设 者

们不断进行工艺创新，结合一浇、二验、三

备、纵向动态跳仓等精细化管理理念，实

现了升层由 3 米到 4.5 米的突破，杨宁决

定放手一搏。

超级工程更需要精益求精。金沙江河

谷的天气瞬息万变，有时烈日炎炎，有时阴

雨绵绵，有时低湿大风。为了确保筑坝质

量，跑现场成为杨宁和同事的习惯。2017
年 6 月，恰值关键坝段浇筑，如果雨水大量

混 入 仓 面 混 凝 土 ，有 可 能 影 响 混 凝 土 质

量。天空惊雷一响，他们立马冲向工地，一

边指挥工人通过机械设备排水，一边跟工

人一起拿着工具往外舀水。直到雨停，杨

宁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营地。

下至 15 米深宽缝，上至 100 多米的仓

面，工地每一个地方都有杨宁的身影。工

程前期，大坝已有 30 多层楼的高度，每隔

两三天，杨宁都要通过紧贴悬崖的狭窄爬

梯，爬上仓面检查施工情况，一趟下来，满

身是汗。杨宁说：“大坝就像自己的孩子，

希望它健健康康。”有一次凌晨 2 点，宽缝

未按计划如期开仓的消息传来，他立即起

身，沿着陡峭山路步行到工地，协调资源连

夜攻关，直至凌晨 5 点工地正常开仓，他才

摸黑走回去。而这半夜的 3 个小时，抢回

了 5 天工期。

建设 300 米级拱坝，面临的挑战前所

未有。杨宁和全体建设者聚焦核心关键工

艺工程，开发集感知、分析、控制于一体的

智能控制系统，攻克了智能通水、智能喷

雾、智能振捣、红外测温等智能化技术，实

现了水电工程建设智能化技术规模化应

用。浇筑协同管控平台研发的关键时刻，

为获取建设数据，杨宁和他率领的团队以

最原始的掐秒表方式获取不同时段的效率

数据、质量评价及预警值。成功搭建的大

坝智能建造系统，实现了对大坝不同区域、

不同时段、关键节点的抗裂安全状态分析，

可时刻掌握大坝的“身体状态”。

2021 年 6 月，乌东德水电站全部机组

正式投产发电，如今累计发电已超 854 亿

千 瓦 时 。“ 难 得 遇 到 超 级 工 程 ，把 它 干 成

精品是我们的使命。”杨宁的自豪之情溢

于言表。

闫禹：

扎根伶仃洋

“为了提升对跨海工程服役状况的观

测能力，我们利用无人机和无人船等新设

备新技术，进行海上结构表观病害的监测

分析，同时进行水下结构周边水沙环境的

长期跟进观测。”作为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工

程技术中心（总工办）副主任，80 后高级工

程师闫禹正值守在大桥结构安全监测和运

维数字化科研一线，保障全桥的日常运行

安全。

湛 蓝 的 海 面 上 ，港 珠 澳 大 桥 像 一 条

灵动的飘带，横跨伶仃洋面，飞架粤港澳

三地。

回 想 13 年 前 第 一 次

来到这座三地首次共建的

跨海超级工程建设团队，

闫禹对那份激动和憧憬仍

历 历 在 目 。 这 条 55 公 里

长的跨海大桥，见证了闫

禹的付出和成长。

闫禹在港珠澳大桥工

作的第一个岗位是总工办

技术管理岗。“这个岗位的

工 作 要 求 是 严 谨 求 实 。

大 桥 的 整 个 建 设 和 技 术

攻关过程都是脚踏实地、

一 步 步 干 出 来 的 。”闫 禹

说，从助理工程师到工程

技术中心副主任，他深度

参 与 完 成 港 珠 澳 大 桥 沉

管 隧 道 和 人 工 岛 工 程 前

期 、建 设 期 及 运 营 初 期

技 术 管 理 工 作 ，经 历 了

大 桥 深 化 研 究 、实施、验收到试运营的全

过程。

相较施工现场的热火朝天，大桥建设

背后的技术工作虽少了些惊心动魄的现场

时刻，但更多的是日日夜夜的绞尽脑汁，不

断与方案图纸“较劲”。

“港珠澳大桥这项超级工程建设中，所

有桥梁、隧道、人工岛结构图纸和重大技术

方案，都是由我们部门主持审查的。”闫禹

所在的大桥技术管理部门，既负责工程技

术路线的顶层设计，又负责协调调动多方

技术资源、确保技术方案真正落地，更是把

控技术成果水平的最后一道关卡。

“在通车之前，我们编制了一套港珠

澳大桥运营维护技术标准以指导大桥运

维开局，这是在国内现行标准之上，针对

大桥自身需求专项制定的，对其他国内外

跨 海 桥 岛 隧 集 群 工 程 也 有 参 考 借 鉴 价

值。”闫禹介绍，标准管控是控制整个工程

品质的核心，要用“螺丝钉精神”持续投入

工作。

闫禹还作为主要研发人员和核心管理

人员在建设期参与完成港珠澳大桥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技术攻关，技术成果总体

达国际领先水平，多项重大技术与装备直

接应用于工程建设，为我国自主攻克岛隧

工程成套建造技术贡献力量。

2018 年 9 月，超强台风“山竹”在珠海

以西登陆，强风范围大，几乎正面袭击当

时还未完全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对大桥结

构安全稳定和应急决策处置都构成巨大

的挑战。

面对这场台风的考验，身为防台工作

组结构分析负责人，闫禹当时还是有些紧

张：“虽然大桥桥梁设计已经考虑了更加极

端不利的工况，但由于这个台风中心风力

太强，且云系庞大，破坏力很强，我们一点

不敢轻敌。”

9 月 16 日中午 12 点，台风来袭。当风

力达到最大值时，闫禹在控制室紧紧盯着

实时监控系统，看到海面潮位发生很大增

幅，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超强台风的威

力。这座大国工程的结构会不会受损，结

构稳定性、安全性有没有问题，是闫禹和同

事们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公众最关切的

问题。

闫 禹 和 同 事 们 紧 紧 盯 着 屏 幕 ，全 桥

1200 多个监测点位的实时数据集不断闪

烁，通过建成的港珠澳大桥结构安全监测

系统，持续进行数据分析，在台风经过后的

第一时间，闫禹在速报分析结果上郑重签

下自己的名字，支撑了应急决策。“没想到

刚刚建成半年多的监测系统就迎接了这么

大的挑战，幸亏在施工时对安装细节多操

了一份心，才保障了极端工况下的正常运

行。”闫禹说。

如今，闫禹仍活跃在技术一线，每周定

期还要上桥检查，调试检测各种设备和系

统，将这条 55 公里的大桥全程走一遍。

张超凡：

逐梦铁轨间

一个大铁柜，立在铁道边。柜门打开，

露出密密麻麻的线束和元器件。蹲下身

子，正用示波器、万用表检查设备状况的

人，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电务

部信号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张超凡。“这是

我们的发明，名叫动车组车载 BTM（应答

器传输单元）设备性能检测系统，它能及时

在地面发现列车 BTM 设备隐患。”

对于列车来说，信号是啥？通俗地讲，

信号是行车及调车作业组织的指令或凭

证，事关列车运输安全。90 后张超凡已经

跟铁路信号打了 9 年交道。9 年间，他牵头

主持和主要参与的创新发明项目超过 15
项，其中 3 项拥有国家专利证书，为企业节

约和创造价值近 1000 万元。

张超凡打小爱折腾电器：“因为兴趣，

我在攻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都选择

了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2013 年 8 月，张

超凡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铁

路系统工作。张超凡说，头回上线路，他闹

了个大笑话，把信号机的信号灯误认为红

绿灯，一旁的老师傅都忍不住发笑。

业务技能不过硬不行，张超凡虚心向

师傅们请教，还买来一堆铁路信号专业的

书，“200 多页的《铁路信号基础设备》，我

来回‘啃’了 4 遍。”通过不断学习充电，他

很快追赶上来，成为一名合格的信号工。

2017 年，在南昆铁路南宁至百色段增

建二线建设时，张超凡发现每新建一条铁

路，都需要对轨道电路上发送的信号进行

调试，重复测量数据、反复调整往往要耗费

大量劳力。能否节约人力物力消耗？他回

到单位，腾空一个杂物间，开始搞研发。

没有研发条件，就创造条件。电烙铁，

是张超凡自己买的；电源，是以前的学长给

的；电风枪，是自己借的。“晚上下班，他总

往 屋 子 里 跑 ，戴 个 头 灯 坐 在 地 上 闷 头 干

活。”工友何学东说。

参数有误差，张超凡想尽办法改进设

备：电缆受干扰，就用锡箔纸包；电路板受

影响，跑去机加工车间鼓捣个铝壳子罩。

写程序、做样机，连熬好多个通宵，他终于

发明了辅助标调装置。装置可以实现轨道

电路自动匹配调整，给出最终结果，作业人

员根据结果开展标调工作，相比传统调整

方式可节省劳力 50%。目前，南宁局集团

已推广 4 套该装置。

“创新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脚步一停

就是落后。”张超凡说，“高铁发展从无到

有，速度从慢到快，再到现在时速 350 公里

甚至更快，靠的就是创新。”

在动车所，张超凡还牵头完成了发码

箱辅助测试及远程控制装置等发明，从地

面 信 号 到 车 载 信 号 ，他 都 作 出 了 重 大 突

破。但他和工友们并不满足于此。

以车载设备的模拟测试系统为例，以

前张超凡的设计针对的是时速 250 公里的

高 铁 ，现 在 工 友 们 已 着 手 攻 关 针 对 时 速

350 公里高铁的车载设备模拟测试系统研

发，进一步提升维修工作智能分析水平。

这些工友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超凡

大师工作室”成员。

工作室目前有 6 名技师、5 名助理工程

师、2 名工程师。这些年轻人业务上精益求

精，技术上开拓创新。团队研发的 10余项科

技攻关项目为全路首创项目，这些科研成果

运用于实践后，先后发现并解决 4 起重大隐

患 ，将 单 列 动 车 数 据 检 索 分 析 效 率 提 升

160%，管内动车组列控车载专业维护工作效

率提升 13%，设备故障率下降 41.3%，有效填

补了广西高铁信号设备技术空白。

如今，张超凡正继续开展多项高铁科

研课题攻关。“未来，我希望为铁路技术创

新发挥更大作用！”张超凡说。

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在重大工程建设中绽放青春风采绽放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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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张超凡对动车张超凡对动车

车载设备进行检查车载设备进行检查。。

邢邢 星星摄摄（（人民人民视觉视觉））

图图②②：：闫禹在做学术闫禹在做学术

报告报告。。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供图供图

图图③③：：杨宁杨宁（（右右））在乌在乌

东德水电站建设现场解决东德水电站建设现场解决

施工难题施工难题。。

王王 普普摄摄（（人民人民视觉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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