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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录入、分拣装车……早上 8
点 ，吴 义 阳 像 往 常 一 样 ，启 动 了 车

子。等待他的是近 110 公里的深山

邮路。这条路，他已经走了 23 年。

吴义阳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安徽省太湖县分公司北中镇北中

邮政支局投递员，从 2000 年成为投

递员以来，他日行 110 公里，至今走

过的路已经超过 64 万公里，相当于

绕地球赤道走了 16 圈，送出信件、

包裹等超过 54 万份。

车沿着山路行驶，围栏之外，便

是悬崖。北中镇地处大别山南麓，

是太湖县最偏远的地区。以前送一

封信，吴义阳要翻山越岭走好几天，

几度遇到危险，数次被周边村民所

救……为何坚守这条邮路？“山里的

乡亲需要我啊。”吴义阳说。过去山

路难行，冬日里大雪封山，夏季常有

山体坍塌，吴义阳就扛起了山内外

联系的重任。

正聊着，车子驶入莲花村电子

商务站。站长王喜玲和吴义阳是

20 多年的老朋友，站点成立之初，

投递员就是吴义阳，23 年过去了，

进进出出的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这离县城最远，但老吴天天来，

一个包裹他也送。”王喜玲说，多年

来吴义阳始终准时，每天都是上午

10 点送来包裹，“甭管刮风下雨，到

点儿，老吴准到。”

回到车上，记者发现，车内空调

出风口处夹着一个记录本，上面记

的都是采购清单：将军村一桶油，吴俊村两袋米、三盒高血压药

……除了给村民投递包裹、信件，吴义阳还长年无偿为村民采购

物资。谁家有需求，给吴义阳打个电话、发个信息，第二天他准

能送达。“举手之劳，不麻烦。”吴义阳笑着说。

临近中午，吴义阳驱车赶到吴俊村村民程永平家，从车里搬

出一袋大米。 70 多岁的程永平拄着拐杖迎了出来。“吃饭没

得？”“下山吃。”“下山不也要吃？莫走莫走，菜是现成的。”实在

推脱不过，吴义阳只得在程永平家喝了一杯水……“娃娃都在外

地打工，门口没有小卖店，家里缺什么都给送，好人啊！”程永平

拉着记者的手，不停地夸吴义阳。

2017 年，朋友找到他说：“干投递员挣得少，来我公司吧。”

吴义阳说，当时，确实有点动心了。岂料，当天晚上突然接到村

民求助捎药的电话。那一夜，吴义阳辗转难眠。

“投递活儿枯燥，年轻人耐不住寂寞。我走了，包裹谁送？

村里人东西谁带呢？不放心哦。”吴义阳说。

多年来，吴义阳自费为山区 10 多名孤儿和贫困孩子征订学

习报刊，资助生病的留守儿童，经常为孤寡老人提供一些力所能

及的帮助。

因工作表现突出，吴义阳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等荣誉，他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我的本分。看

到山里发展越来越好，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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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 3 月 20 日电 （记者范昊天）阳春三月，万物复

苏。湖北来凤县电商产业园区经营户张昆正在忙碌着将一箱箱

来凤藤茶等农特产品打上标签发往全国各地……

“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利用互联网就能实现自主创业。”回乡

创业的张昆介绍，前些年他一直在大城市从事电商工作，3 年前

回乡加入来凤县城投电商产业合伙计划，如今已实现年销售额

1000 多万元，并带动身边 30 多人实现创业就业。

“我们通过引入优秀产业合伙人，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更

多资金和人才。”来凤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一方面来凤城投

以产业为导向，引入优秀的产业合伙人，发展特色产业，拓宽群

众增收致富渠道；另一方面，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县域经济领域的

重点项目。

截至目前，来凤县已形成科技种植园区、电商产业园区等示

范园区，新增就业岗位 4500 余个，实现营业收入 5.68 亿元，上缴

利税 8878 万元，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构建有利于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

环境和市场氛围，进一步整合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助力乡村振

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凤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湖北来凤县——

优化产业结构 注入发展动力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吴 凯

本版制图：汪哲平

本报沈阳 3月 20日电 （记者刘佳华）20 日，辽宁省 2023 年

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全省集中开工的新项目 1816 个，总

投资超过 4700 亿元，项目数量、规模、质量均为历年同期最好

水平。

据悉，辽宁有效发挥重大项目省级推进机制作用，建立全

省年度投资项目库、若干重大工程项目清单、央地合作重点项

目清单、亿元以上项目清单和政府投资项目清单等，确保重大

项目建设接续有力，以点带面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全力扩大有

效投资。

辽宁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中，装备制造、冶金新材料、

精细化工等产业项目 1005 个，总投资 2587 亿元；交通、水利、能

源等基础设施项目 560 个，总投资 1652 亿元。从投资规模看，亿

元以上项目 703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78 个，100 亿元以上重大项

目 8 个。

除新开工项目外，年初以来，辽宁全省相继复工的续建项目

数量约 5000个，复工项目数量和投资进度均好于往年同期水平。

当天开工的亿纬锂能储能与动力电池项目，投资额 100 亿

元，计划在沈阳市铁西区建设研发中心及现代化生产厂房等，主

要生产储能与动力电池，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在沈阳集

聚发展。

辽宁今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1816个新项目总投资超4700亿元

长江三峡，大坝卧江；南水北调，翻山

越岭。这两大工程都留下了陈厚群的奋斗

身影。冒着酷暑严寒，攀爬高山峭壁，这位

身形消瘦、头发花白的老人，常常戴着安全

帽、穿着冲锋衣，开展技术指导、质量验收，

为筑就巍峨大坝添砖加瓦。

编制首部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和

国家标准，主持了一系列国家重点攻关项

目，完成一座座重大水利工程的技术指导

……六十多载，陈厚群在我国水工抗震学

科孜孜求索。如今，90 多岁的他，戴着助听

器，聊起大坝，仍然满含热情：“只有义无反

顾向前，才能闯出新路子。”

几十年奋战一线，攻克
多 项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关 键
技术

“只要祖国需要，我随时准备出发。”朴

实的话语，为他的人生选择写下注脚。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出陶岔、穿黄河、

依太行。从建设穿黄工程，到挖建膨胀土

渠道等，一个个难题考验着建设者。

2011 年，考卷交到陈厚群手中。随着

施工进入攻坚期，陈厚群被任命为第二届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

会主任。“工程之宏大、复杂、艰巨，前所未

有，我自知实践经验还有欠缺，只有发挥所

长，边学边干，才能不负重托。”陈厚群话语

谦逊。

安装直径达 4 米的超大直径 PCCP 管

道（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国内首创。已

80 多岁的陈厚群一次次现场踏勘。 50 厘

米的管道检修孔，空间狭窄，他不顾劝阻

钻入，一点点向前挪动。 6 米多高的临时

软梯，摇摇晃晃，他抓紧绳索攀爬。“只有

亲眼看，用脚踩，工程情况才能了然于胸，

决策才能更加科学。”在陈厚群和专家组

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难题得到解决，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顺利建成并一直安全稳

定运行。

“哪里需要、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

陈厚群的每一次选择，都体现着这样的职

业追求。上世纪 50 年代，陈厚群先求学清

华，后出国留学，一回到祖国怀抱，他就在

分配志愿上写下“去水电建设一线”。在他

的再三申请下，领导把他安排到位于辽宁

的桓仁水电站锻炼。

那段日子里，他常常左肩扛着 60 斤重

的风钻，右肩搭着 2 米长的钢钎，往返于施

工现场。艰苦的环境激发斗志。他和同事

设计了木制卷扬吊车，大幅减小劳动强度；

积极推广湿钻，减少石粉对施工人员健康

的损伤。

危险常伴身边。一次赶往爆破试验现

场 的 途 中 ，满 载 石 头 的 大 车 从 陡 坡 上 滑

下。车子猛烈撞上陈厚群的后背，车轱辘

从右脚碾过……陈厚群咬着牙说：“尽快进

行爆破，不然工期就要滞后了。”他随即摸

出口袋中准备发往炸药厂的电报稿，交给

同事。

从东北平原到西南群山，溪洛渡、大岗

山、锦屏……一道道大坝高耸。从青春年

华到青丝染白，陈厚群带领团队攻克了多

项水利水电工程关键技术，见证了从新中

国成立之初仅有 1200 多座水库到如今近

10 万座的巨大变迁，穿越时光的水利报国

之梦成为现实。

勇于探索创新，推动水
利工程抗震研究

1963 年，水利工程研究领域的一扇新

大门被推开。业界权威期刊《水利学报》发

表《重力坝的动力分析》，全新的思路，让学

界开始重视水利工程抗震研究。

“从 0 到 1”的开拓，源自于扎根一线的

深入研究。上世纪 60 年代初，广东省河源

县新丰江水库大坝蓄水后发生地震，这为

水利专家提出了一道新课题：如何让大坝

更牢固、更安全？

陈厚群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参与分析

建筑结构、受力情况和抗震加固方案的研

究——修建支撑墙，增强坝体横向整体抗

震性能。

与此同时，陈厚群接到新任务，筹建水

科院抗震组，以新丰江水库大坝为研究对

象，边实践边研究，为今后的水利工程建设

提供更为系统的理论支撑。

“临危受命，责任重大。”谈起当时的心

情，陈厚群记忆犹新，“这是一个涉及水利、

土木、地质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只能从头

一点点摸索。”

无限风光在险峰。陈厚群克服一个个

困难，取得了丰硕的原创性、开拓性成果——

大型振动台，可模拟各种强度的地震。

水利工程模型在振动台上接受一番“地动山

摇”的考验，才能检验其坚固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大型振动台

试验技术受制于国外。陈厚群带领团队，

耗时 7 年，主持研制三向六自由度宽频域模

拟地震振动台。在安装关键时期，陈厚群

带着被褥住进工程现场，参与解决随时出

现的问题。

2008 年，陈厚群加入国务院三峡枢纽

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彼时，诸多难题摆

在他的面前——三峡进入 175 米试验性蓄

水期，施工队伍陆续撤离，质量管理形势严

峻；右岸地下电站和升船机续建工程进入

关键期，标准严、难度大。

“国之重器不能有丝毫质量瑕疵，我们

要以最严的标准来确保三峡质量达标。”陈

厚群说。2008 年至 2018 年，检查组共完成

现场调研检查 36 次，形成调研报告 18 份、

检查报告 10 份，有关专题报告、咨询意见

32 份。2020 年 11 月，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

工验收全部程序。

抗震理论、应用基础、数值模拟、软件

开 发 …… 一 个 个 研 究 课 题 拼 接 出 水 工 抗

震的学术版图。“路是人走出来的，只有持

之 以 恒 、精 益 求 精 ，才 能 成 功 。”陈 厚 群

感慨。

传承严谨学风，培养更
多人才投身水利事业

桃李芬芳，绽放在大江大河，一批批优

秀学子为我国水工抗震研究打下坚实基

础。他们有的活跃在深山工地，参与项目

建设；有的站在三尺讲台，成为水工抗震教

育的生力军。

26 年前，第一次师生见面的场景，让涂

劲难以忘怀。“没有过多寒暄，老师就为我

们普及拱坝、重力坝等知识，讲起了规划中

的溪洛渡、大岗山等水电站。”陈厚群的学

术热情，让涂劲深受触动，“那一刻，我坚定

了跟随陈老师研究水工抗震的决心。”

毕业后，涂劲来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中心继续从事研究工

作，参与了白鹤滩、乌东德等重大水电工程

抗震安全研究。“我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水电

建设蓬勃发展时期，更见证了我国水工抗

震专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风雨历程。”

一张写满密密麻麻符号和数字的演算

纸，让郭胜山记忆深刻。“几十页的报告，陈

老师会一一推导里面的公式。严谨的态

度，值得我终身学习。”郭胜山说。凌晨时

分仍能收到老师回复的邮件；老师深夜从

医 院 回 家 ，第 二 天 依 然 准 时 出 现 在 会 场

……点点滴滴，打动着郭胜山。

如今，陈厚群依然瞄准科学前沿。“我

和团队创建了全新的混凝土坝抗震理论体

系，研发一整套包括高性能‘云计算’在内

的、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说

起研究课题，陈厚群滔滔不绝，“水利工程

对数据精度要求高，从前我们只能用稿纸

和笔，手算十几个方程，现在我们用计算

机，多大的数据量都能快速算出。”

“如今的科研条件和鼓励创新的环境

前所未有，希望年轻人踔厉奋发，为我国水

利事业添砖加瓦！”陈厚群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厚群——

为筑就巍峨大坝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王 浩 李晓晴

■记者手记R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人物名片

陈厚群，1932 年 5 月出生于

江苏无锡，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南水北调工程专家委

员 会 主 任 。 作 为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抗震专家，主编我国第一部水工

建 筑 物 抗 震 设 计 规 范 和 国 家 标

准，负责研制我国第一台大型三

向 六 自 由 度 宽 频 域 模 拟 地 震 振

动台，攻克东江、二滩、小浪底、

三峡、龙羊峡、小湾等众多大型

水利水电工程关键技术。

葛洲坝、三峡、乌东德、白鹤滩……一座

座大坝在江河间耸立。大坝“个头”越来越

高的背后，是像陈厚群这样的科学家不断攀

登一座又一座技术高峰的努力。从无到有，

从“跟跑”到“领跑”，离不开细致研究、精密

计算，更离不开的是敢于挑战的创新精神、

埋头苦干的责任担当。

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

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

顶点。在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征途上，唯有坚韧不拔、矢志

不渝，才能肩负起科技创新重任。

矢志不渝 永攀高峰

本报北京 3 月 20 日电 （记

者郁静娴）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

响，3 月 15—17 日，我国中东部大

部出现大范围降水降温天气过

程，河南中西部、山西东南部和

陕西东南部局地出现降雪。

降 雪 降 温 天 气 对 小 麦 生 产

有什么影响？农业农村部小麦

专家指导组组长郭文善介绍，3
月中旬黄淮地区降雪往年也有

过。目前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

拔节，黄淮南部处于起身至拔节

初期，华北和黄淮北部等地全面

返青，正是需水较多的时期。春

雨贵如油，此次降水黄淮南部、

江淮大部降水量都在 10 毫米以

上，及时补充了土壤墒情，相当

于普浇了一次返青拔节水，特别

是对前期出现旱情、没有灌溉条

件的小麦生长发育十分有利。

据悉，为指导落实好小麦田

管措施，农业农村部已组派 3 个

小麦专家指导组赴河南、山西、

陕西主产区，指导各地抓住降水

的有利时机，趁墒追施返青拔节

肥，促进分蘖成穗和穗分化；针

对个别受冻麦田，指导农户及时追施尿素等速效

氮肥，叶面喷施芸苔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促进小

蘖赶大蘖、大蘖多成穗，尽快恢复正常生长。指导

各地加强小麦条锈病、纹枯病、茎基腐病等病虫害

监测预警，及早做好“一喷三防”物资准备，及时开

展统防统治，减轻病虫害危害。

此外，针对近日降雪降温造成部分桃、梨、杏、

茶叶等园艺作物不同程度受冻，农业农村部组织

专家制定印发了《果菜茶防“倒春寒”抗冻技术意

见》，指导各地落实熏烟、喷施防冻剂、水溶肥等防

冻及灾后生产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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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卿头镇董村农场四分厂的全自动移动式管道喷灌设备正在给小麦进行春浇。近日，随着气温逐渐

回升，山西晋南地区的冬小麦开始返青，当地抢抓农时，加强田间管理，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杨建峰摄（影像中国）

陈厚群在参加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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