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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册 志 书 层 层 叠 叠 摆 放 出“ 京 ”字 图

案、不同年份的《北京年鉴》组成一条蜿蜒向

前的长河、蓝色穹顶上绘制的析木次星图与

地面的析津府辖域图交相辉映……北京市方

志馆前段时间推出的“方志北京”“年鉴北京”

“志说‘一城三带’”展览，吸引诸多观众驻足

观看。

人群中，一位衣着朴素、身形瘦削的老人

看得格外仔细：“展览为大家了解北京历史文

化和社会生活的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位

年过九旬的老人叫赵庚奇，他的后半生与志

鉴紧紧联系在一起：指导编纂《北京志》，主持

编纂《北京年鉴》，创办中国方志学系，从事志

鉴理论研究……

“只有深入一线，才
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回顾过往，赵庚奇的人生轨迹一次次发

生转折……

1951 年 4 月，赵庚奇高中毕业，正准备考

大学。这时候北京市委组织部调他和另外一

个同学进入北京市委党校，系统学习党的基

本知识和中共党史。

“新中国成立不久，北京市区两级党务干

部不足。”赵庚奇回忆，组织部一共调了近百

人来党校学习，大多数分到了北京市委和各

区委工作。

1952 年 10 月 ，赵 庚 奇 到 北 京 市 委 政 策

研究室工业组工作。不久，他就和同事一起

到石钢（今首钢前身）调研。经过 8 个月的

深 入 调 查 ，赵 庚 奇 独 立 撰 写 了 3 篇 调 研 报

告，还与同事合作完成 4 篇调研报告，深受

好评。此后，他又围绕私营工商业改造、农

业合作化等主题开展调研，最终调研小组一

共报送了 10 多份报告。“只有深入一线，才

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赵庚奇深有感触，在

政研室的经历，对他之后几十年的工作产生

了深远影响。

1956 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人

才匮乏，国务院向全国发出通知，号召在职干

部考大学。赵庚奇萌生了上大学的愿望。不

料，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处负责人找他谈话：

“中央决定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组建一支专家

队伍，你去党校学习吧！”

当年 9 月，24 岁的赵庚奇进入中共中央

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学

习。在 505 名学员中，他年龄偏小。一年多

时间里，他陆续听了张如心、刘大年等著名学

者开设的专题课，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查

阅各种资料……这段学习经历激发了他对近

代史、党史的浓厚兴趣。

此后的 20 多年中，赵庚奇当过农民、记

者和兽医。直到 1979 年，年近五旬的赵庚奇

被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现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

事民国时期北京史和当代北京的研究。

“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赵庚奇怀着

满腔热情，立即投入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10
年间推出《民国时期的北京》《晚清和民国时

期历史事件》《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等

多部著作。其间，有更好的单位要调赵庚奇

去工作，他都不加思索地谢绝，“我只想多读

一点书，安心搞历史研究。”

“我只有狠下功夫学
习研究，才能交上一份合
格的答卷”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几千

年来，各地的志书绵延不断，为我们留下丰厚

的文化遗产。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各省区市

开始新一轮修志。

1983 年 7 月，全国城市志工作座谈会在

太原召开。围绕方志理论问题，来自全国各

地的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夜晚，各个房间

灯火通明，大家的讨论仍在继续，“我仿佛走

进了一个大课堂。”赵庚奇感慨，从此，他和地

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全国从事修志工作的专职、兼职人

员达数十万人，大家迫切要求学习方志学理

论和业务知识。1987 年，赵庚奇在北京社会

函授大学创办中国方志学系并担任主任。他

组织专家编写了 6 本教材，即“燕山史志丛

书”，重印老方志学家朱士嘉和傅振伦的两本

专著，加之购买的两本书籍，一共 10 部教材。

中国方志学系开设中国方志学概论、中

国方志学史等 7 门课程，3200 多名学员来自

31 个省区市。通过两年多学习，学员们提高

了理论水平，增强了分析、研究能力，在各地

修志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学员姚卓华来

自安徽省旌德县，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的

第一项成果《旌德县志·地理编》初稿问世后，

获得好评。1988 年 7 月，他被破例评定为助

理编辑，第二年被聘为该县县志副总纂。他

在给中国方志学系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所没

有围墙的大学，让我实现了 20 年来梦寐以求

的愿望。”

“新方志能为各行各业建设和发展提供

所需资料，能参加修志是件很幸运的事。”在

山东省志办原编审王复兴记忆中，这是赵庚

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修志过程中，赵庚奇不放过任何一个

疑点问题，他对《方志百科全书》中介绍傅振

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一段引文有疑，便查阅

了 傅 振 伦 的 6 本 著 作 ，纠 正 了 不 准 确 的 引

述。“我只有狠下功夫学习研究，才能交上一

份合格的答卷。”赵庚奇说。

每次参加评稿会，赵庚奇总要带上一大

袋书，阐述观点时总有出处，令同行信服。有

一次开研讨会，王复兴看见赵庚奇的发言稿

密密麻麻写满了 17 张纸，纸上有许多勾画改

写，显然每个问题都经过了反复斟酌。“他对

修志工作细致入微，让人佩服。”王复兴说。

“真实准确是志书的生
命，否则贻害当代和后人”

《北京志》的编纂工作，始于 1958 年 12
月 ，计 划 修 志 40 篇 ；但 刚 出 版 7 部 ，就 中 断

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经历了许多大事，

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修一部新志迫在眉睫……

北京地方志从 1983 年开始酝酿、准备，

1988年正式编修。上百个单位、几万人参与收

集资料和编撰，是对北京地区有史以来从自然

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情况的一次前所未有的

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作为北京市方志办常

务副主任，赵庚奇倾尽心血，既继承旧志的优

良传统，也在体例、内容等方面不断创新。

在赵庚奇看来，北京志书名为《北京志》，

而不能称《北京市志》，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北京

作为伟大祖国首都的独有特点。“真实准确是

志书的生命，否则贻害当代和后人。”赵庚奇昼

思夜想，有时半夜醒来，想到志稿中的问题，就

再也睡不着了，在家中翻箱倒柜查找资料……

志稿写出后还要审阅，审稿更“熬”人。

一部志稿几十万字到 100 多万字不等，逐字

逐句地看一遍就要几个月时间。长期以来，

赵庚奇习惯于在签字前把重大问题再捋一

遍，唯恐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有一回，他对一

个人物的表述存疑。尽管印刷厂等着开机，

编纂单位和出版社一直催促，赵庚奇仍然不

松口，整整花了几天时间，终于找到确切证

据，纠正了志稿中的不实记载。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历 时 20 年 ，第 一 轮

《北京志》2008 年面世，其中分志 154 部、区县

志 18 部；同年开启第二轮修志，至 2020 年全

部完成，北京志分志 69 部、区县志 18 部。两

轮共完成北京志分志 223 部、区县志 36 部，在

北京修志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直到 86 岁，赵庚奇才离开岗位，但他心

中依然放不下相伴 30 多年的工作。他分 3 次

向北京市方志馆捐赠了 5000 多册图书和资

料，其中不乏珍贵的志书，“供大家研究参考，

发挥更大作用……”

年逾九旬的北京市方志办原常务副主任赵庚奇——

“能参加修志是件很幸运的事”
本报记者 施 芳

10 多个大书架、几大箱剪报、一摞摞工

作日志……赵庚奇家中，丰富的书籍资料令

人印象深刻。更为难得的是，采访中，每谈到

一个话题，他总是很快查找出相应的资料，将

来龙去脉一一道来。

这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一生奋斗的写

照：岗位虽不断变化，不变的是始终饱满的工

作热情，通过持久的学习有所思有所悟，为记

录历史、传承文明，矻矻穷年、孜孜以求。

时光流逝，赵庚奇几十年前留下的笔迹

已经模糊，但他身上干事创业的精神历久弥

新，无论何时都闪耀着光芒，值得后人学习。

干事创业的精神历久弥新

■记者手记R

人物小传人物小传

赵庚奇，1932年生，河北抚宁人。曾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

员会委员、北京市方志办常务副主任、《北京志》常务副主编，担任

《北京志》分志和区县志的编纂业务指导，主编《北京志·人物志》等，

审读《北京志》分志和区县志 179 部，审读《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

志》11 卷，主持编纂和审读各类年鉴 78 部，著有《赵庚奇志鉴论稿》

《北京志苑三十五年》，获得“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核电站深处，铀 235 燃料芯块被装进核

燃料棒里，264 根燃料棒形成一个组件，157
个这样的核燃料组件，最终被安装在一个直

径 3 至 4 米的反应堆压力容器中，放置在水

池里，核裂变反应就在这里进行……

放置核燃料的水池蔚蓝纯净，24 小时

循环过滤，且为了屏蔽核辐射，加了硼酸，但

这也意味着，修复工作必须在水下完成，中

广核集团核燃料修复师乔素凯（见右图左，

受访者供图）及其团队是唯一能对缺陷核燃

料组件进行水下修复的团队。

修复最难，步骤多且工序细。核燃料修

复有 400 多道工序，其中不可逆转的 200 多

道工序是关键点操作，稍有不慎，损失极大。

仅打开管座这一步，就需要在水下拆除

24 颗螺钉。由于定位难度极高，目前的自

动化水平无法达到这种精度，这个过程必须

完全靠人的经验和手感。乔素凯在地面上

通过水下摄像机查看情况，将一根 4 米的长

杆，伸入到水下 3 米处，找到螺钉口，慢慢匀

速地转动长杆，来完成螺钉的拧动。这是一

个精确值为 3.7 毫米的操作，即使只差 1 毫

米，螺钉都拧不进去，而一旦失败，这个组件

就无法运行，会造成经济损失 1000 多万元。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还要配合紧松适配

器、拆装上管座、测量高度等不同功能的 7
种长杆，这要求操作者心细如发，因为核燃

料棒包壳管的壁厚只有 0.53 毫米，必须保证

在核燃料棒抽出的过程中完好无损。一旦

不慎，破损燃料棒里的裂变气体释放，将会

对人体有极大伤害。

因此，在换燃料棒时，乔素凯必须从头

到脚全副武装，不能说话，室内不能通风，只

要开始工作就至少连续 8 小时不休息。在

此期间，乔素凯心无旁骛地跟零件“对话”，

因为在他眼中，“核燃料组

件是有生命的，要好好对待

才行。”

即 使 工 作 了 30 年 ，为

确保万无一失，乔素凯也会

经常在培训基地的模拟换

料水池里练习手感。多年

的 工 作 经 验 ，让 乔 素 凯 明

白：做这份工作，必须得“胆

小”，不能有半分差池。

有一次在大修装料前，

乔素凯看到湛蓝的堆芯水

池里好像有个白色的不明

物，无法确定具体是什么，于是决定打捞。

准备工作就绪，但异物不见了，只得在水下

一点点排查，用了 15 个小时，换了 3 班人手，

才打捞上来，最终发现是个小塑料片。

“还好有惊无险，但因为耽误了时间，损

失近千万元。”尽管如此，乔素凯依旧认为是

值得的，“核安全无小事，任何疑似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平日里，乔素凯会将精力投入到设备的

研发当中。“之前检修设备及维修服务都得

依靠外国专家，从上飞机开始以小时计价收

费，一直到飞回国。买得起用不起，用得起

也坏不起，整个技术产品就是被外国公司给

垄断了。”

于是，乔素凯就向公司提出，要走自主

研发道路。“不能被外国的技术‘卡脖子’，即

使慢一点，这条路也一定要走通。”在公司的

大力支持下，乔素凯带领团队开始着手研

究，还专门组建了工作室。

堆芯无线照相技术、水下电火花剪切工

具、耐辐射水下摄像机等，日常维修用具都

已经自主研发，水下异物打捞机器人、陆用

状态检查机器人，更高难度的研发也已经有

了模样……

目前，乔素凯已经主持参与研发了 30
多个获得国家专利的项目；最令乔素凯骄傲

的，是他及团队历经 10 年研发的核燃料组

件水下整体修复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将

全部的技术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我们的核电机组是越来越多了，我和我

们国家的核电是一起成长的，从一无所有到

国际领先，我感到特别地自豪。”乔素凯说。

中广核集团核燃料修复师乔素凯——

细至毫厘 精心修复
本报记者 姜晓丹

十指翩跹，在黑白琴键

上跳跃；琴声悠扬，在孩子的

心间流淌……在安徽省安庆

市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师

张晨熟练地弹奏着钢琴；台

下，六年级的孩子们随着节

奏轻敲课桌，闭上双眼放声

歌唱；午后阳光洒满一地，张

晨 和 学 生 一 道 ，沉 浸 在 音

乐里。

作为全国首个音乐学科

教 学 声 乐 专 业 的 视 障 硕 士

生，去年毕业后，张晨重返母

校任教。“从小学到中学，我

负 责 全 校 10 个 年 级 的 音 乐

课，我能感受到同学们对音

乐的喜爱。”张晨说，做教案、

报课题、办社团，虽然有些忙

碌，但乐在其中。

13 岁那年，突然视网膜

脱落，张晨便与黑暗做伴了

24 个年头。失明让走路、夹

菜这样的小事变得困难，也

让她深感自卑、无助。“看不

见的时候很烦躁，直到与音

乐结缘，才找到一些光明的

感觉。”对张晨来说，通过音

乐她能“看到”外边的世界。

瞧不见琴谱，她就用手

摸索盲文，背下音符一节节

学；分不清琴键，她就先试左

手再换右手，夜以继日一遍

遍练。音乐像一道光，为她打开一扇窗。2002 年，16 岁

的张晨被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系钢琴专业录取，

成为安庆市第一位盲人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安庆市特教学校，既教盲文，也

教音乐。”张晨回忆说，那段日子生活稳定，工作顺利，她

想要为学生带去更好的教学方法，“我想告诉像我一样的

孩子，人生有无限可能。”

于是，张晨决定考研，提升专业技能，跳出舒适圈；她

一边紧张备考一边认真教课。凌晨 4 点多，趁着刷牙间

隙她听课学习；课间休息，她背单词、刷题；没有盲文复习

资料，她就找人扫描或翻译。“这种盲文笔记本，我当时手

写了近 100 个。”翻动着桌上厚厚一摞笔记，张晨说。

这 样 精 确 到 分 钟 的 生 活 ，持 续 了 一 年 左 右 。 2020
年，她以初试、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安庆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

如今，张晨牵头组建了七彩旋音乐社团，每周按时排

练。二年级的小朋友学唱黄梅戏有模有样，30 名学生合

唱真挚动听，音乐教室不时还会传出葫芦丝和竖笛的音

乐……在张晨看来，音乐给自己带来了“光明”，她也盼着

孩子们能在音符中感受生命的色彩。

“一点一点发着微光，一闪一闪寻找未来方向，萤火

虫啊，努力去照亮，不怕渺小，看见生命的力量。”这是张

晨创作的一首名叫《萤火虫》的歌，她希望用自己的微光，

照亮视障孩子前进的方向。

“无论何时，都不要熄灭内心的光。”张晨笑着说，接

下来，她想给同学们创造更多机会走出校园，瞧一瞧外面

的世界，“文艺展演、比赛交流，我都想带孩子们参加，帮

助他们更加开朗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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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新华社北京 5月 7日电 5 月 7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

联主席沈跃跃会见来京参访的香港福建妇女协会代表团。全国

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等参加会见。

沈跃跃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香港

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长治久安开辟

了美好前景，为“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保障。

沈跃跃赞赏香港福建妇女协会在维护国家安全、香港稳定，

联系服务香港社区妇女，积极开展与内地妇女务实交流合作，支

持内地扶贫赈灾等方面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她鼓励姐妹们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发扬爱国爱港

爱乡传统，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香港繁荣稳定，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沈跃跃会见香港福建妇女协会代表团

本报北京 5月 7日电 （记者邱超奕）第十六届高技能人才

表彰大会 7 日在北京举行，表彰 30 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

295 名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代表马小光、王树

军、史昆、占绍林和全国技术能手代表魏凤云在会上分别介绍了

他们的先进事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技能大奖和

全国技术能手是选树褒奖优秀高技能人才的最高政府奖项。受

到表彰的高技能人才是践行技能成才、矢志技能报国的先进典

型，是全国技能劳动者的先进代表。广大技能劳动者要学习先

进，做爱党报国的奋进者、勇于创新的开拓者、工匠精神的践行

者。会议提出，要全面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努力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第十六届高技能人才表彰大会举行

本报北京 5月 7日电 （记者刘诗瑶）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与长征七号遥七运载火箭组合体 5 月 7 日垂直转运

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据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

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

等工作。

天舟六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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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庚奇在家中查阅书籍。

本报记者 施 芳摄

◀1987 年赵庚奇在授课。

受访者供图

本版责编：董建勤 康 岩 刘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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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30 年，10 万步核燃

料安全操作，零失误……这

是中广核集团核燃料修复师

乔素凯团队多年工作的成绩

单。若将核电站比作人，核

燃料就相当于心脏部位；而

乔素凯的工作，就是保证这

颗“心脏”健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