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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贵南高铁全线正式开通运营。

在 贵 州 贵 阳 和 广 西 南 宁 间 建 高 铁 ，有

多难？

高 山 盘 亘 ，峻 岭 纵 横 —— 桥 隧 比 高 达

90% ，线 路 全 长 482 公 里 ，甚 至 要 在 隧 道 里

架桥。

世界遗产地，地球绿宝石——贵南高铁

须穿越多个自然保护区，每一方渣土、每一棵

绿植都不能随意处置。

再难也得建。

贵南高铁，沿线串起 30 多个少数民族聚

居区，结束多地不通高铁的历史，带来新的发

展空间。

从勘探到通车，近 10 年时间，总投资超

750 亿元，这样一项超级工程是如何建成的？

近日，记者跟随贵南高铁总体设计负责

人龙宗明、贵州段现场指挥长许为农、朝阳隧

道总工程师王旭光的脚步，一探究竟。

总体设计负责人龙宗明：

“设计方案历经上千次
改动，只为在发展与保护间
取得最佳平衡”

贵阳、南宁，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节

点。打通两地间的陆路交通通道，不仅是地

方经济发展需要，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

道建设需要。

2014 年，贵南高铁勘探工作启动。

翻看地图，贵阳南宁间横跨着贵州高原、

苗岭山脉，还有清水河、漳江等多条河流。一

路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形地貌复杂多变。

线路，是高铁的跑道。地质条件如此复

杂，选线至关重要。

“一条高铁线路的设计，安全可靠是底

线，服务地方发展是目标。”来自中铁二院的

龙宗明说，第一步，要从复杂地质中选出适合

施工的路段。

“空、天、地”勘察新技术齐上阵。空，即

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解译不良地质；天，即

利用无人机等技术进行勘察设计，避开不良

地质、不必要的工点；地，则是指通过地质罗

盘、地面激光雷达等技术了解地质参数。“高

分卫星遥感解译技术，大幅提高了不良地质

的解译精度和效率。”龙宗明说。

有了基础资料、实现初步设计，线路具体

怎么走，还得靠设计人员实地走访。

龙宗明回忆，2015 年 9 月，为确定老百山

隧道进出口，5 人团队在山沟里摸索了好几

天，走野路、过小河、蹚积水，才最终选定隧道

口位置。“482 公里的高铁线路，我们一步步

走过，没有路就蹚出路。”两个月，龙宗明和设

计团队成员从起点走到终点。

设计中更难的是发展与保护的平衡。

贵 州 省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荔 波

县 ，是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地 ，被 誉 为“地 球 腰 带

上的绿宝石”。“这里自然保护区众多，最优

选 择 是 从 外 围 绕 过 。”龙 宗 明 说 ，然 而 为 了

把 旅 游 资 源 效 益 最 大 化 ，让 高 铁 更 好 促 进

沿 线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线 路 又 需 经 过 荔 波

县。怎么办？

以隧代桥、以桥代路。经过 1 年反复论

证，并通过环境影响专题评估，荔波段线路才

最终确定。

“我们整整花了 3 年时间，才确定整条线

路方案。”龙宗明说，仅贵州段就做了 1675 公

里的线路规划，从中选择最适合的 199.64 公

里，“一条高铁线路，设计方案历经上千次改

动，只为在发展与保护间取得最佳平衡”。

设计方案尽最大可能途经更多交通基础

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让 30 多个少数民族聚

居区一步跃进高铁时代。

贵州段现场指挥长许为农：

“我们在最严苛的环保
要求下，建出了高标准的高铁
线路”

见到许为农时，贵南高铁正在接受高速

综合检测列车——“黄医生”的检验。当天，

车身涂装成醒目黄色的列车，以 385 公里的

时速通过贵南高铁贵州段，极限测试线路各

项指标。

“对工程人而言，线路都像自己的孩子。

这次检验，就像孩子参加高考。”来自沪昆客

专贵州公司的许为农，是贵州段现场指挥长。

在这位干了 40 年的“老铁路”看来，贵南

高铁最大的特点是绿色。

——“绿宝石里穿个洞”，贵南高铁经受

住了最严苛的环保考验。

2018 年，贵南高铁全线开工建设。九万

大山一号隧道是许为农最关注的工程之一。

一方面，工程难度大。隧道洞身穿越 9
套地层、3 条断层、2 条可溶岩与非可溶岩接

触带，上跨区域性暗河、下穿众多溶岩洼地，

容易出现突泥、涌水、塌方等现象。

“隧道出口 7 公里范围内就分布了 34 个

溶岩落水洞，其中 19 个对施工有威胁，1 个处

于隧道正上方。”许为农介绍，隧道单日最大

涌水量达 72 万立方米，相当于 380 个标准游

泳池的蓄水量，风险极高。

另一方面，环保要求更高。隧道挖出的

渣土，必须运至 15 公里外堆放；为施工开挖

的横洞，必须回填、复绿，保持外貌一模一样；

供电站、牵引变电所也不能建在线路边上，必

须移至保护区外……

施工方专门花费 1000 万元，建设 3 个污

水 处 理 站 ，以 确 保 排 放 的 废 水 满 足 环 保 要

求。“每月仅处理站的运营成本就高达 10 万

元，但我们做到了废水可循环使用，对环境无

影响。”隧道施工单位中铁十八局项目部副经

理汪平说。

“我们在最严苛的环保要求下，建出了高

标准的高铁线路。”许为农说。

——多花 3800 万元，只为将对生物的影

响降到最低。

澄江双线特大桥，穿越了广西都安澄江

国家湿地公园。这是一片保育区，生活着小

鸦鹃、黑翅鸢等 22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

物。这些动物对噪声、灯光反应特别敏感。

“我们专门设计了声光屏障，多花 3800
万元，只为将对公园内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降

到最低。”龙宗明介绍。实际施工中，施工单

位还通过精算加大墩距、减少墩数的“环保等

式”，科学加大桥梁跨度，保护了 2291.94 平方

米湿地。

贵南高铁沿线途经自然保护区 10 处，世

界自然遗产地 2 处、城市饮用水源 13 处、森林

公园 7 处，施工过程做到零污染、零破坏，是

一条生态铁路。

朝阳隧道总工程师王旭光：

“为了这条隧道，我们
的青春在这座大山里度过”

“这条隧道是全线地质情况最复杂的超

大富水岩溶隧道，非常不容易。”许为农建议

记者一定要到朝阳隧道看看。

翻山越岭近 4 小时，记者终于来到了中

铁十二局贵南高铁项目部。司机告诉记者，

这里本没有路，是为了挖隧道才专门修的一

条路。

朝阳隧道，全长 12734 米，断层破碎带和

软弱围岩占全隧 70%以上，具有 135 处施工

风险。该山体地下暗河、巨型溶洞溶腔纵横

交错，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联通，地质环境极

为复杂。

“朝阳隧道是名副其实的‘水帘洞’，10
天就能排出一西湖的水。”来自中铁十二局的

王 旭 光 说 ，更 危 险 的 是 ，隧 道 埋 深 超 过 432
米。这就意味着，山体内的溶腔水，一旦在施

工中被戳破，水体在巨大山体压力下能喷射

15 米远，中间夹杂的鹅卵石，会像子弹一样

飞出来。

面对高压富水和岩溶地质难题，建设者

们构建了“2 横洞+1 斜井+2 平导+1 通风竖

井+17 横通道”的隧道建设格局，通过构筑超

过 1 万米的排水坑道，解决难题。

“我们 2016 年底进场施工，直到 2022 年

5 月才贯通。”王旭光说，“为了这条隧道，我

们的青春在这座大山里度过。”

建设过程中，这样的项目还有很多。贵

南高铁的建设，前后有超过 10 万人次参与

其中。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们期待着，贵南高铁带来更多游客体

验‘天然氧吧’，同时带着茶叶走出大山，帮助

茶农增收致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州级传承人孟荣芳说。

开通运营后，贵南高铁通过贵阳铁路枢

纽与上海至昆明高铁、成都至贵阳高铁、重庆

至贵阳高铁、贵阳至广州高铁等线路连接，通

过南宁铁路枢纽与南宁至广州高铁，南宁至

北海、防城港、崇左等北部湾城市群间的城际

铁路相连。

山海相连，融入全国高铁网络，西南民族

地区交通大动脉打通了。

上图：列车经过贵南高铁营盘清水河双

线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贵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

逐绿而行 山海相连天堑通
本报记者 李心萍

■经济新方位
重大工程一线
R

本报南宁 9月 2日电 （记者邓建胜、张

云河）贵阳至南宁高速铁路南宁至荔波段 8
月 31 日正式开通运营，贵南高铁实现全线

开通运营。至此，广西河池市结束不通高铁

历史，广西 14 个设区市全面实现“市市通高

铁 动 车 ”，西 南 民 族 地 区 新 增 一 条 交 通 大

动脉。

首发列车从南宁东站驶出，途经都安、

河池西、环江、荔波、都匀东、贵阳，行驶 3 小

时 2 分钟后到达贵阳北。

贵南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

头（银川）至海口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广西、贵州间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

铁路。其中贵南高铁贵荔段已于今年 8月 8日

开通运营，此次开通的贵南高铁南荔段全长

307 公里。

毛南族动车组司机韦宝贤说：“家乡终

于通高铁了，能值乘首趟高铁，我很激动。”

贵南高铁沿线分布毛南族、瑶族、布依族、水

族等 30 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高铁开通运

营，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推动边疆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据统计，项目累计优先安排

当 地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的 高 铁 工 地 就 业 超 过

2.97 万人次，支付工资超过 2.7 亿元；修建施

工便道 169 公里，连通沿线乡镇 36 处。

贵南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有效提升西部

陆海新通道中线通道铁路干线的货运能力，

帮助沿线各节点城市更好融入西部陆海新

通道物流运输体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广西设区市均已通高铁动车

■延伸阅读R

本报南宁 9月 2日电 （记者庞革平、

祝佳祺）2 日，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大藤峡

水利枢纽最后一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标志着主体工程完工，较国家批复的建

设工期提前 4 个月。

大 藤 峡 水 利 枢 纽 是 国 务 院 确 定 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标志性

项目，是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

置、灌溉等功能于一体的珠江流域关键

控制性工程。

大藤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藤

峡工程于 2014 年 11 月开工建设，工程总

投 资 357.36 亿 元 ，总 库 容 34.79 亿 立 方

米，防洪库容 15 亿立方米。工程初期运

行 3 年来，综合效益显著。在抵御 2022
年西江第 4 号洪水过程中，拦蓄 7 亿立方

米 洪 水 ，最 大 削 减 洪 峰 3500 立 方 米 每

秒，避免西江、北江洪峰遭遇，保障了西

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先后 12 次参与应急调水，累计补

水量达 18 亿立方米，有效压制珠江河口

咸潮上溯，为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提供

了坚实屏障；船闸实现 24 小时通航，通

航效率不断提升，累计核载量超 1.9 亿

吨，带动地方超百亿元产业发展；已投产

运行机组发电超 115 亿千瓦时，为区域

电力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

大藤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将

进一步完善珠江流域防洪体系，打牢国

家水网重要节点，全面建成红水河“清洁

能源走廊”，为强化珠江流域治理管理、

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地方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提供全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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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9月 2日电 （记者王珂）由文化和旅游部、

新华通讯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3 中国

（阿尔山）旅游大会，2 日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启动。

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表示，广大文

化和旅游工作者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旅游为民、发挥

旅游带动作用，持续完善旅游政策体系、为旅游企业纾困解

难，优化旅游行业生态，丰富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

大众旅游、智慧旅游、绿色旅游、文明旅游。

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表示，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重镇、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将忠实履行党中央喉舌、耳目、智库

职责，持续展示我国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的举措成效，推动

“诗和远方”在共创美好生活中“融”得自然、“合”得协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表示，内蒙

古将牢牢把握这次大会机遇，打造自驾游首选地、露营游佳选

地、度假游必选地、康养游优选地，促进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在

祖国北疆花开遍地、荟萃群芳。

当日举行了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镇授牌仪式，文化和旅游部与新华社共同启动“我为乡村做设

计”活动，内蒙古作旅游推介并发布阿尔山文化旅游宣传片，文

旅头部企业发出“携手助力阿尔山旅游火起来”联合倡议。

本次大会以“文旅融合 绿色发展”为主题，坚持展示推

介结合、线上线下联动，推出穿越大兴安岭自驾游、论坛交流、

乡 村 旅 游 艺 术 提 升 行 动 、“ 非 遗 + 旅 游 ”、度 假 产 品 体 验 等

活动。

2023中国（阿尔山）旅游大会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9 月 1 日致信祝贺国防科技大学建校

70 周年，向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热

烈的祝贺。

由 1953 年创办于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

发展而来的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央军委直属

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建校以来先

后培养输送各类人才 20 余万名，在超级计算、

卫星导航等前沿领域取得不少突破性成果。

收到贺信，国防科技大学全校师生员工深

受鼓舞。大家表示，习主席的贺信，站在时代

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对大学建校以来作

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对在新的起点

上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明确要求，为奋进新时

代新征程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

国防科技大学党委专题召开党委常委会

认真学习领会贺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思路

举措，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

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为

战育人，坚持面向世界军事和科技前沿、面向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大学办成高素质新型

军事人才培养高地、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

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开 创 国 防 和 军 队 现 代 化 新 局 面 作 出 更 大

贡献。

“青年学员是军队的未来，把他们培养好

是军校教员的责任和义务。”细细领会学习贺

信内容，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教授朱健民感到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要传承发扬‘哈军工’光

荣传统，躬耕三尺讲台，从德、能、绩、体等方面

将同学们培养成堪当强军重任的一流人才。”

作为科大学子，国防科技大学全体学员

内心强烈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2020 级学员

李 盈 表 示 ，要 沿 着 习 主 席 指 引 的 方 向 拼 搏

奋斗，把成长成才目标融入强军兴军伟大事

业，以优异学习训练成绩回报统帅关怀厚爱、

为母校增光添彩，奋力跑好强军事业属于自

己的这一棒。

治军先治校，强军必强校。军队院校普遍

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教学科研工作实际，把

习主席贺信精神转化为办校治学的具体措施，

努力提升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质

效，加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切实为新时

代强军事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着眼全速发动国防科技创新引擎，海军

工程大学计划进一步释放一揽子人才扶持和

优待政策红利，为科研人才提供广阔创新舞

台。着眼增加为战育人含“战”量，陆军防化

学院将突出以战领训、实战实训，完善实践教

学内容与标准体系，用好与清华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等地方高校建立的人才共育协作机

制，依托多个防化部队开展联教联训，支撑学

员岗位任职能力生成。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段盛文刚刚在

2023 年全国大学生测绘学科创新创业智能

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他表示，作为海道测量专

业学员，将不断发挥自身专长，为海洋领域科

研和测绘工作贡献力量。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是一

项系统工程，院校有院校的任务，部队有部队

的职责。”联勤保障部队某输油管线团政治工

作处主任王万波介绍，将通过为新毕业学员

制定成长规划，结合保障演练、装备保养等任

务组织跟班见习，帮助他们步入成才快车道。

育才，训好新员。第 71 集团军某旅计划

把新排长和新直招士官混合编组，区分目标

侦搜、指挥控制等岗位，嵌入演训一线火力单

元，让他们在战位熟悉相关技能，提升岗位实

践能力。

育才，选好骨干。空军某基地据此展开

“换装+换脑”能力强训，优先选拔新质作战

力量骨干人才和技术能手，加大紧缺急需专

业骨干保留力度，为加快备战转型提供坚实

人才支撑。

育才，定好方案。武警上海总队在前期

探索人才队伍精准培养模式基础上，拟根据

岗位任职需求和警官自身特点，为大家量身

定制“成长路线图”，助力复合型打仗人才加

速成长。

育才，创新方法。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

舰支队下一步将聚焦破解人才缺口难题，完

善“部队—院校—厂家”培训模式，通过交叉

任职轮训、随舰出海跟训等方式，缩短人才成

长周期。

在空军预警学院，在武警海警学院，在战

略 支 援 部 队 某 部 ，在 第 83 集 团 军 某 旅 ，在

火箭军某基地……习主席的贺信在军队院校

师生和部队官兵中，持续激发起勇担时代重

任、建功强军伟业的强大奋进力量。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 记者梅常伟，

参与采写：楚沄浩、廖露、周旋、冯来来、侯融）

勇 担 时 代 重 任 建 功 强 军 伟 业
—习近平主席致国防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的贺信在军队院校师生和部队官兵中激发奋进力量



























“从典籍背后的守护故事，到‘千年画中游’的奇妙旅程，

再到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见证科技的发展……随着美丽中

国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感受到伟大的时代进程。”观看了

2023 年《开学第一课》节目，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六年级

学生李依宸深有感触。

日前，由中宣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

公益节目 2023 年《开学第一课》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

中，《儒藏》工程专家、“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专家、考古学

家、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飞行员、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科

学家、神舟十六号乘组等嘉宾，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奋斗事

迹，传播知识、打动人心。节目播出后，广大青少年表示，强国

复兴有我，要以昂扬向上、不懈奋斗的姿态接过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历史接力棒。

“节目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名军人，一名是抗美援朝

战场上的飞行员陶伟，一名是驾驶新型战机为志愿军烈士遗骸

归国护航的飞行员张威。”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双山校

区）六年级学生张梓皓说，“当听到陶伟爷爷讲述年仅 19 岁的

战友牺牲的那场战斗时，当听到张威叔叔说到‘长空祭忠魂，英

雄归故乡’时，我被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深深打动，我相

信未来的我们也将继承这样的精神，担负起守卫祖国的重任。”

北京市大峪中学高一学生解欣然说：“实景课堂里，返乡

创业的新农人魏巧老师讲述的数字化农田，让我很感兴趣。

在科技的助力下，田野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要学好知识、掌

握更多本领，长大后为科技自立自强作贡献。”

从文化传承工程、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新发现等角度溯

源历史、寻脉中华，带领学生打卡文化地标，在“行走的课堂”

中读懂中国历史、感知中华文明，节目给孩子们带来一场丰盛

的精神文化盛宴。“最好的文化传承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河南

省安阳市梅东路小学德育主任魏淑芳表示，作为教育工作者，

要在孩子们内心种下文化自信的种子，引导孩子们为推动中

华文明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师刘琳

琳说：“节目里有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航天员、科学

家等杰出人物的故事和亲身讲述，更能激发孩子们的热情，为

他们成长成才注入强大动力。”

“2023 年《开学第一课》充分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创

造、新发现、新表达和新声音，为孩子们搭建起与历史交流、与

文明对话的全新空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杨

乘虎表示，节目以场景化叙事，构建起走入田间地头、纵览大

好河山、筑梦九天之上、翱翔天地之间的人文美学意蕴，实现

了青少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

2023 年《开学第一课》—

“强国复兴有我”
本报记者 丁雅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