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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东南部，黄土高原沟

壑纵横。平凉市灵台县龙门乡

就地处高原沟壑区，全乡不到

3000 人的常住人口，分散在超

过 110 平方公里的山川之中。

一 辆 救 护 车 穿 梭 在 山 、

川 、塬 之 间 。 救 护 车 上 通 常

是 两 个 人 ，杨 安 福 是 乡 卫 生

院 院 长 兼 驾 驶 员 ，他 的 妻 子

俞 树 梅 医 生 就 坐 在 副 驾 驶

座 。 这 些 通 往 所 辖 9 个 建 制

村 的 山 路 ，他 们 一 走 就 是

13 年。

“我俩的手机号
就是村民的‘120’”

俞树梅是兰州人，在甘肃

医学院读书时，和杨安福是同

班同学，后来两人相恋。杨安

福是灵台本地人，从小在这里

长大，大山里缺医少药的情况，

他深有感触。从上学起，一颗

回乡做医生的种子就种进了心

里。2011 年大学毕业后，杨安

福考回了龙门乡卫生院。

要不要跟恋人一起去做乡

村医生？考虑再三，俞树梅打

包好行李，坐上了去灵台的大

巴车。2012 年，俞树梅参加了

甘肃省制定的支持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考试，以

优 异 成 绩 考 进 了 龙 门 乡 卫 生

院，两个人就在这里留了下来。

龙门乡山路陡峭，十步一弯，百步一沟。“去个别村随

访，路上就得花两个多小时。”俞树梅说，“因为方言不通，我

和村民交流，经常互相听不懂。”

在 杨 安 福 的 鼓 励 和 帮 助 下 ，俞 树 梅 逐 渐 适 应 下 来 。

曾 有 条 件 更 好 的 医 疗 机 构 发 出 邀 请 ，夫 妻 俩 都 拒 绝 了 。

虽然在附近的什字镇买了房，但为了方便村民看病，他们

索性带着孩子住进了门诊室对面的平房，回自己家反而成

了“稀罕事”。

从医生做起，到 2017 年成为副院长，再到 2023 年 8 月，

杨安福接任了这所卫生院的院长。每天早上 7 点多，趁患

者还没来，杨安福和俞树梅就带着医护人员开始打扫卫

生。在这里，杨安福既是医生、院长，也是收费员、药师、医

保政策说明员，还是保洁员、救护车司机和锅炉房师傅。

“最近天气好，我们多去村里跑几趟。”吃完午饭还没休

息，杨安福就拉着妻子上了救护车。

两人一下午走访了五六户重点关注的患者，晚饭时，杨

安福又接了三四个电话。10 多年来，他们的手机从没设置

过静音。“我俩的手机号就是村民的‘120’。”杨安福说。

“村民看病更方便了，我们也就放
心了”

杨安福和俞树梅刚来龙门乡卫生院时，这里只有两排

矮平房，医护人员只有 8 名，设备仪器、药品保障也不太充

足。后来，得益于县基层卫生院基础设施改善项目和东西

部协作基金的支持，卫生院的条件一点点好了起来。

2014 年，卫生院里建起了一座二层综合楼，办公面积

有 260 多平方米，包含 12 间办公室。除了看病，这里还有帮

村民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医保咨询的地方。再后来，这里又

建了中医馆和配套食堂，B 超机、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和救护车也逐步添置完毕。

设 备 的 问 题 解 决 了 ，还 要 解 决 人 手 和 技 术 的 问 题 。

近 3 年，灵台县通过实施重点院校实地招、定向联系精准

招，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引进 88 名紧缺人才。此外，当地

为 乡 镇 卫 生 院 聘 用 特 岗 全 科 医 生 5 名 、订 单 定 向 村 医 6
名，同时招聘乡村医生 27 名，龙门乡是受益地区之一。现

在，龙门乡卫生院共有医护人员 18 名。在政策鼓励下，大

家还有了去平凉市人民医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等医院

进修的机会。

截至去年底，杨安福和俞树梅已累计在门诊接诊 4 万

余人次，义诊、随诊和中医专项治疗也都分别超过了 2 万人

次。杨安福说：“各方面条件越来越好，村民看病更方便了，

我们也就放心了。”

“我们想把健康教育做在前头”

大集上，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几个白大褂的身影惹人

注目。

杨安福给龙门乡民乐村的村民李志寿测完血压，嘱咐

道：“身体没啥事，不过上了年纪，人要注意清淡饮食……”

“知道啦安福，每次赶集都来找你瞧瞧，我也就放心

啦。”71 岁的李志寿说。

几名大夫为村民义务体检、开展健康咨询，不一会儿，

桌边围满了人，杨安福见人多了起来，于是给大家普及起了

健康知识。

杨安福说：“我们想把健康教育做在前头。”为了把疾病

预防知识普及得更广，杨安福还会定期组织临床医生、公共

卫生专干等进村，为 65 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同时开展慢

性病防治、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

龙门中心小学和卫生院一墙之隔，这里的孩子都认识

“树梅阿姨”。每次开学时，俞树梅会和县、乡两级的医护人

员一起，到学校为孩子们做体检。时间一久，俞树梅成了孩

子们的知心朋友。

同样把俞树梅看作知心朋友的，还有敬老院的老人

们。在日常走访中俞树梅了解到，一些年轻人外出打工，留

下老人在老家，这些老人有时难免情绪消沉。一有时间，俞

树梅就会和同事到敬老院看望老人。“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都

很重要，心情好起来，他们的身体也会更好。”俞树梅说。

忙完一天的工作，俞树梅回到家准备做饭，推门一看，

杨安福已经将做好的红烧排骨摆到了桌上。孩子抹抹嘴

说：“爸爸做得真好吃！”“是，爸爸做的红烧排骨最香了！”俞

树梅笑起来，温馨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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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3月 26日电 （记者邵玉

姿）近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印

发《2024年河北省城市体检工作方案》，明确

城市体检范围和重点工作任务。今年，河北

将推动城市体检工作在全部县城启动。其

中，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直接指导组织 43个省

级样本城市（县城）开展城市体检；其余县

（市、区）按照设区市要求开展工作。另外，

石家庄市和唐山市是城市体检国家样本城

市，将按照住建部相关要求开展工作。

《方案》明确，城市体检的主要目标是

从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四

个维度，找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

痛点问题，把体检发现的问题作为城市更

新的重点，扎实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建

立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巩固提升”

的城市体检工作机制，打造宜居、韧性、智

慧城市。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搭建省级统一社会

调查问卷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

社会调查，充分结合社会调查结果，科学谋

划实施城市更新工作。

河北今年在全部县城启动城市体检
本报北京 3月 26日电 （记者郑海鸥）中国

记协、全国三教办 26 日在京举办“新时代·好记

者”全国巡讲活动首场巡讲报告会。24 名“好记

者讲好故事”优秀记者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

奖获奖者分成 3 路，在中国记协、人民日报社、北

京市委宣传部面向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

业类媒体和北京市新闻单位分享他们的采访经

历和所思所悟。

中国记协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优秀记者所

属媒体类型、年龄、报道领域虽有不同，但都在新

闻实践中作出突出成绩，是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优

秀代表。通过他们讲述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新

闻故事，在全社会更好展示和塑造新闻工作者良

好形象，激励广大新闻工作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中

反映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引导干部群

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月 26日至 4月 2日，巡讲团将分赴北京、上海、

浙江、福建、陕西、新疆等 10个省区市，走进各地党

政机关、厂矿企业、居民社区等，为当地机关干部、工

人群众、编辑记者作报告并进行座谈。巡讲团还将

走入 16所大学校园，与高校师生进行面对面交流。

中国记协举办“新时代·好记者”首场巡讲

从“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到杭州亚

运 智 能 动 车 组 ，再 到 最 近 刚 刚 下 线 的 氢 能

源 市 域 列 车 ，中 车 长 客 一 直 奔 跑 在 创 新 的

路上。

过去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 。 而 中 国 铁 路 事 业 的 发 展 ，则 是 节 节 发

力 ，形 成 合 力 。 在 中 车 长 客 ，创 新 也 是 如

此。创新不是哪个部门、哪个科研机构的事

情，而是处处都能感受到的工作方式和活力

氛 围 。 创 新 ，可 能 发 生 在 焊 花 飞 舞 的 车 间

里，也可能体现在一块屏幕上。取得技术突

破、攻克行业难题的，可以是科研人员，也可

以是一线工人。

采访中车长客研发设计团队，让人心生

感 触 ：他 们 心 里 总 是 记 着“ 攀 过 一 山 又 一

山”。这不，时速 160 公里氢能源市域列车刚

刚完成运行试验，下一代性能更强的产品研

发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开展。

创新，成就了中国高铁辉煌的现在，更将托

举起一个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未来。

做科研，要“攀过一山又一山”

3 月 21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列氢能源

市域列车成功完成时速 160 公里满载运行试

验，完成达速试跑，实现了全系统、全场景、多

层级性能验证，标志着氢能在轨道交通领域

应用取得新突破。

全球首列时速 350 公里自动驾驶列车、首

个搭载 5G+4K 超高清演播室的智能列车、首

次在动车组上应用北斗卫星定位技术……这

许多个让人心生自豪的“第一”，都与中车长

客列车研发设计团队有关。他们日夜攻坚，

打造出多项世界之最，一直奔跑在创新奋进

的路上。

90后团队“边干边学、
边学边用”，实现氢能源列车
达速试跑

3 月 23 日，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

研究中心新技术研究部副部长王健又是加班

到晚上 10 点多才回家。氢能源列车成功达速

试跑，给王健注入新的信心和动力。“虽然很

有成就感，但也不能懈怠，一山爬完还有一

山，前方总有更多探索和提升。”王健说。

32 岁的王健是吉林长春人，毕业于清华

大学，2019 年来到中车长客工作。“上大学时，

我就经常坐长春到北京的高铁动车往返。公

司让我们承担重要项目的研发工作，是对我

们的信任与考验。”王健说。

此次时速 160 公里氢能源市域列车项目，

从 2022 年初研发立项到车辆下线再到最终整

车试验完成，历经了 2 年多时间。年轻的王健

牵头研发整个车辆的氢能源动力系统。“团队

的力量无穷大。”王健说，他所在的氢能源动

力系统研发团队，成员年龄最大的生于 1990
年，最小的生于 1998 年。

此次氢能源列车动力系统的研发工作，

中车长客采取竞赛机制，共有三个团队设计

了三个方案。经过层层把关，王健所带团队

胜出。“方案入选后，三个团队又合成一个团

队合力攻关。”王健说。

起初，面对氢能源市域列车这一全新的

轨道交通车辆类型，以及从未采用过的氢燃

料电池和储能电池相结合的混合动力供电方

式，车辆研发设计团队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

经验。“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其实可摸的

石头也不多。”王健说。

团队的年轻人们加班加点，几十次调整

方案，逐步细化完善。最后，研发设计团队攻

克了车辆架构设计、混合动力控制、能量管理

策略等重重难关，让这样一列市域列车的面

世成为可能。

让王健印象最深的一个“难关”，是开发

混合动力系统的能量管理控制策略。“这个问

题困扰了团队很久。如果不解决，车辆就不

能实现节能低碳的目标。”王健说，“有段时

间，吃饭在想，睡觉在想，满脑子都是这个问

题。”后来，团队从电网智能调度优化相关研

究中汲取了灵感，终于实现了突破。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边干边学、边学边

用，在解决一个个难题的过程中快速成长。”

王健说，团队这种“干中学、学中干”的模式，

正 是 承 袭 了 中 车 长 客 一 些 前 辈 们 的 工 作

方法。

2019 年，王健刚到中车长客工作时，就投

入 到 世 界 上 首 条 时 速 350 公 里 的 智 能 高 铁

——京张高铁研发项目的冲刺阶段。“前辈们

的传帮带让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让我感受到，

边学边干对于年轻人成长有很大帮助。”王

健说。

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成功设计世界上首列时速
350公里智能动车组

车身色彩以青花蓝为主基调，配以动感

十足的白色飘带，一朵朵晶莹剔透的雪花若

隐若现……时间回到 2019 年 12 月 30 日，首列

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北京北站出

发，驶向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站，世界

上首条时速 350 公里的智能高铁——京张高

铁正式开通试运营。

“如今，‘复兴号’家族已形成系列产品，

能够适应高原、高寒、湿热、风沙等多种运行

环境需求。”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副

总设计师朱彦，正是王健所说的前辈之一。

“一列‘复兴号’高速列车，有 50 多万个零部

件，高铁制造涉及冶金、高分子材料、合成材

料、精密仪器、机械、电力等众多产业。中国

铁路的发展，背后是我们自主创新能力的增

强和制造业的升级。”

2017 年，国家启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配

套高速轨道交通建设，中车长客随即组建了

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设计团队，启

用了大批青年设计师，35 岁以下青年设计师

136 人，是设计团队的主力。

2007 年开始，朱彦就一直从事动车组研

发工作，从时速 250 公里到 350 公里，从高寒、

抗风沙再到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参与了近 20
个动车组型号的研发。2018 年，公司安排朱

彦担任京张高铁研发团队负责人。

“当时，很多技术难题等着我们去攻克。”

朱彦说，自项目投标阶段起，团队 3 个月封闭

办公，车头做了 42 套方案，绘制各种结构图纸

5289 份，电气图纸升级了 4 版近万张。

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地区地下 102 米，有着

世界上最深的高铁站——京张高铁八达岭长

城站。“八达岭高铁站扶梯有 400 多米。列车

以时速 350 公里的速度通过这个隧道时，如果

压力波控制不好，乘客就会产生类似于坐飞

机遇到强气流骤降的感觉。”京张高铁“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设计主管董雪妍说，“最终通

过优化车辆气密性和压力控制这两方面的功

能，我们成功解决了京张高铁车辆压力舒适

性的问题。”

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电气系统

负责人张国芹介绍，全车设置了 2700 多个监

测点，能够实时监测列车的各项运行数据，并

通过无线网络向地面平台传输车辆的实时状

态。同时，列车可以积累大量运行数据，有助

于实现智能运维。5G 直播、智能灯光和温度

调节、手机无线充电、北斗卫星定位……智能

系统成果都转化为旅客舒适的乘车体验。

“其实挺难的，刚开始几乎全是花屏。”

负责列车 5G 技术应用的设计主管、高级工

程师高林林感慨，“那是 2021 年 7、8 月份，天

气最热的时候，我们在线上跟了 2 个月，每天

几乎只睡三五个小时，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刻

想办法解决。”最后，团队成功实现首次在时

速 350 公里的高铁列车上，依托 5G 技术打造

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北京冬奥会期间累计

开行冬奥列车 1664 列，在高铁上现场直播 40
多场。

科研人员与一线工人
密切合作，秉持工匠精神
完成每一项工作

一大早，在位于长春市绿园区的中车长

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朱彦带着设

计团队聚在会议室认真研究列车优化方案。

朱彦说：“只有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

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张国芹工作很忙，每天顾不上化妆，穿着

工装，背上电脑和洗漱包就天南海北地跑。

“走在路上看别人打扮得漂漂亮亮也很羡慕，

可是没办法，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张国

芹说，有一次，她做电磁兼容试验，需要拆一

些零部件，没有设备，又着急做试验，就用手

扒线，手被扎得满是伤痕。

对生活要求不高，对工作却很苛刻。“高

铁不仅是工业产品，还是一件件艺术品，所以

我们倡导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要秉持工匠精神

来完成每一项工作。”朱彦说。

成功来自拼搏，也来自协作。中车长客

一直十分重视科研人员与一线工人的密切

合作。

谢 元 立 是 中 车 长 客 转 向 架 事 业 部 焊 接

产线上的一名机械手操作工。他从一名普

通的一线工人，逐渐成长为一名技术精湛、

经验丰富的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劳动

模范。

“‘复兴号’研发过程中，转向架焊接的自

动焊工艺开发十分重要。”谢元立说，当时“复

兴号”研发时工艺设计团队找到他，想请他研

究一下转向架构架侧梁的帽筒焊接技术。“这

种 焊 接 方 法 难 度 相 当 大 ，而 且 之 前 没 有 用

过。后来，我们共同总结的《构架侧梁上盖板

与帽筒自动焊工艺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在

‘复兴号’系列动车组、城市轨道客车等多种

车型上都有广泛应用。”谢元立说。

“每一次啃硬骨头的经历，都为后续工作

积累了宝贵经验，最终目标是不断提升列车

的技术水平。”朱彦说。

2023 年 7 月，为杭州亚运会打造的“复兴

号”亚运智能动车组在长春正式下线。从杭

州到宁波、温州、金华、绍兴、湖州 5 座协办城

市，亚运列车飞驰在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穿过

众多桥梁与隧道，需要不断减速、提速。“得益

于京张高铁研发应用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成熟

的模拟测试，列车的平稳性得到充分保证。”

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助

理尹振坤说。

“从‘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到智能动

车组，从电动列车到氢能源列车，中车长客不

断探索，为研制下一代性能更好的列车不懈

努力。年轻设计师们也在工作中不断成长，

许多 80 后、90 后都能独当一面了。”朱彦说。

现在，王健正带领团队继续完善氢能源

列车的升级方案。“我们要继续为中国轨道交

通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让更多高性能列车

飞驰在广袤大地上！”王健说。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列车研发设计团队——

让更多高性能列车飞驰在广袤大地上
本报记者 孟海鹰

由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车长客”）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列

氢能源市域列车日前成功完成时速 160 公里

满载运行试验，标志着我国在将氢能应用于

轨道交通领域取得新突破。

飞驰的列车背后，是科研工作者夜以继

日的钻研、全情投入的坚守和勇于挑战的担

当。日前，本报记者走进中车长客，走近列车

研发设计团队，听一听他们团结协作、创新攻

坚的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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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氢能源市域列车研发团队在进行

试验测试。 李颜君摄

图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王德林摄

图③：氢能源市域列车车内设施。

李颜君摄

图④：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研

发团队在进行技术攻关。 李颜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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