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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黄茅海，建设正酣。

高栏港大桥合龙、黄茅海大桥合龙……今

年以来，黄茅海跨海通道控制性工程先后取得

新进展，江门、珠海在海上实现“执手相牵”。

黄茅海，全球台风发生频率最高的区域之

一。从空中俯瞰，跨海通道以“C”字形掠过峡

湾，5 座索塔高高矗立，两座斜拉桥飞架海面。

台风频发，海面茫茫，一榀榀箱梁是如何成功架

设的？

承建单位中铁大桥局请来了建桥重器——

起重船“大桥海鸥”号。它长 118.9 米，宽 48 米，

吃水 4.8 米，配备吊高 110 米的主钩 4 个、吊高

130 米的副钩 2 个。

“大桥海鸥”号有多给力？起重量 3600 吨。

这相当于它可以一口气将 2400辆小汽车吊到 39
层楼高，不仅作业效率高，而且安全性强。

参建世界首座跨海公铁两用桥——平潭海

峡公铁大桥，国内首座公铁同层合建跨海大桥

——金海大桥，粤电阳江沙扒海上风电项目，长

乐外海海上风电场项目……“大桥海鸥”号能造

大桥、建风电场，堪称多面手。

在黄茅海，“大桥海鸥”号再次勇担重任。

近年来，为了降低施工安全风险，提高跨海

大桥施工工效，工厂化、大型化、整孔架设安装

成为主流。黄茅海跨海通道也不例外，其钢箱

梁均在工厂内整节段制造完成，再运到施工区

域进行架设。

中铁大桥局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相关负责

人贾维君介绍，黄茅海跨海通道的海中桥梁部

分包括黄茅海大桥、高栏港大桥及中引桥。其

中，高栏港大桥和黄茅海大桥采取长 15 米、重

量 为 370 吨 的 标 准 节 段 ，中 引 桥 采 取 长 77 至

123 米、最重约 1400 吨的节段形式。

面对这些数百吨到上千吨重的大家伙，在

陆地上将其安全吊起就不简单，更何况在海上，

还要面对大风、海浪、洋流冲击。

“在海水涨潮至最高点到开始退潮前的一

段时间，水流相对平稳，能持续个把小时，这是

‘大桥海鸥’号移动和吊装的窗口期。”中铁大桥

局船舶公司技术部部长刘士伟说，为此，中铁大

桥局建立了一套环境综合监测系统，用于遴选

最佳施工窗口。

要想施工稳，大船得锚得稳。“大桥海鸥”号

配备了 8 个 16 吨大抓力锚、2 个自救锚、2 个舵

桨及 2 个侧推器，确保自身“站得稳”。

行至指定地点，取梁、运梁、抛锚定位，“大

桥海鸥”号迎来架梁的最关键一步：放梁。4 个

钢钩伸出，将钢箱梁稳稳抓起、缓缓提升，并逐

步移动至桥墩上方，随后停在桥墩上方 1 米处，

等待进行最终的定位。

这一步，“大桥海鸥”号得靠自身完成。其

依托先进的算法及控制软件，实时计算风速、水

流影响，厘米级移动钢箱梁，再缓缓下放，每个

环节都要确保精准。

在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建设过程中，“大桥海

鸥”号共完成 55 榀钢箱梁（含临时梁）架设任

务，每榀架设普遍用时 4 小时，最快一次仅用 2
小时，还曾 4 次实现单日架设两榀梁。

眼下，黄茅海跨海通道开启了路面施工及

钢箱梁桥面铺装工作，预计年底建成通车。“大

桥海鸥”号也将奔赴厦门第三东通道工程，迎接

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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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复杂水情，可提起千吨重物、精准安装—

海 上 架 桥 看“ 海 鸥 ”
本报记者 李心萍

今 年 3 月 ，研 究 员 梁 德

光选择加入首都医学科学创

新中心，因为这家刚成立不

久 的 新 型 研 发 机 构 ，“ 不 看

‘帽子’，更注重研究项目本

身的质量，对青年研究员来

说非常友好”。如今，梁德光

已经开始在独立实验室开展

研究工作。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

强 调 ，“ 给 予青年人才更多

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

的支持，支持青年人才挑大

梁 、当 主 角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全会《决定》提出：“完

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

培养机制，更好保障青年科

技人员待遇。”继续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青年

科技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

阔舞台，才能形成让事业激

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的

良性循环。

拥 有 一 大 批 创 新 型 青

年 人 才 ，是 国 家 创 新 活 力

之 所 在 ，也 是 科 技 发 展 希

望 之 所 在 。 一 组 数 字 见 证

创 新 活 力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参 研 人 员 中 ，45 岁 以

下占比达 80%以上；国家自

然 科 学 奖 获 奖 者 成 果 完 成

人的平均年龄已低于 45 岁；北斗卫星团队核心

人员平均年龄 36 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 35
岁 ，中 国 天 眼 FAST 研 发 团 队 平 均 年 龄 仅 30 岁

……事实证明，勇于“压担子”“搭梯子”，年轻人

就能不断成长成才，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

栋梁之才。

挑 大 梁 、当 主 角 ，就 要 参 与 重 大 科 技 决 策 。

1989 年出生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部十

一室高级工程师朱平平，在火箭发动机推进剂研

究中提出一个新设想，“没有人因为我资历浅就忽

视这个建议”，最终成功获取关键数据。正是因为

年轻人也能在重大关键决策中充分表达、谁说得

对就听谁的，年轻人得到锻炼和培育，团队也有了

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人才要形成合理梯队，

就必须做好蓄水、育苗的工作。支持青年科技人

才参与重大科技决策，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

经验。

进 一 步 释 放 创 新 活 力 ，要 靠 进 一 步 深 化 改

革。一项针对青年科技人才的问卷调查中，有近

60%的青年人才表示，各类填表占用时间多；超过

1/3的受访者表示，经费使用和财务报销带来较大

非学术负担。从 4年开展 3轮科研人员减负专项行

动，到明确保障青年科技人才每周 80%以上的工作

时间用于科研学术活动，把痛点变成发力点，持续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坚决减负担、“破四唯”，才能让

青年科技人才不再为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争资

源而分心伤神，而是潜心研究、探索创新。

科技创新是艰难的探索，青年可以义无反顾，

社会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辽宁沈阳对在基础

研究方面已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 40 周岁以下杰

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 50 万元项目资金和 10 万元

奖励资金；福建泉州为青年人才提供优质教育资

源……从青年需求出发，拿出“硬举措”，细化“软

服务”，让青年人才安身、安心、安业，就能实现城

市和人才之间的“双向奔赴”，碰撞出耀眼的创新

火花。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

力量，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来。落实青年优先发

展理念，给予青年人才更加友好的政策环境和社

会氛围，他们一定会以蓬勃的创新创造，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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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8 日电 （记者李红梅）

未来两天，强降雨带东移。中央气象台预

计，8 日夜间至 11 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

其中，内蒙古中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

西中北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以及华北北

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大到暴雨，内蒙古河套

地区、四川盆地西部、陕西北部、北京西部

和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暴雨。 8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

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本轮北方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泛、局

地降雨强度大，部分地区伴有大风天气。

本报北京 8 月 8 日电 （记者刘温馨）

8 月 8 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

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行防

汛专题会商，视频调度河北、山西、内蒙古、

山东、四川、陕西、宁夏等重点省份，研判雨

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抗洪

救灾工作。

8 日，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四川启动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

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出动

405 人、261 台（套）装备，在四川、湖南、辽宁

等地参与防汛抢险救灾。

本报长沙 8月 8日电 （记者孙超）8 日

上午，湖南省直单位对口支援资兴市抗洪

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部署会在郴州市资兴

市召开。湖南省成立 10 个现场指导工作

组，对资兴市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进

行指导，抽调 46 个省直单位（省属国有企

业），对资兴市 46 个受灾严重村，实行一村

一单位（企业）对口支援。市、县两级的对

口帮扶此前已经启动，资兴市抗洪救灾和

灾后重建已形成省市县三级支援机制。

7月 26日以来，受台风影响，资兴市出现

超历史极值降雨，受灾群众超 12万人。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本轮北方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泛
湖南建立省市县三级支援机制帮扶资兴灾区

■防汛避险应知晓R

■在现场·从重大装备看新质生产力R

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早上 6 点刚过，江西省南昌

市安义县东阳镇水务站站长、老

党员刘衍友带上干粮和水，驱车

前往潦河武举堤段。

“师父好啊！”堤坝上，一个

年轻的身影已在等候，他是东阳

镇农业干部、党员祖建文。

到达堤段后，刘衍友站在高

处，观察堤面的每一处细节。“建

文，你看这里，水流速度明显加

快，水面也不时泛起层层白沫，说

明这段堤岸的土壤可能因为长时

间浸泡而变得松软。”刘衍友一边

指着堤岸西北方的某处，一边对

身旁的祖建文说。听着刘衍友的

指导，祖建文拿出随身携带的笔

记本，认真记录师父的话。

汛期降雨频繁，不久前又有

台 风 入 境 ，对 东 阳 镇 境 内 的 潦

河 、水 库 以 及 山 塘 构 成 严 峻 考

验。面对汛情，安义县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对堤坝

等重点位置的巡查工作。

堤 岸 上 ，刘 衍 友 不 时 弯 下

腰，用手轻轻触摸堤土，感受湿

度和坚实度；又踮起脚尖，眺望

远处的水面，寻找蛛丝马迹。

“跟着师父这样经验丰富的老水利人，我学到很多！”

祖建文回忆起跟刘衍友一起排查一处险情的情景。

几天前的一个早上，祖建文在巡堤时发现了一段堤

身可能有问题，他拿不准情况，大声呼喊师父。正在前方

巡堤的刘衍友查看完情况说：“这是渗水的前兆。必须立

即采取措施，防止情况恶化。”

随后，祖建文迅速联系附近的抢险队伍，调集了砂石

袋等防汛物资。刘衍友一边指导抢险队员正确堆放砂石

袋，一边用粗砂填充裂缝，再用裸石加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险情排除。刘衍友却未起

身，拉着祖建文蹲在堤岸边，仔细分析这次险情的原因和

处置过程中的经验。

随后祖建文从背包里取出无人机放飞，悬停、环绕，

通过镜头查看潦河武举堤段周边堤坝形势。看着祖建文

操控自如，刘衍友说：“通过使用新技术，能大幅提升我们

巡防的效率。”

拿出手机，祖建文点开自己制作的“东阳镇山洪灾害

预案”，就近转移表、疏散图、主要防汛风险点以及相对应

的救灾应急队伍规划，一目了然。

目前，安义县的 10 个乡镇，每天都有 23 名老党员

（“土专家”）带着 45 名年轻党员干部，行走在防汛一线，

守护堤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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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当前，我国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

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多发，须注意科学

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次生灾害。

“台风、暴雨所引发的次生灾害主要包括

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中央气象台高级

工程师向纯怡介绍，在地质状况较为脆弱的地

区 ，特 大 暴 雨 加 剧 了 在 迎 风 坡 上 发 生 山 体 滑

坡、泥石流的风险。另外，房屋、桥梁、山体等

受洪水长时间冲刷、浸泡，容易出现坍塌，应保

持高度警惕。

面对这些次生灾害，应如何防范？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研

究员许冲介绍，首先，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

官 方 发 布 的 台 风 暴 雨 预 警 信 息 ，了 解 可 能 的

风 险 区 域 和 避 险 措 施 。 在 台 风 和 暴 雨 来 临

前 ，做 好 充 分 准 备 ，包 括 储 备 食 物 、水 、手 电

筒、备用电池、急救包、防雨用具及必要的通

信设备等。

“面对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应有不同的

逃生策略，先观察迹象，明确逃生路线，才能做

好安全避险。”许冲说。

山体滑坡前常有前兆，如断流多年的泉水

突然复流、泉水突然干涸、岩石开裂或发出被剪

切挤压的声音、动植物出现异常等。当遇到山

体滑坡时，应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迅速逃

离，切忌顺着滑坡方向向上游或下游跑，也不要

停留在凹坡处。

“如果处于滑坡体中部无法逃离，应找一块

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或抱住大树等固定物。”

许冲建议，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等可能倒塌

或带电的物体靠得太近。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

即返回原处，避免二次滑坡。

如 果 观 察 到 河（沟）床 中 正 常 流 水 突 然

断 流 ，洪 水 突 然 增 大 并 伴 有 柴 草 树 木 时 ，或

听 到 类 似 火 车 轰 鸣 、闷 雷 声 ，泥 石 流 可 能 即

将发生。

安全路径逃生应向泥石流前行方向的两

侧山坡跑，即面向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两

侧山坡上爬，爬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

同 时 要 注 意 避 开 河 道 弯 曲 的 凹 岸 ，不 要 往 地

势空旷、树木生长稀疏的地方逃生，可就近选

择 树 木 生 长 密 集 的 地 带 逃 生 ，但 不 要 爬 到 树

上躲避。

“如在汽车或火车中遇到泥石流，应果断弃

车逃生。”许冲建议，遇险时应立即丢弃沉重旅

行装备及行李等，但要带好通信工具，以便与外

界联系求助。

防范山洪，要时刻留意天气预报，特别是

洪水预警信息，提前做好撤离准备。逃生时，

向 沟 道 两 侧 高 地 移 动 ，切 不 可 顺 着 沟 道 方 向

逃生。如已被洪水包围，要尽快与消防、公安

等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在等待

外 界 救 援 的 过 程 中 ，也 要 主 动 积 极 发 出 求 救

信号，如火光、浓烟、旗语或大声呼喊等。

“如果已被卷入洪水中，则要尽可能抓住固

定或能漂浮的物品，如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

寻求机会逃生。”许冲建议。

遇上山洪、滑坡、泥石流，要往哪个方向跑
本报记者 刘温馨 李红梅

“大桥海鸥”号正在进行黄茅海跨海通道首片梁架设。 中铁大桥局供图

图①：日前，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小朱家村，工作人员在运送救灾物资。

张 树摄（新华社发）

图②：8 月 8 日，湖南省资兴市黄草镇雷公仙村，民兵与群众在河道上搭建应

急便民桥。 黄春涛摄（影像中国）

图③：8 月 7 日，强降雨过后，国网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员

工巡检变电站，消除安全隐患。 牟瑞先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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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钦州 8月 8日电 （记者邓建胜、祝佳祺）记

者 从 广 西 平 陆 运 河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获 悉 ：截 至 8 月

7 日，平陆运河建设已完成投资约 373.46 亿元、开挖

土石方 2.17 亿立方米，虽然建设工期没有过半，但投

资、土石方开挖量已经“双过半”。

据介绍，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约 727 亿元、预

计开挖土石方 3.39 亿立方米，计划 2026 年年底主体

建成。自正式开工以来，近 2 万名建设者奋战在平

陆运河建设工程一线。仅今年上半年，平陆运河建

设就完成投资 111.3 亿元、开挖土石方 5851.8 万立方

米，分别占年度计划的 55.7%和 53.2%。

今年下半年，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将全力冲刺完

成投资 200 亿元、开挖土石方 1.1 亿立方米的年度目

标任务，加快推进船闸主体、航道、桥梁等工程建设，

为 2026 年主体建成目标提供保障。目前，运河沿线

6 所回建及新建小学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将于今

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我国“十四五”规

划的重大工程之一，建成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

短、最便捷的水运出海通道。

平陆运河建设任务“双过半”
计划2026年年底主体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