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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土耳其一天内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离震中
不远的阿达纳省震感强烈，其周边三家发电厂遭受严重
损坏后停机。此时，阿达纳省的主力电源点——国家
电投上海电力土耳其胡努特鲁电厂，因地震导致氢气
泄漏，形势严峻，一场应急抢修和抗震救灾攻坚战拉
开帷幕。

全力以赴，担起保供重担

胡努特鲁电厂迅速排查升压站、主厂房、码头等区
域，对重要生产物资进行统计，加强运行设备监视，密
切关注机组各项参数和运行情况。

“全厂员工无伤亡，但是地震造成了 2号发电机氢气
泄漏，电除尘损坏、卸煤机脱轨、输煤皮带受损等，需
要尽快采取措施抢修。”胡努特鲁电厂联合党工委书记、
厂长张庆斌说。

为尽早完成抢修任务，上海电力迅速组建“抗灾保
电行动队”，驰援项目现场检修工作。行动队由 6名工程
师组成，包括汽机工程师、金属检测工程师等，他们随
身携带超过50公斤的设备及配件。

按照常规做法，处理发电机氢气泄露需停机检修，
耗时至少3天。然而，目前正值土耳其冬季用电高峰，土
耳其能源部多次致电胡努特鲁电厂询问机组运行情况，
并请胡努特鲁电厂全力承担起能源保供的重担。

氢气泄露一旦处置不力，可能导致停机，甚至危害

人身安全。通过反复讨论，技术团队最终敲定了解决方
案：实施隔离并对氢冷器冷却水阀门法兰加装堵板，防
止氢气渗透。

2月8日傍晚，检修人员开始隔离氢冷器，经过两个
多小时紧锣密鼓的工作，顺利完成作业。又经过 10多个
小时观察，发现氢气泄露得到了有效控制，现场工作人
员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1 号机组满负荷运转，2 号机组 85%负荷运转。
我们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成功解决了发电机氢气泄露
的问题，保障了电力供应。”胡努特鲁电厂副厂长杨
轶文说。

安置员工，搭建温暖港湾

地震发生后，胡努特鲁电厂迅速联系了所有土耳其
籍员工，了解人员伤亡和家庭房屋受损情况。通过细致
排查，电厂得知，近1/3员工的家里不同程度受灾，有的

员工无处居住。胡努特鲁电厂立即腾出厂区部分员工宿
舍，安置受灾员工及家属，并提供食物、药品等物
资。搬到厂区的员工家庭越来越多，宿舍都住满了，
于是，职工活动室被布置成临时宿舍。地震造成市场
上被褥短缺，采购难，中方员工们自发捐出被褥等一
批生活用品。

萨达尔是胡努特鲁电厂运行部的员工，强震造成他
家房屋出现较大裂纹，周边房屋发生倒塌。安全起见，
他和家人不敢住在家里，一直在公园、街道等空旷区域
逗留。

“住宿成了大问题，我计划将妻子孩子安置到外地亲
戚家。就在这时，我接到厂里通知，有困难的员工可以
携家属住进厂区宿舍。我顿时如释重负，全家人感到有
了依靠，孩子们也有了欢笑。”萨达尔高兴地说。

住进厂区宿舍，领到生活用品，在这个寒冷的冬
季，土耳其籍员工体会到了别样的温暖。

争分夺秒，提供物资保障

在抢修保供、安顿员工的同时，胡努特鲁电厂在中
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和土耳其中资企业总商会的带领下，
全力参与抗震救灾行动。

2月7日傍晚，胡努特鲁电厂获悉，中国救援队将于
次日凌晨抵达阿达纳省，但救援队无法携带大量物资，
亟须当地中资企业帮忙准备救援方木。

这个任务难度不小。一方面是时间紧，从采购原
木到加工厂切割再到装货运输，耗时长；另一方面，
阿达纳省本身是地震灾区，很多木材商和加工厂已关
门停业。

胡努特鲁电厂员工们一起寻找木材资源，当晚便采
购到足够的木材，并联系上了尚在营业的3家加工厂。然
而，正当方木运往加工厂时，有两家加工厂突然来电告
知，工人担心晚上会发生余震，不愿意进行切割作业。

所有木材只能运送到唯一一家加工厂。如何保证任
务及时完成？胡努特鲁电厂发动员工的家人朋友搭把
手、齐上阵。“中国人千里迢迢来到土耳其救援，我们自
己有什么理由不出力？”胡努特鲁电厂土耳其籍员工哈米
德含泪说道。

经过一夜奋战，2月8日凌晨，救援方木被送达阿达
纳机场，随后同中国救援队一起奔赴抗震救灾一线。在
土耳其地震救援中，中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0月2日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
体地质工作者回信，对他们弘扬优良传统、做好
矿产勘查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建队以来，你们一代
代队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攻坚克难，取得了
丰硕的找矿成果，展现了我国地质工作者的使命
担当。

习近平强调，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
国家安全。希望同志们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
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积极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加大勘查力度，加强科技攻关，在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保障国家

能源资源安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出新贡献，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新篇章。

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六地质大队成
立于1958年，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功勋卓著无
私奉献的英雄地质队”荣誉称号。自成立以来，

该队在黄金等矿产资源勘查上勇于创新突破，累
计查明金资源量2810余吨，是全国找金最多的地
质队。近日，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
质工作者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矿产勘查工
作取得的成绩，表达了献身地质事业、为保障国
家能源资源安全贡献力量的决心。

——摘自《习近平回信勉励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
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 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
用 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新篇章》

（2022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

土耳其地震救援中的中企身姿

震不垮的担当
陈 帆 刘先进

奋力书写“英雄地质队”新篇章

“寻找金矿是我们队最拿手的工
作。”“许多寻金方法都是六队独创
的。”……在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
大队 （以下简称“六队”），只要谈
及寻金，几乎所有人都会展现出一种
特别的自信。

自信源于底气，而底气源于实
力。自 1958 年成立以来，六队累计
查明黄金资源量 2810 余吨，是全国
找金最多的地质队。1992 年，六队
被国务院授予“功勋卓著无私奉献的
英雄地质队”荣誉称号。

一把铁锤走世界，阅遍群山始见
金。六队交出的一份份“金色答卷”
背后，凝结的是几代人的无悔付出与
接续奋斗。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六
队，听他们讲述寻金报国的故事。

改写传统成矿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建设对黄
金的需求日益增长。地处胶东半岛的
山东省招远市，有着上千年的产金史，
因而成为当时黄金开采的“主战场”。

1958年，一支由94人组成的勘探
队挺进招远深山。这支队伍便是六队
的前身，其任务只有一个：为国寻金。

“当时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门
板床，手里能用的家伙也只有把铁
锤。”那段野外寻金找矿的日子，时
任六队技术员的李宏骥回想起来依旧
历历在目。这位后来的李四光地质科
学奖获得者，个头不高，头发浓密，
说话铿锵有力，看上去根本不像已是
85岁高龄。

踏着寻金大潮，1962 年，李宏
骥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分配至山东
省地质厅。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
择：一个是留在地质厅实验室，另一
个就是去六队。“国家需要我们做什
么，我们就做什么。”李宏骥毫不犹
豫选择去一线寻金。

彼时，正逢金矿找矿大会战。此
时的金矿勘查，一直按照国际惯例进
行。国外专家“大断裂带只导矿不储
矿”的论断，曾被当做不能突破的

“铁律”。
李宏骥解释说：“传统的成矿理

论认为，大断裂带只是矿液运移的通
道，而不是矿体赋存的空间。”大家
将大断裂带填在图上、看在眼里、踩
在脚下，从未敢“越雷池一步”。

“难道中国的大断裂带也一定如
此吗？”这个问题萦绕在李宏骥心头。

1967年2月，正值小麦返青。在
山东省莱州市焦家村的一处麦田，正
带着几名队员进行地质调查的李宏
骥，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有一片小麦明显体型更大、茎
秆颜色更深。”经走访村民，李宏骥
得知，这块区域曾是采金旧坑，填坑
时填肥土较多，因而麦子返青更快。

“但我实地调研发现，这块区域刚好
处于大断裂带上，按照传统理论，底
下不可能有金矿。”强烈的好奇心促
使他一探究竟。

几经周折，李宏骥找到了曾在焦
家村采金的焦敬芳老人。老人告诉
他，旧金矿的含金量并不低，因地下
水量太大，只能停采。“说不定，这

里真的有金矿，甚至是大金矿呢。”
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经过 7 天施
工，六队队员们挖下了第一条沟槽，
发现了两条近 10 米宽的金矿体。随
后一段时间，他们趁势而上，每隔
100米挖一个沟槽，位于大断裂带中
段的特大型金矿——焦家金矿，终于
显露在世人面前。

大断裂带既导矿也储矿！为总结
新类型金矿的成矿条件、矿床特征，
1971 年 ， 六 队 成 立 地 质 综 合 研 究
组，由时任技术员、后任六队副总工
程师的李士先为组长，力图改写传统
成矿理论。

事非经过不知难。为了尽快形
成理论成果，研究组成员大量阅读地
质专著，绘制各种图表，撰写科研论
文……数九寒天出差在外，李士先
只能坐着小马扎、伏在招待所的床边
工作，手冻硬了，便放在嘴边哈哈热
气，继续忙碌。

“孩子‘生’下来了，总得起个
名字。”现年86岁的李士先印象最深
的一幕，是给新类型金矿命名的过
程。1976 年，在一座农家小院内，
伴着苍蝇的嗡嗡声与猪圈里小猪仔的
哼叫声，李士先与几名组员聚在一
起。有人说，美国有卡林型金矿、霍
姆斯塔克型金矿，南非有个兰德式金
矿，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个焦家式
金矿？还有人说，这种定名必须把

“破碎带”这一主要特征冠上去。“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把名称确定了
下来。”李士先回忆说。

最终，在 1977 年全国第二次金
矿地质会议上，“焦家式破碎带蚀变
岩型金矿”被正式命名确立。1985
年，该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特等奖。

“当时美国、加拿大的很多业内
专家来到我们队交流。”李士先笑着
说，“一开始，他们打算来给咱们做
指导，但是了解了‘焦家式金矿’
后，直接邀请咱们去帮他们找金。”
如今，焦家式金矿已成为胶东矿集区
的主要金矿类型之一，其资源总量占
胶东金矿的87%。

唤醒戈壁“沉睡”金矿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一代代六队队员顺着“寻金
梦”连成的阶梯，攀越过中国金矿勘
查史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峰。进入新世
纪，六队走出山东，来到祖国中西
部，开启“点石成金”新征程。

对于许多金矿勘查工作者来说，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的284矿区
并不陌生。自 2007 年起，有多家地
勘单位在此工作过，均认为该矿区
的矿体赋存于破碎蚀变的石英闪长
岩中，矿体规模也就 2 吨，开采价
值有限。

听闻六队的过往功绩，284矿区
的负责人主动向六队寻求帮助。2016
年，六队高级工程师鲍中义作为首批
技术人员来到乌拉特中旗。

“到这的第一感觉是荒凉，踩在
戈壁滩上发出的沙沙声，都显得特别
刺耳。”面对本报记者采访，鲍中义

这样描述在284矿区的工作环境：每
天回到住所，第一件事永远是清扫地
上、桌上、床板上的沙土。

“虽然环境恶劣，但是要勘查金
矿，我必须待在现场。”经过连续几
天的野外调查，鲍中义注意到现存
资料和野外所见有很大出入。认真
思考后，他逐渐意识到，以往工作
方向或许并不正确，还得再好好分
析一遍岩芯。

所谓岩芯，是指使用钻机从地层
取出的圆柱状岩石标本。“通过观察
岩芯，我们可以直观了解到地下矿层
特征，从而能分析出矿体位置，唤醒
这些‘沉睡千年’的金矿。”鲍中义
解释。

“那时候，前前后后几家单位钻
出的岩芯，堆满了好几个库房，几乎
没有腾挪空间。但我们心里始终坚持
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放过每一块
岩芯。”鲍中义告诉记者，他们将所
有岩芯重新编录，并逐一进行了化
验分析。

正是凭着这份坚持，“英雄地质
队”有了新发现：赋矿层位不仅在此
前认为的破碎蚀变的石英闪长岩上，
炭质千糜岩层也是该矿区的赋矿层
位，具备巨大的找矿潜力，应为下一
步的勘查重点。

一个全新的找矿思路由此明确。
不久后，队员们立即应用最新发现，
开展探矿工作。据统计，2016 年至
2018年间，仅施工6个钻孔，六队就
实现了找矿新突破——新增黄金资源
量4吨，潜在经济价值达十几亿元。

彻底啃下 284 矿区这块“硬骨
头”，需要鲍中义这样的执着，也离
不开马顺溪那样的付出。

2019 年，34 岁的六队工程师马
顺溪被派至284矿区，负责后续的勘
查工作。

初到矿区，挑战接踵而来。最让
马顺溪感到头疼的，是要在3个月时
间内，编制出地质详查报告。“我原
先接触的都是石英脉型金矿，284矿
区这种类型的是第一次接触，说实
话当时真有点‘赶鸭子上架’。”他
坦言。

怎么办？边学边干！马顺溪一头
扎进工作中。白天，他翻山越岭填图
测量、编录钻孔、下井观察，认真记
录每一个地质点，观察每一块岩芯；
晚上回到驻地，他先整理完当日资
料，与同事们一起探讨、总结成矿规
律后，再尝试一点点编制报告。

那段时间，晚上 12 点之前，马
顺溪几乎没睡过觉，早晨不到 7 点，
他常常已来到钻探现场。每天工作
时，拿在手中的不是放大镜和岩芯，
就是记录本和图纸。“也不是不想休
息，但这份工作拖不得。”他告诉记
者，“金矿勘查工作只有吃了苦、耐
得住寂寞，才能干出一番新天地。”

经过3个月的埋头苦干，马顺溪
如期提交《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
284 东矿区东部岩金矿详查报告》。
2019年8月，报告通过专家评审。据
统计，截至目前，六队在284矿区累
计查明黄金资源量 18 吨，矿床规模
接近大型。

“284矿区的成功勘查，为周边地
区找矿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马顺
溪总结，“事实证明，找矿不能生搬硬
套某一理论，只有尊重野外事实，不断
拓宽思路，才能实现找矿突破。”

寻金脚步迈向世界

新时代赋予“英雄地质队”新使
命。近年来，六队勇挑重担，踏出了
迈向世界的脚步，助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现了寻金突破。

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
“英雄地质队”的旗帜曾高高飘扬。
2011 年，六队承接了塔吉克斯坦上
库马尔克金矿勘查项目。同年 10

月，高级工程师徐忠华带领团队进驻
矿区。

加入六队 30 余年，徐忠华先后
主持参与过 60 多个野外项目，工作
足迹遍及全国。然而，即便身经百
战，对于这座国外金矿，他的态度却
极为谨慎。

在徐忠华提供的资料中，记者慢
慢看出端倪：从地理环境上看，矿区
位 于 高 寒 缺 氧 的 无 人 区 ， 海 拔 近
4000 米；从工作条件上讲，由于常
年大雪封山，每年野外作业时间不足
5个月，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困难；从
特殊性上说，矿区地层复杂，地质活
动剧烈，伴随着各种危险。

“人们都说‘上天不易，入地更
难 ’， 但 越 难 越 不 能 松
劲。”徐忠华与同事们是
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实地考察时，六队队
员带着驮有勘查设备的毛
驴一起出发，中间每隔一
段距离，就要做记录、采
岩样、查构造。山路陡
峭，有的地方连毛驴也上
不去，他们就自己背起设
备，互相搀扶着继续前
行。累了，找块石头靠着
歇一会儿；饿了，啃几口

冻得梆硬的馕饼充饥。回想起这段经
历，徐忠华说：“虽然过程很苦，但
好在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

来不及休整，接下来的施工又遇
到了难题。因天气逐步转暖，钻机底
盘经常随着冻土层的移动而发生偏
移，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另外，这里有
我们没钻过的硬、脆、碎岩层，钻孔卡
钻、坍塌埋钻等状况频出，提取出的岩
芯大都已破碎不堪。”徐忠华告诉记
者，团队耗费2年心血，仅找到零星金
矿，项目随时面临失败风险。

“钻探是一项系统工程，集成了
一个国家现阶段内的先进科技成果，
反映了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高
低，我们必须为国争光。”队员们暗
下决心，既然揽下了“瓷器活”，就
必须拿出自己的“金刚钻”。

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六队队员
们通过各种泥浆配方试验、钻头钻具
对比实验，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方法工艺。“同时，我们还对施工方
案进行了反复论证研究，并做出多个
预留方案，以备不时之需。”徐忠华
介绍。

星光不负赶路人。一组数据，见
证了六队“后程发力”的精彩表现——
2012 年 8 月至 10 月，六队仅在上库
马尔克金矿完成钻探800米，而到了
2013年 5月至 10月，六队共完成钻探
16000米。踏实的作风、超高的效率、
专业的素养，让六队得到了合作方的
认可与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

按照设计要求，2016 年，六队
圆满完成了野外工作。据了解，在所
承担的区段，六队共完成钻探 36466
米，见矿率超90%，探获黄金资源量
28吨，挽救了项目的前期投资。

起步于山东，服务于全国，放眼
于世界。六队党委书记、大队长丁正
江说，在海外，六队已在美国、澳大
利亚、苏丹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过地质勘查工作。

“作为新时代的地质人，我们将
以更加坚定的自信、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找矿工
作。”丁正江表示，新的一年，六队
将坚守地质找矿主业，加大勘查力
度，加强科技攻关，力争再探获1个
特大型金矿，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把铁锤走世界 阅遍群山始见金

“英雄地质队”的“金色答卷”
本报记者 刘乐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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