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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创新——
创造“当年动工、当年成岛”的中国速度

驱车穿行于深中通道，桥隧转换
处，建筑林立、绿植茂密。偌大的海
上人工岛，如今已是伶仃洋上的打卡
新地标。

从高空俯瞰，岛屿状如鲲鹏：岛
体长 625 米，最宽处达 456 米，岛体面
积约 13.7 万平方米，相当于 19 个标准
足球场。如此庞大的造岛工程，创下
了“当年动工、当年成岛”的奇迹。

中国速度，何以实现？
方案创新是第一步。由于西人工

岛施工海域水深泥厚，传统的围堤吹
填工艺无法满足工期要求。充分借鉴
港珠澳大桥建设经验，工程团队创造
性提出大型深插式钢圆筒围岛方案，
将 57 个钢圆筒振沉入海，形成止水围
护结构，从而快速成岛。

“蓝图”绘就，实施起来却挑战
重 重 。“ 我 们 要 把 直 径 28 米 、 高 40
米、重 600 多吨的 57 个钢圆筒，用自
主研发的 12 锤联动锤组，稳稳‘敲’
进 20 多米深的海底。”中交一航局深
中通道项目部副总经理刘昊槟说，在
海底地形勘探后发现，珠江口水下软
土层厚达几十米，其间还遍布硬质夹

层，振沉精度极难掌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针对这一

工况，团队先研发出钢圆筒基础预处
理技术，“搅拌机”一样的专用船舶
深入砂层，注入泥浆、将其软化，让
钢圆筒的沉放如同插入平整的“豆
腐”。他们还探索出新型测量定位系
统，为钢圆筒振沉装上“眼睛”，实
现了振沉正位率 100%。

2017 年 5 月 1 日，西人工岛首个
钢圆筒振沉成功；同年 9 月 18 日，最
后一个钢圆筒振沉完成。新技术“复
刻”57 次后，仅仅 4 个多月，伶仃洋
上就“冒出”一座巨大的人工岛，深
中通道落下全线“第一子”。

工程创新——
把“问号”变成“感叹号”

驶离西人工岛，穿过宽阔的洞口
一路向东，便随深中隧道一起“潜
入”数十米深的海底，双向八车道笔
直平坦、亮如白昼。很难想象，这是
一段由几十个约 8 万吨重的钢壳混凝
土沉管首尾相接而成的浩大工程。

巨大沉管怎么造，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2019 年 6 月，珠海桂山岛上，
经过 10 个月的全面升级改造，曾承接
港珠澳大桥隧道沉管建造的中交四航

局沉管预制工厂再度启用。智慧工厂
内，智能浇筑系统、钢壳管节移动系
统协同配合，不仅顺利完成了 23 节沉
管的快速预制和移运，还收获了 11 项
发明专利。

将造好的沉管浮运到位，是整个
项目的重中之重。“与港珠澳大桥相
比，深中通道沉管隧道结构新、尺寸
宽、运距长，已有装备无法满足施工
要求，必须制造出一艘功能更强大的
沉管施工专用船。”中交一航局深中
通 道 项 目 部 常 务 副 总 工 程 师 宁 进
进说。

面对 50 公里的超长距离浮运难
题，半年对比分析、多场“头脑风
暴”，让安装船自带动力的设想浮出
水面。历经 3 年方案细化、建造、调
试，2019 年 6 月，世界首艘浮运安装
一体船“一航津安 1”出坞。这是一
艘自重达 2 万吨的超大型船舶，不仅
拥有自航能力、浮运效率提升 3 倍以
上，还配备了沉管沉放姿态控制系
统 ， 能 实 现 水 下 50 米 的 沉 管 精 准
沉放。

“第一次看到这个庞然大物时，
我们心里都在打鼓：到底行不行？”
宁进进记忆犹新。

是 骡 子 是 马 ， 拉 出 来 遛 遛 。 于
是，一年的演练开始了。茫茫外海
上，10 级大风扛过去了，超过两米的
浪试过了，10 个月 5 次的空载演练熬
过去了，建设者心里的“问号”终于
被慢慢“拉直”。

“月考”“模拟考”都合格后，2020
年6月，正式“大考”终于到来——将
首节沉管安放至大海深处的预定位置。

伶仃洋上，8 万吨重的一节沉管，
从牛头岛槽坞中拖出，与 2 万吨重的
一体船合二为一。经过 7 次航道转换，
克服浅水区航道搁浅、回淤强度大等
挑战，最终抵达安装点位。

“为了提高管节在水下 40 米的对
接精度，我们首次将北斗系统引入沉
管对接，实现水下沉管安装无人化。”
宁进进说，在港珠澳大桥建设期间，
海底隧道沉管浮运 12 公里需花费 12
小时，而深中通道由于有了“一航津
安 1”的加持，50 公里的沉管浮运距
离仅用时 10小时左右。

从首节沉管“首秀”，到 2023 年 6
月最后一节沉管安装成功，3 年间，
宁进进带领团队不断优化操作方法和
施工步骤，对接精度从厘米级缩小到
毫米级，把一节节沉管在海底指定位

置安稳沉放。“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100 分，到此所有的‘问号’都变成
了大大的‘感叹号’！”

装备创新——
“划”出伶仃洋上“天际线”

在西人工岛驻足西望，深中大桥
已 成 为 伶 仃 洋 上 一 道 亮 丽 的 “ 天
际线”。

“划”出这条线并不容易。深中
大桥包含两座高 270 米的主塔，为保
证通航能力，通航净高达 76.5 米，为
世界最高。”中交二航局深中通道项
目常务副总工程师曾炜说，在台风频
发的复杂海洋环境中安全高效地建设
主塔，挑战不小。

经过多次考察、研讨，研发人员
于 2018 年 10 月设计了一体化智能筑塔
机的建设方案。

“研发一种集钢筋部品加工与安
装、混凝土布料、养护与监控于一体
的可移动设备，相当于在高空建一座

‘竖向移动工厂’。”曾炜解释道。
从研发、加工制造到拼装成型，

历时近一年半，我国首台一体化智能
筑塔机顺利落成投用。

“有了这台筑塔‘神器’，深中大
桥塔柱施工速度从每天 0.6 米提升至
1.2 米，所需高空操作人员从 15 名减
少至 6 名 。”曾炜说，更重要的是 ，
其智能养护系统还能使混凝土达到工
厂内标准化养护条件，实现外表无收
缩裂纹。

采 用 超 长 索 股 无 人 跟 随 架 设 技
术，确保主缆架设“稳准快”；研发
钢筋网片柔性制作生产线，提升塔柱
建造速度……一项项新技术、新工
艺，助力深中大桥稳稳矗立于广阔
海面。

如今，深中通道已通车数月，深
中大桥如卧波长虹，擎起伶仃洋制高
点。“我们共同造就了超级工程，超
级工程也让我们拥有了人生的高光时
刻。”17 年建桥生涯，这是曾炜参与
建造的第八座大桥，“奋斗无止境，
深中大桥对我来说，不是结束，而是
新的开始！”

“回望深中通道的创新历程，每
一步都是在怀疑中证明、在探索中前
进。”宁进进感慨，深中通道培养的
创新团队、研发的先进装备、积累的
建设经验，将助力中国建造阔步迈向
高质量发展。

深中通道，创新造就超级工程
本报记者 韩  鑫

    遥望珠江口，曾被伶仃洋隔
开的两岸城市群，因一座超级工
程而紧密衔接——全球首个集

“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
体的跨海集群工程，这就是深中
通道。

七年磨一剑，天堑变通途。
自开通以来，深中通道车流量始
终保持高位运行，总量已突破
1000万车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超级工程
何以造就，又凝结着怎样的中国
智慧？

    本 报 电 （记 者 周 姝 芸） 日
前，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
主办的“2024 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培养创新实践项目年度交流暨推
进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教
育部有关司局和单位领导、高等
院校和中学领导及项目负责人、
相关领域专家等嘉宾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过工作报告、主旨报
告、信息发布、分组研讨等多个
环节，共同研讨高层次国际化人
才培养的问题与难点，展望未来
与 发 展 ， 推 进 高 质 量 国 际 化
就业。

在分组研讨环节，与会嘉宾
围 绕 “ 国 际 竞 争 力 ， 不 仅 是 目
标，更是基因”“千条线与一根
针，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资
源整合与探索”“‘走出去’与

‘引进来’，中外双导师科研工作
坊的创新实践”“基石，全球治
理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有效表达”

充分交流。代表们希望未来项目
继续与时俱进，不断优化服务内
容，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据悉，为适应人才培养的时代
需求，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于
2020年发起实施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培养创新实践项目。项目从意识培
育、课程建设、学术创新、实习实
训、教师发展5个关键环节，推动
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交流共享，开
创“讲座—课程—实训—学术—输
送 ” 的 全 过 程 国 际 化 人 才 培 养
体系。

“项目已惠及 300 余所高校师
生 45 万余人，帮助 1200 余名学生
赴相关国际组织、外国驻华使领
馆和跨国企业等 220 余家单位实
习。”项目服务单位中科浩博国际
教 育 负 责 人 介 绍 ， 项 目 实 施 以
来，为高校在国际化人才培养、
学科专业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等
方面注入了新活力。

    据新华社电 （记者朱涵、魏
一骏） 日前，2024 世界青年科学
家 峰 会 全 体 大 会 在 浙 江 温 州 举
行，来自全球 71 个国家和地区以
及 63 个国际科技组织的近 800 名
科学家齐聚一堂，交流思想、互
学互鉴。

“青年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主席万钢在会上表示，当前，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不
断加速科研范式的深刻变革，也
让青年能够更加广泛、深入、便
捷地获取知识和信息，这使得青
年 科 学 家 能 够 站 在 “ 巨 人 的 肩
膀”上传承创新，更好地实现跨
越和突破。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大
学校长奇利齐·马瓦拉在会上表
示，年轻科学家在推动前沿科学
发展、创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促 进 国 际 合 作 方 面 起 着 重 要 作
用，“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健
康问题和不平等问题时，年轻科
学 家 的 共 同 努 力 将 发 挥 关 键
作用。”

峰 会 全 体 大 会 上 ， 第 十 八
届 中 国 青 年 科 技 奖 揭 晓 并 举 行
颁 奖 仪 式 ， 众 多 在 基 础 研 究 、

工 程 科 技 、 成 果 转 化 等 方 面 取
得 突 出 成 绩 的 青 年 科 技 工 作 者
获 得 这 一 荣 誉 。 来 自 美 国 、 英
国、法国和中国的 4 名青年科学
家 获 第 二 届 可 持 续 发 展 青 年 科
学家奖。

“我结识了许多不同国家、不
同科学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期待通过创新合作不断提升我们
的科技创新能力。”第二届可持续
发展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北京
大学教授郭少军说。

依托峰会平台，由中国科协
主管，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
中心、温州世界青年科学家成长
基金会、丹麦大学联盟以及世界
青年地球科学家联盟共同发起成
立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该联
合会将围绕“科技向善”这一核
心理念，以科技创新支撑可持续
发展目标。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由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聚焦“汇聚天下英才 
共创美好未来”主题，自 2019 年
以来，已为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科学家搭建开放平台，与 200 多
个国际科技组织和大学建立合作
关系。

2024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培养创新实践项目年度交流会举办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温州举行
第十八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揭晓     

    暖阳透过薄雾，照在湖南省宁
乡市菁华铺乡中心小学的劳动实践
基地里，一垄垄蔬菜泛着绿意。老
师黄念桥在土里刨出一个小坑，放
入一株细嫩的油菜苗。“接下来，覆
盖根部的土壤不要压实，菜苗也要
呼吸。”身边的孩子们也纷纷学着样
子种苗、覆土、浇水。

在基地里，三年级以上的每个
班都有各自的“责任田”。师生们精
耕细作的上海青、油麦菜、莴笋等
蔬菜生机盎然。“基本上每天我们都
来看一眼，总好奇它们是不是长大
了一点。”学生陈晨笑着说，“要是
我们的菜没有别的班地里长得好，
心里会很着急。”

9 月初，四年级的谢莫湉湉和班
上同学第一次种白菜。一连几日，
学生们每天早晚轮流施肥、浇水，
很快菜根就烂了。“当时大家心里很
不好受，努力白费了。老师教育我
们要有耐心，不能气馁。”谢莫湉湉
说，“后来我们及时补种，按老师说
的规律浇水，白菜健康生长啦。”

为了让孩子们的付出有回报，
收获的蔬菜会被送到学校食堂进行
加工，供种植的学生品尝。“亲手摘
白菜的时候，真有点舍不得。”谢莫
湉湉回忆道，“不过吃到嘴里的时
候，还是尝出了幸福的味道。”

黄念桥老师教语文，她热衷站在劳动实践基地里，给劳动的学生
们讲二十四节气。“比如，对着清晨绿叶上的露珠来讲白露节气，学生
们能更好理解古人的智慧。”她说，“课堂应该是多元开放的，学习也
不仅仅局限于教室。”

学生家长张桂枝坦言：“我发现孩子接受劳动教育之后，不那么娇
气了，不光自己洗碗，还总帮我浇花。可贵的转变来之不易，这种教
育很有必要。”

劳动实践基地过去曾是校园里的一片边角地带，校长廖学军带领
师生们刨地开荒、堆肥平土，苦干了两个多月，才有眼下满目青翠的
苗圃。“尊重劳动、热爱生活，这是学生一辈子的人生课题。”廖学军
说，“每周一节的劳动教育课，在他们心里埋下了温暖的种子，期待这
些种子生根发芽。”

“劳动教育是培养学生劳动技能与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宁乡市
教育局副局长易富饶说，“宁乡推动各学校结合自身实际，以及利用粮
食示范产业园等社会资源，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加
强劳动课程资源开发和实践基地建设，积极探索劳动教育实施路径，
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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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持续促进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县域普通中学教育集团化办
学模式，实现各学校资源共享，让本县适龄学生
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县
内优秀教师、优质生源流失的问题，较好地解决
了学生“择校”、学校“择生”的问题。
    图为云南省会泽县第一中学的老师在给学生
上数学课。

在家门口
就能上好学校

 新华社发

从中山市一侧眺望通向深圳市的深中通道。

曾炜 （中） 正在讲解深中大桥建造情况。

本文图片均由中交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