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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妍

第一次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的事迹， 是在去
年 6 月 29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上。 作为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吴天一
院士从事高原医学研究 50 多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
国际标准，诊疗救治了上万名藏族群众，被称为“生命
的保护神”。 那天，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他接受了
党和人民的最高礼赞，获颁了“七一勋章”。

多次遭遇车祸、全身有 14 处骨折，双眼白内障、植入
人工晶体， 做实验时耳朵鼓膜被击穿……青藏高条件艰

苦，吴天一院士多年来挑战着自己的身体极限。 86 岁高
龄的他，戴着心脏起搏器，坚持工作在海拔 4500 米以上
的高原———这是最打动和鼓舞我的地方， 因为我和他一
样，身体里装有一个双腔心脏起搏器。

起搏器用于治疗心动过缓，简而言之就是帮助心脏正
常跳动。因为每分钟心跳不足 30 次，让我不得不植入这个
小东西，而且每隔 8 年-10 年要再做手术更换。 去年 5 月
做完植入手术后，我打心底里不想接受这个事实———身体
中突然多了个“异物”，而且一生都要依赖于它。“为什么是
我？ 连心跳都不能自主正常，我是不是就这样‘废’了？ ”

就医时，也总有人投来疑问：“你也是来装起搏器的？”

毕竟， 病友几乎都是中老年人， 连不少医生护士都感叹：
“30 岁出头就装起搏器，不多见！ ”对这件事，亲朋好友虽
都不明说，但我知道他们有很多忧虑，最担心的就是我能
否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就连父母也希望我少做事、 多休
息，即使不工作也没关系。因此，我一度也认为，自己跟正
常人不一样，但凡有人问及病情，更是闭口不谈。

“挺好，有了它，我还要继续跟高原病较劲，较一辈
子劲。 ” 第一次听到吴天一院士这样描述自己的起搏
器，我瞬间百感交集，不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常年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他都不怕，
我到底在担心什么？ 我也可以继续下煤矿、去工地，奔
赴天南海北采访，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泄气？

后来， 陆续读了更多关于吴天一院士的故事，尤
其是他当选感动中国 2021 年度人物时， 颁奖现场的
一段采访，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您戴了心脏起搏器吧？多少年了？ ”主持人问。 “到
现在整整 20 年。 我不太在意，因为我是医生，我知道双
腔起搏器装了以后，我的心脏工作是正常的，我的脑循
环也是正常的，不影响我的思维和我的工作。 ”云淡风
轻的口吻，似乎是随意聊起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我将这段视频存了下来，对比自己曾经的不勇敢，
心生羞愧。 其实，装起搏器本身并不可怕，吓倒我的是
自己的胆怯和退缩。 就像吴天一院士说的，有什么影
响呢？ 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它在我身体出现危机时
及时出手“拯救”，帮助我更加健康。

我应该感到幸运， 幸运在迷茫时遇到这样一位素未
谋面却倍感亲切的引路人。 想想以前，我曾听到、看到过
很多值得敬佩的励志榜样， 但总觉得他们离自己很远，
需要“仰望”。 但从吴天一院士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一股
莫名的力量，这是千万言语都无法描述的感同身受。

32 岁这年，我装上了“钢铁侠”的心脏，现在已与它共
处 1 年多，并且在未来的每一天，我都要与它相伴。 我将
这段经历写出来，是想告诉更多人，没有什么事会一直糟
糕下去，只要你想，多大的困难都可以战胜。所以，现在再
有人问起，我会大方且自信地回答：“没什么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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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

“北十煤仓出现部分矸石，请调度室皮
带集控配合分矸……”6 月 15 日早班，河
南能源永煤公司陈四楼煤矿皮带集控调
度员崔顺接到井下电话后， 立即在电脑
屏幕前轻轻点击鼠标， 该矿北翼两部皮
带时而运行，时而停止。 崔顺灵活控制皮
带运行状态， 配合井下作业的短短几分
钟，仅仅是 F5G 全光网络技术大宽带、低
延时带给煤矿科技“红利”的一个缩影。

2021 年 6 月 7 日，永煤集团与华为公
司联合建设的全国首个 F5G 矿山新型工
业全光网络， 在陈四楼煤矿正式商用并
发布信息。

“过去 1 年，井下智能化设备、仪器的
海量数据通过F5G 这条信息高速公路进
行精确而稳定的传输，矿井信息化、远程
实时智能管控水平突飞猛进。 ” 陈四楼煤
矿调度室副主任景旭东介绍。

“九采区变电所故障报警， 请巡检人
员及时到位……”6 月 17 日，在陈四楼煤
矿电力调度控制室， 值班人员杨军发现
矿井电力监控画面九采区变电所处的黄
色“闪电”图标正在闪烁，他立即告知井
下巡检电工精确故障点位置， 极大缩短
了排查时间。

经过 1 年的探索与调试， 陈四楼煤矿
将 F5G 作为主干网统一接入各类系统，目
前广泛应用于矿井中央变电所、2601 智能
化综掘工作面、2901 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以
及全矿视频监控、 各采区泵房和皮带控
制等诸多领域， 织密了 F5G 这张 “科技
网”，释放科技“红利”造福矿山。

“现在全矿共有 16 部主要皮带， 原来
每班至少需要十几名员工协同操作， 工作
效率较低。 F5G 技术真正实现了实时远程
精准控制皮带， 现在每班 3 人即可完成当

班所有操作，效率极高。 ” 陈四楼煤矿
皮带队党支部书记位兆瑞说。

除此之外， 陈四楼煤矿井下覆盖各采
区泵房的 45 台主要水泵和各采区变电所
也完全实现了实时监控和远程操控， 井下
到处都是无人值守泵房、变电所，优化人力
资源 50 余人，且设备故障率降低了 70%。

这一切，都得益于 F5G 新型组网方式
极高的传输速率———F5G 带宽上下行速率
高达对称 10 千兆网络，时延降低到 0.1 毫
秒以下。 “矿井现有 F5G 设备最多可拓展
至井下 16 个千兆网络，完全满足矿井智能
化建设发展的网络设备带宽需求。 ” 陈四
楼煤矿调度室主任程小伟介绍。

同时，高强的安全性能也是 F5G 技术
在煤矿井下成功推广的关键。 无源设备替
代有源设备， 防爆节点被替换为阻燃的最
终端设备， 本安型分光器可以减少约 40%
的井下防爆箱， 井上断纤自动检测功能缩
短了 90%的井下光纤检修维护时间……

在 F5G 全光网络技术速度与安全的
强力支持下， 矿井智能化建设再度碰撞
出新的火花。 当前，陈四楼煤矿正全面推

进建设集信息采集、 数据分析、 综合展
示、协同调度、集中管控为一体的安全生
产智慧管控平台。

“安全生产智慧管控平台建成后，可发
挥生产安全可控可视、实时监测、定位追
溯、调度指挥、预警报警、系统联动、趋势
研判、安全防范、决策支持等综合统筹协
调功能 ， 实现煤炭信息化和智能化生
产。 ” 陈四楼煤矿机电副矿长奂光润表
示，该平台将依托 F5G 技术等关键核心科
技，构建战略计划管控、人力资源管控、生
产经营协同、 供应保障协同等七大体系，
形成“数智能化”大数据平台，打造精准管

控、高效协同、集约共享、持续改进一体化
的现代新型矿井。

乘着 F5G 技术的科技东风，陈四楼煤
矿不断拓展其在智能采掘、 环境监测、矿
井巡检等诸多领域的应用，推动矿井智能
化建设大踏步前进。 据不完全统计，F5G
技术投入运行1 年来，为矿井创造丰硕的
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培养出了一批既懂
煤矿， 又精通信息技术的综合型专业技
能人才，为煤炭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夯实了基础。

（作者供职于河南能源永煤公司陈四
楼煤矿）

■孙亚方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路径突破与政策保障体系是实现该
目标的重要驱动力。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
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重要科研和人才项目资助下，由
湖南大学张跃军教授团队撰写的专著《中国实现碳减排目
标的途径与政策研究》近期出版。 该书紧扣中国碳减排目
标和低碳发展战略，从国家、省际、行业和居民等层面，系
统研究了减排路径突破与政策体系设计的关键科学问题，
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途径与政策研究》 首先剖析
了碳减排效应的驱动机制，为培育我国的低碳发展路径提
供了新动能。 研究碳排放变动的根源，是准确预判碳排放
的未来变化趋势以及获得“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的重要基
础，也是制定精细化减排决策方案的有力支撑。该书克服
了结构分解方法和指数分解分析方法难以考虑技术因素
的局限性，基于生产分解分析模型，揭示了经济发展、技

术效率和技术发展等对我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机理，发
现了遏制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与新动能， 提出了针对性的
政策保障措施。

其次，这本专著突破了碳减排目标与经济目标的之间
的复杂冲突关系，实现了工业行业低碳转型与经济发展的
协同推进。 如何释放碳减排潜力的经济效益，以及平衡减
排目标与经济目标，是有序推动工业行业“双碳”目标实现
的关键考量因素。作者率先测算了中国各省域工业部门的
排放效率、减排潜力以及提高排放效率获得的可能经济收
益， 完备了排放需求与碳配额合理分配的科学评估方法，
发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碳排放回弹效应水平。 同时，突破
了传统的拥挤效应难以考虑非期望产出变化的局限性，提
出了资源过度使用下的非期望碳拥挤与绿色技术创新作
用下的期望碳拥挤的概念与测度方法，从减少资源浪费、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的视角， 设计了工业经济发展和碳减
排双赢的有效路径与政策体系， 丰富了工业行业低碳转
型路径的相关理论。

第三，这本书拓展了交通部门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方法

与实现路径，构筑了交通部门低碳转型的竞争新优势。 科
学评估交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对于将我国建成低碳
绿色可持续交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既构建了交通部
门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完善了可持续发展测度的方法
体系，解决了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提出了交通部门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又兼顾了非期望碳拥挤效应
和期望碳拥挤效应，克服了技术限制型生产瓶颈，挖掘了
技术创新型减排潜力，为加快建设绿色交通运输体系提供
了重要支撑。

最后，该书全方位多视角揭示了居民消费低碳转型的
路径，提升了居民部门实现“双碳”目标的韧性。 实现“双
碳”目标，不仅将全面重塑我国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和能
源结构等宏观发展因素，而且会深刻影响居民微观层面的
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
居民消费的低碳发展路径对于我国实现减排目标具有重
要理论和现实意义。该书既全面考虑了直接碳排放和间接
碳排放，提出了居民消费的减排路径，又基于碳排放的关
键关联部门，获得了居民消费低碳转型的净前向、净后向
与混合碳排放关联的关键路径， 为统筹推进我国农村和
城镇居民的低碳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

总之，这本新作聚焦工业、交通和居民等重点部门，围
绕碳减排效应分解、减排潜力评估、碳拥挤效应评估、直接
和间接碳排放测算以及碳排放回弹效应等关键科学问题，
综合运用计量经济、 投入产出和数学规划等多学科模型
方法开展了扎实规范的实证研究， 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低
碳转型路径的相关理论， 完善和拓展了我国实现减排目
标的政策体系。全书逻辑清晰、布局严谨、深入浅出、层层
推进， 是一部全面完整剖析我国实现减排目标途径与政
策体系设计的优秀作品，值得一读。

（作者供职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双碳”目标需要强劲驱动力
———读《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途径与政策研究》有感

■马晓炜

“冬至饺子夏至面， 三伏
烙饼摊鸡蛋”， 这是儿时母亲
教的民谚。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
年代，用新麦磨出的面粉做夏
至面是母亲的首选，亦是家乡
的习俗。

夏至那天， 父亲一大早扛
起锄头下地锄草。 疯长的杂草
争抢庄稼的养分 ， 不及时清
除，会影响庄稼长势和秋天的
收成 。 母亲则去菜园摘回苦
瓜、瓠子、茄子等做面的配菜，
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将雪白的面粉舀入盆里，母
亲开始和面，没几分钟，她就汗
流浃背。 母亲说，只有揉搓的时
间长， 和出来的面团才够硬，做
出的面条才有劲道，这叫“软面
饺子硬面汤”。

面醒好后，就是擀面。 覆盖
在案板上的面团， 渐渐由小变
大、由厚变薄，不断扩张、恣意
延伸。 擀成薄薄一层面皮后，母
亲将它层层折叠， 切成一根根
长短适宜、粗细适中的面条。

我和弟弟用力拉着风箱，
将一锅水烧得滚开。 母亲迅速
将面条抖入锅中，用漏勺不停
搅拌，待锅中冒出腾腾白气并
伴着“咕嘟咕嘟”的响声时，面
条的香味随之四溢，令人口舌
生津。

面条捞出，过一遍冷水，旋
即倒入盆中，头道工序完成。 接
着，母亲切好蔬菜，下锅一阵翻
炒 ， 盛入盆里与面条搅拌均
匀， 再洒上香葱、 薄荷叶、蒜
泥，淋上热油，加点陈醋，顿时
香味萦绕满屋。 纵使我们馋得
垂涎欲滴，母亲总会先装好满
满一碗 ， 让我们端给爷爷奶
奶， 因为新麦做的面有营养、
好消化，要让老人先饱口福。

从奶奶家跑回后， 一碗碗
香喷喷的面条已经端上餐桌，
忙了一上午的父亲也回家了，
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吃起来。 那
一刻， 屋外热浪翻滚， 蝉鸣阵
阵，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惬意享
受着夏至面的清凉爽滑， 仿佛
整个夏天被我们含在了嘴里，
满是幸福的滋味。

“吃过夏至面， 一天短一
线。 ”如今时光已远去，母亲的
夏至面、家人一起吃面的场景，
想起来仍觉得回味悠长。

夏至面香
幸福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