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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盐湖“捞虫人”七彩盐湖“捞虫人”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李彦斌 本报通讯员 杜卫

暮春时节，山西运城，素有“大自然调色板”之称的七彩盐

湖，水雾升腾，仿佛“活了过来”。

在“捞虫人”牵引下，十多米长的纱网，如同一条条水中游

弋的长龙，在盐湖里蜿蜒前行，划出一道道颜色迥异的彩带，

让这幅绚丽画卷更显灵动。身着连体皮衣裤，在及腰深的盐

湖中缓慢行走的，是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元明粉分公司盐

湖生态养殖部的“捞虫人”。他们捞的“虫”是盐水虫，学名盐

水虾，身长 1厘米左右，是一种能在卤水中生活的甲壳类动物。

“盐水虫富含蛋白质，是养鱼虾的饲料。”养殖部十工段工

段长胡杰向《工人日报》记者介绍说。

进入 4 月中旬，长达半年的捕捞活动拉开序幕。每天 6
时，胡杰会准时来到盐湖边，拿出纱网抄子，用于查看盐水虫

的数量，以确定当天在哪个盐池捕捞。“盐水虫只在清晨浮游，

上午 9点多就沉到水底去了。”胡杰解释说。

2021年入冬，胡杰被调入十工段成为“捞虫人”。他跟着

师傅学了 3 个月，逐渐熟悉了工作流程，掌握了捕捞技巧。

2022年，胡杰带领全段职工克服疫情、天气等不利影响，捕捞

了 517吨盐水虫，超额完成预定任务，他也因此被评为 2022年

度运城盐化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盐水虫非常小，手抓不住，必须拖着专用纱网在水中不

停走动才能捞到。”胡杰告诉记者，夏天气温高，皮裤不透气，

纱网在水中很吃力，“捞虫人”拖网体力消耗很大。胡杰和工

友们在湖水中拖着网袋艰难踱步，每次作业时长都在 1~2 个

小时。

捕捞旺季，捞满的网袋可达 1吨重。胡杰和同事们需要把

网袋拖到湖岸，再把劳作收获分装入袋，而后运送到加工车间。

这天，捕捞作业结束，胡杰逐个盐池查看，浓度高的补淡

水，浓度低的调卤水，他要确保盐水虫有最佳的生长环境。

“魔鬼城”里的业余理发师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张文娟

理发，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于青海油田生产一线

的职工而言，长年奋斗在柴达木盆地戈壁深处，方圆几百里

没有人烟，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轮换一次，理发成了职

工们的“头等”大事。

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的南八仙，被称为“魔鬼城”，海拔

近 3000 米，肆虐的风沙、强烈的紫外线和稀薄的空气在这里

“常驻”。

“算起来，我已经在南八仙工作 15 年了。”青海油田采气

二厂运行维护中心的经管员熊英说。作为站里的经管员，熊

英负责填写资料、汇报生产、给班组领料等工作，她凭借多年

的工作经验梳理出了一套工作流程，把每天烦琐的工作打理

得井井有条。

一把剪刀、一个推子、一把梳子、一件围布……工作之

余，熊英的理发技术得到了工友们的认可，大家送给她一个

美称“熊一剪”。

此前，熊英在美容美发技工培训班学习过两年。2008
年，来到南八仙采气作业区工作后，她的手艺终于有了用武

之地。

起初，她主要给几个熟悉的“哥们”理发，后来“业务范

围”扩展到了整个“魔鬼城”。多年下来，谁适合什么样的发

型她都十分清楚。

2022 年底，因疫情很多职工被困在了“魔鬼城”，三四个

月无法轮换。熊英便拿出理发工具，每天利用业余时间给大

家理发，帮助几十位职工解决了头顶的烦恼。

嗡……嗡……随着阵阵电推剪的声音响起，缕缕发丝随之

飘落，不到10分钟时间，熊英就帮一位同事打理好了新发型。

“理发这件事虽小，但能解决大家的小烦恼，我也很高

兴。”利用业余时间为同事义剪，让熊英感到颇有成就感。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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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铸箭”的年轻人

黄素贞和她的团队将极限质量要求严格落实到“人造太阳”的每一项科技攻关和每一道操作工序上——

科学岛上“种太阳”

本报通讯员 陆应果 叶小本

奔竞大道，是浙江杭州钱江世纪城亚运

村内的主干道，为避开下穿铁路项目的桥墩，

道路在这里分成 5 股，越过铁路后重新合

龙。从空中俯瞰，像极了张开的五个手指，因

此也被称为“五指大道”。

上海上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汤敏虎和他的团队就是“五指大道”的建

设者。他们用 300余天助力奔竞大道穿“铁”

而过，打通了第 19届亚运会会场通往亚运村

的“主动脉”。如今，凝聚建设者智慧和汗水

的“五指大道”正以崭新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打响“‘五指’会战”

杭州是沪昆、杭深等多条铁路交会的“咽

喉”。作为第 19 届亚运会的重点工程，亚运

会配套涉铁工程有 30 余处，集中分布在 3 公

里长的铁路线上，其中，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

下穿铁路项目体量最大、施工难度最高。

2020 年 6 月 5 日，杭州亚运会涉铁项目

举行集中开工仪式。“如何高质量建设杭州亚

运会涉铁工程？”当时 34 岁的上海上铁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汤敏虎站在建

设者的队列里，心中压力重重。

下穿铁路通道工程，面临空间狭窄、工程

地下基坑深、交叉作业多、工期紧等施工难

点。白天列车在线路上密集穿梭，参建人员

分散在营业线或邻近营业线上施工，现场交

叉作业多，工程安全风险大、要求高。

“工期只有不到 23个月，还要在不影响列

车安全通行的条件下进行，这就像在螺蛳壳

里做道场，难度不言而喻。”2008 年汤敏虎大

学毕业后进入铁路工作，先后参加过杭州苏

嘉路、诸暨 03省道、萧山南四路等铁路下穿立

交工程施工，杭州亚运涉铁工程是他经历的

最艰苦的一场战役。“‘五指’会战”一触即发。

施工现场放手一搏

“顶进箱涵与线路最大斜交角度超过 50
度，呈 X型……”拿到奔竞大道下穿铁路项目

施工图后，汤敏虎对施工难度之大，感受更加

直观。

该项目西起杭州亚运村环路平交路口，

东至杭甬高速抬升地面道路平交路口，虽然

只有短短 800余米，却要连续穿越 3条繁忙铁

路干线。

挖掘机、打桩机、吊机紧张地运转，装运

混凝土的卡车在现场穿梭忙碌，机器轰鸣声

响彻奔竞大道项目现场……摆在汤敏虎和工

友们面前的是数不清的难题。“与其畏首畏

尾，不如放手一搏。”汤敏虎身上的“虎劲”被

激发了出来。

在施工现场，汤敏虎身着黄色防护服，胸

挂对讲机，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每当夜幕降

临，他总会开启“暴走”模式，不停地在便梁、

钢枕间穿梭，他和工友们要利用宝贵的夜间

“天窗”时间，加快施工进度。

克服粉砂土质、高水位等地质困难，创新

工艺工法，采用多点作业、平行推进方式……

汤敏虎和工友们在施工现场攻克了一座又一

座技术堡垒。

建设者的奖赏

最令汤敏虎难忘的是拨道作业，这也是

奔竞大道涉铁项目施工中的重头戏。

既有沪昆复线的线间距只有 4.05 米，难

以满足 24米规格钢梁架设的空间需要，经过

专家论证，需要通过拨道施工，将上行一侧线

路进行横移，最大横移距离达 1655毫米。

汤敏虎先后两次组织拨道作业施工。其

间，杭州亚运村一侧 3公里长的铁道线上，每

晚都灯火通明。“上行来车，请下道”“下行来

车，请下道”……现场的小喇叭里，安全提示

声此起彼伏，千余名建设者为圆梦亚运连续

鏖战，将蓝图一点点变为现实。

重大工程的华丽亮相背后，是建设者们

在作业时对细节的完美把控。

更换 600 余根钢枕、经历 50 多个施工封

锁点，每一处施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安全

卡控点位，汤敏虎都精心布局，用他的话说就

是“一刻不能停，一步不能错，一天误不起”。

终于，建设者们不负期望，在钱塘江畔交

出了一份亮丽答卷——奔竞大道顺利通过项

目总体验收。3 月初，项目部捧回业主方颁

发的“2022 年度安全优质文明达标工程”荣

誉证书，这是对建设者们的认可和奖赏。

汤敏虎带领建设者鏖战 300 多个日夜，“五指大道”穿“铁”而过联通杭州亚运村——

钱 塘 江 畔 筑 大 道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施院生

403秒！中国“人造太阳”再获重大突破！

4 月 12 日 21 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

置（EAST）控制大厅内一片沸腾，403 秒稳

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创造了

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托卡马克装置高约

束模式运行新的世界纪录。

在安徽合肥，人们习惯将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在的地方称为科学

岛。“人造太阳”刷新世界纪录的消息一次又

一次从这座科学岛上传出。

作为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所综

合办主任，也是“人造太阳”大科学工程质量管

理团队负责人，黄素贞和她的团队一起见证了

这里的每一个历史瞬间。他们与科学岛上的科

学家、技术人员和一线操作人员一起“种太阳”，

一起看着“小太阳”不断突破自我、茁壮成长。

“走，我们去现场”

像“人造太阳”这样的重大项目，质量管

理十分“苛刻”。将极限的质量要求严格落

实到“人造太阳”的每一项科技攻关、每一个

建设环节和每一道操作工序上，这就是黄素

贞和她的质量管理团队最重要的职责。

曾担任超导线圈上导体与冷质输运管

焊接项目负责人的卫靖用“痛苦、折磨”来形

容将一个实验做千遍万遍的感受。这也是

黄素贞和团队成员的共同感受。

“参与焊接的两种导管壁厚仅为 2 毫

米，温度过低焊不透，温度过高可能损伤比

头发丝还细的超导线，一旦失误就可能使价

值上亿元的磁体报废。”卫靖说，没有什么可

以确保零失误，只有通过成百上千次实验、

分析总结、形成规范的操作流程，才能确保

万无一失。

黄素贞告诉记者，托卡马克装置运行工

况严峻，造价昂贵，有的部件一旦安装，几乎

终身不能维修和更换。质量等级要求如此

之高，质量管理过程不得不超乎寻常。

在 EAST 改造中，曾有一个过程超差没

有被记录。项目组成员认为这个问题通过

后续工序能够修正，不会对最终质量产生影

响。然而，当等离子体所质量主管吴皖燕和

黄素贞提及这个细节，黄素贞立马拉着她

说：“走，我们去现场。”

在与现场工程师反复沟通后，他们最终

确定了可以确保万无一失的方案。在黄素

贞看来，“质量管理讲究所有问题如实追溯

和记录，来不得一丁点马虎。”

后来该装置不断创造世界纪录，与团队

高标准、严要求的质量管理密不可分。

2006 年，我国与多个国家共同建设“人

造太阳”ITER 项目。黄素贞所在的大科学

工程质量管理团队负责质量把控的导体、校

正 场 线 圈 等 核 心 部 件 制 造 任 务 ，实 现 了

100%按进度高质量产品交付。

不仅会“管”，还要会“理”

“人造太阳”项目集成性高，需要多个团

队紧密配合。“科学家的思维有时会天马行

空，灵感来了就想立马实现。”黄素贞说，她

十分理解科学家的这种“状态”，但这也会给

质量管理团队带来难题。

根据要求，科学家开展新项目研究时，

需要详细进行需求分析、设计验证和接口确

认，还要按照流程进行详细评审，但这些要

求有时却不那么容易执行。

有一次，黄素贞团队发现一项设计的验

证材料不全。项目负责人为难地解释说：“这

个课题国际国内都很难找到类似经验数据

比对，设计验证很难。”

这件事让黄素贞和质量管理团队成员

很受触动，促使他们重新思考“管”与“理”的

关系。“大科学工程的协同攻关，如果没有完

整的管理体系就会乱套，但管理不能只是

‘管’，我们还要帮助科研人员去‘理’”。

“有规范按规范办，没规范我们要帮着

建立规范。”黄素贞觉得，对于工程项目的质

量监督把控，质量管理团队需要一丝不苟、

不容半点偏差，但对于自由探索项目，优化

管理流程、最大程度保护创新，同样重要。

有时，管理人员认为技术人员不合规，

技术人员却会觉得是管理人员不懂行，双方

出现分歧在所难免。 ITER 电源采购包负

责人高格提到了一件小事。

一次技术升级，技术人员刚说出新方

案，专家就追问“原来的方案什么样？”本以

为这会难倒技术人员，没想到质量工程师立

刻就把前期项目所有的技术文档调了出

来。“十几个盒子的材料，井然有序，连专家

也不得不佩服。”

共事时间久了，大家彼此都能理解对方

的“苦衷”。质量管理工作严格并非“找茬”，而

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把“人造太阳”造好。

“这里有我们的事业”

“质量管理是个得罪人的活儿。”黄素贞

说，质量管理团队要敢于站出来说不，这不

仅需要勇气，还需要专业知识储备以及沟通

协调能力。

黄素贞还记得，刚开始做质量管理工作

时，涉及的工作属于“高精尖”，专业学科领

域众多，快人快语的她在进行质量检查时，

经常被反问到“卡壳”。

喜欢反思的黄素贞说：“我经常道歉。”

如果说以前是因为业务知识不足而感到

抱歉，现在的道歉更多的是因为与人打交道

时的态度。黄素贞认为，这是一种与人相处

的智慧，“其实女性做这份工作是有优势的。”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工作性质使然，质

量管理团队的 60多位核心成员大多都是女

性。黄素贞认为，在重大课题的质量把关和

协调沟通中，女性细腻、耐心、坚韧的性格优

势与智慧就体现出来了，能为严肃紧张的科

研工作提供别样的温暖服务。

“我们的服务意识，建立在对科研人员

的理解上。”黄素贞说，与管理人员相比，科

学家付出的更多。说起科学家，黄素贞的声

音提高了一些，“他们为了科研事业付出了

毕生心血，是一群纯粹的、可爱的人。”

“‘甘于奉献’在我们这里不是抽象的词

语。”黄素贞说，她看到了一群优秀的院士、科

学家、工程师……拼尽全力为“人造太阳”努

力，也看到了“不再那么遥远的‘无限能源’”。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人造太阳”大科学工程质量管理团队获

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黄素贞在表彰大会

上作为代表发言。那一天，她特意佩戴了研

究所的所徽。“这里有我们的事业，这里也是

我们的骄傲。”黄素贞指着衣服上的徽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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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素贞在EAST
控制大厅查看实验
运行控制情况。

受访者供图

在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天津火箭公司总
装测试车间，骆鑫生在观察火箭某部件。

1988年出生的骆鑫生是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天津火箭公司总装测试车间装配一组
班组长。他和同事们承担着我国长五、长七
系列等新一代运载火箭的总装测试工作。

“总装是火箭设计的最终实现，装配过
程中的丝毫问题，都可能给火箭飞行造成
不可估量的影响。”工作10余年来，骆鑫生
共参与了22发火箭的总装工作和11发火
箭的靶场发射任务。

在火箭总装现场，年轻的面孔随处可
见。身为前辈的骆鑫生事无巨细地指导每
一位组员，这支平均年龄29岁的队伍在他
带领下完成了一发又一发火箭的总装任务。

“未来，进入深空探测、载人登月都需要
从我们这一代航天青年手中去实现，我们有
责任去为我们的航天梦添砖加瓦，增光添
彩。”骆鑫生说。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本报通讯员 邵维信 兰凤娇

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农民工遇到困难总会想到找刘金波，

他是农民工心中的贴心人，不仅帮他们找工作增收，还伸出援

手解决他们在生活上的燃煤之急。

刘金波原是黑龙江省宝清县八五二农场第五管理区一家

基层单位的工会主席，2017 年退休后，他依然关心着当地农

民工的烦心事。当他了解到，一些农民工外出打工却碰壁而

归后，萌生了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的想法。

2019 年 9 月，北京中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揽了国网能

源宝清煤电化有限公司下属国能宝清电厂的生产保洁业务，

聘用刘金波为人力资源副经理。上任后，刘金波首先想到的

就是为困难农民工提供岗位，帮助他们增收。

刘金波联系相关部门和国网能源宝清煤电化有限公司，

对困难农民工进行技能和安全培训教育。考试合格后，共录

用了 63名困难农民工，目前，他们的年收入稳定在 2.7万元以

上。2020年，北京中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班组被宝清煤电

化有限公司评为优秀班组。

平日里，刘金波也在为困难农民工的烦心事奔波。家住

八五二农场四分场九队的郭祥军左脚有残疾，干不了重活，还

要供侄女上高中，日子过得紧紧巴巴。2021 年，刘金波帮助

他在中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找到了工作，让一家人有了稳定

的收入来源。

家住八五二农场四分场的李福彪、李福鹏是双胞胎兄弟，

40 多岁了，生活十分困难，一直都是单身。今年 2 月，刘金波

与他们取得联系后，为兄弟俩在公司安排了工作。两个多月

以来，兄弟二人干得很出色。

刘金波表示，自己本来就是热心肠，能发挥余热为农民工

兄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觉得很开心。

热心呵护农民工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