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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青藏铁路公司西宁机
务段整备车间每天检修的机车增至40
辆左右，为了防止登顶检修人员被接
触网所携带的 25千伏高压电伤害，由
王丽、贺霞、马正兰、李娟四个人组成
的“娘子军”隔离开关班组担负起保障
登顶作业人员与设备使用安全的责
任。春运期间，她们守在机车旁，检查
设备安全性能、叮嘱登顶工作人员，一
站就是一整天，用耐心与细心守护着
春运机车安全。

图为 2 月 24 日，隔离开关班组成
员马正兰（右）给登顶工作人员移交设
备。 新华社记者 张曼怡摄

守卫机车安全的“娘子军”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赵汉斌
通 讯 员 谢一可 刘佩简

◎李帮民 陈 科

◎陈 科

代表委员履职记

◎本报记者 陈 瑜 赵汉斌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

播种机……”在位于四川大邑县的红军长征

在四川纪念馆门前，踏上象征着长征一路坎

坷、布满荆棘的石子路，对长征的精辟论述跃

然眼前。

四川是红军长征从南向北的桥梁和中转

基地。四川也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都曾经过

的地方，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

的省，是途中发生重要战役战斗最多的省，是

长征中自然环境条件最恶劣的地方，是长征

中开展民族工作成效最显著的地区。

长征从南向北的桥梁
和中转基地
“自 1935 年 1 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

进入四川古蔺，到 1936 年 8月红二、四方面军

走出雪山草地，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转

战和停留、途经和活动区域涉及 69个区县，历

时一年零八个月。”党史专家、四川省委党史

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党史一处处长周锐京说，

在所经过的 15个省（市、自治区）中，四川是红

军长征三大主力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

间最长的一个省。

1935年1月29日，刚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的

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开启了红军长征在四川

的伟大征程。这也是红军长征在四川的起点。

在红军长征在四川纪念馆内的巧渡金沙

江展区，有一张黑白照片，当年帮助红军渡过

金沙江的三位老船工和一位红军老战士相

聚 ，年 过 花 甲 的 老 人 在 照 片 中 咧 嘴 欢 笑 。

1935 年 3 月底，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然后进军

云南，再从金沙江北渡入川。同年 5月 3日，3

万红军在皎平渡仅靠 7 只小船，在当地 37 名

船工 7天 7夜不眠不休的帮助下，巧渡金沙江

摆脱了围追堵截。

周锐京分享了一组数据，红军长征在四

川总里程 21000 余里，转战地域达 30 余万平

方公里。其中，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转战长达 8

个月，行程 10000 里左右；红二、红六军团（红

二方面军）在四川转战 4个月，行程 5000 里左

右；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长征时间达 18个月，行

程 6000里左右。

四川各族人民巨大支
援保证长征最终胜利

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川主

寺镇元宝山，全国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总碑

耸立于碑园。这是 1985年由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正式批准设立的，是中央对四川在

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的高度

认可，也是四川各族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

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在建川博物馆聚落

区的红军长征在四川纪念馆内，一份《中国工

农红军布告》格外引人注目。讲解员艾晓龙介

绍，这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

冕宁彝族民族地区，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

布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布告，也是目前发现

的最早使用“万里长征”一词的红军布告。

“四川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支援也最

多，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重大贡献。”周锐

京举例，如在阿坝州的 16个月里，红军先后创

建的松里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总

面积不足 6 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 20 万。“当

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物产不丰，各族人民生活

相当困难，人均年有粮食 500 斤左右、有畜不

到两头，在这种情况下，却承担着支援 10万主

力红军的任务。”

“长征在四川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长征精

神是值得四川人民倍加珍惜的宝贵精神财

富。”大邑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洪伟说，党

史资料显示 1935 年至 1936 年，红军进驻大邑

县境内与敌战斗了 110余天，在西岭镇的尖子

山、横山岗，花水湾镇的唐王坝、九顶山等地都

留下了战斗的足迹，400余名红军战士长眠在

此。大邑县目前正积极筹备长征文化园、长

征·四川博物馆、长征研学基地，打造新时代文

明实践长征精神文化展示中心，未来还将推出

首个长征大型音乐史诗剧演艺中心。

回望长征：雄关漫道踏征程 红旗漫卷川西北 2 月 20 日，科技日报记者接通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电话时，他

正准备第二天下乡的事。

朱有勇下乡的地点位于澜沧江畔的云

南省澜沧县蒿枝坝村。

2015 年，精准扶贫的战役在中华大地

铺展。朱有勇所在的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

云南省澜沧县。

大部分院士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同志，

到那么偏远的地方扶贫，当时刚满 60岁的

朱有勇主动站出来：“我年轻，我来干！”

这几年朱有勇每年有 100 多天待在村

子里，这让他有了“农民院士”的称号。

2020 年，朱有勇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

义，提交了关于发展林下中药材生产的建

议。这个建议，来自朱有勇多年的科技扶

贫工作积累。

云南是三七的重要产地。但种植一茬

后，短时间内不可再种，这也让三七种植的

土地资源问题越来越严峻。

澜沧境内有 20 万亩退耕还林后种植

的思茅松林，针对雨林山岭区的森林资源，

朱有勇和团队把林下生态环境与三七生物

学特点相耦合，创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林下有机三七技术体系。基于作物之间

相生相克理论，只需加以适当的人工干预，

就可以不用一滴农药解决三七易生病、不

能连作等难题。一茬三七收获后，土地没

有受到化肥、农药的污染，可轮种其他林下

药材，如黄精、重楼等。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时间表上的最后

一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递交建议，朱有

勇有自己的考虑：要实现脱贫不返贫，得让

脱贫和乡村振兴无缝对接。目前贫困地区

主要地处山区，山区最大的资源就是森

林。这几年国家抓生态文明建设，农民不

能砍树了，要将林下资源开发出来，让林下

经济成为山区特色产业。

“如果这个工作做好了，对广大贫困地

区特别是比较贫困的山村的发展，会有比

较大的促进。”朱有勇认为，这份建议在全

国具有推广意义。

建议提交后，受到了栗战书委员长高

度重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健委组织实地考察，并抓紧落实相

关措施。

朱有勇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发展林下

经济不能一蜂窝地上，今年自己的主要工

作是推动建议落地，比如哪些山林可以做、

哪些不能做；林下中药材推广控制在多大

范围合适；除了三七，还能种哪些中药材；

制定林下中药材国家标准……

“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但在朱

有勇看来，通过人大代表提交建议这个渠

道，很好地解决了乡村振兴所需要的关键

技术问题和产业发展问题。

科技扶贫不是一两个成果，而是一系

列成果的推广。

冬季马铃薯优质高产新技术是朱有勇

和团队的另一成果。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朱有勇曾走上人

民大会堂“代表通道”，手举一颗澜沧产的冬

季马铃薯向中外媒体展示，脸上是掩饰不住

的激动和自豪：“这是开春之后全中国最先

上市的新鲜土豆。这个季节北京吃到的土

豆丝，5盘里有4盘是我们的土豆做的。”

2020 年春天，由于疫情，线下传统的

销售渠道没有完全恢复，当地有大约 700

吨土豆等待销售。2020 年 4 月 7 日，朱有

勇像往常一样，戴着草帽、穿着胶鞋来到基

地挖土豆。不一样的是，他走上“云端”，开

始在电商平台直播卖土豆，当天挖出的 25

吨土豆销售一空。

一顶草帽、一身迷彩服，朱有勇的科技扶

贫故事仍在继续。对他来说，山区群众过上

好日子，比拿多大奖、给多少钱更让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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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成了！”农历春节前夕的一个凌

晨，在四川省达州市普光镇，一位从事空气锤

技术的施工人员不停地喊着。

经过 24 小时连续奋战，中国石化中原石

油工程公司空气锤技术服务单日进尺不仅打

破原纪录达到 501米，且再次刷新了普光工区

纪录，单支空气锤进尺达到 1327米。

中国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工

程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原钻井院）院长李

伟廷说，空气锤的研发历史可追溯到我国最

大规模海相整装高含硫气田——普光气田的

开发之初，之后陆续解决了多个陆相难钻地

层机械钻速低、钻头进尺短等难题。

“10 年以来的持续优化改进，先后打破

工区纪录 5 次，此次在春节前夕突破新纪录

仅 是 科 研 人 员 们 持 续 攻 关 创 新 的 一 个 缩

影。”他说。

“十三五”期间，中原钻井院坚持科研贴

近市场、贴近现场、贴近生产，科研人员们为

实现油气井开发提速、提效、提质、提产，创新

研发了一系列提速提效井下工具。其中，为

解决长水平段施工过程中钻具托压、定向效

率低的技术难题，该院自主研制了系列化的

水力振荡器，并围绕工具现场应用形成了相

关技术规范，平均单套寿命达 240 小时以上，

有效缓解了定向过程托压严重的问题。

这样的“科研冲刺”在今年春节期间依然

没有停下脚步。

中原钻井院工艺所梁应红说，为保障春

节期间水力振荡器等井下工具服务质量，科

研人员们积极奔赴西南、西北等重点工区一

线进行工具推广及服务，实现从“象牙塔”向

“铁钻塔”的转变。

今年，一大部分外出务工的人员留在原

地过年，因此也造就了网络热词“原年人”。

而在中原钻井院，近一半科研“原年人”选择

留在钻井一线体验别样的“铁钻塔”年夜饭。

“虽然是除夕夜，但我们大家都理解，处在

钻井工作一线，工作就是第一。”中原钻井院一

线施工人员说，在他们眼中，一线钻井机器的

冰冷和春节家人团圆的温情同样触动心弦。

科研“原年人”在钻井一线的别样坚守

瑟瑟春寒，他们背上行囊，不是归乡，也

不是去远行。

他们昼伏夜出，高铁线路在哪里，哪里就

是他们的目的地。如深山中的“夜鹰”，他们

守护着上千公里高铁线钢轨的安全。

陈星达，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南工务段弥勒双轨探伤工区“90 后”工

长，他所在的工区共有 14名职工，肩负着沪昆

高铁、南昆客专、昆玉河线等 1230公里线路的

钢轨检修养护任务。

白天高铁、动车穿梭，线路检修养护只能

在夜间进行，这也给精细的探伤作业带来巨

大挑战。接近午夜时分，最后一趟列车安全

通过弥勒站，他们的工作才开始。

因为作业场所都是在户外的深山、隧道，

近 400 公斤重的双轨探伤小车只能“大卸五

块”，每“块”也有 70 公斤左右，工友们就肩扛

手抬，一步一脚灰，搬上高铁线。

“经过动车的长期碾压，加上昼夜温差

大，钢轨内部可能会产生细微裂纹和一定伤

损。”陈星达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利用探伤仪，

在伤损没有恶化前，提前发现暗藏的隐患，及

时更换这些钢轨，保证高铁安全运行。

当发现可疑“伤痕”时，操作员就要控制

探伤小车，来来回回确认。随后在头灯照耀

下，打开便携式探伤仪，复核伤损数据。

冬夜的大山，寒风四起。陈星达和小伙

伴们蹲在钢轨旁，双手已经冻红，微微发麻。

他一手拿着探头，一手调试仪器，一寸一寸

地检查。“戴手套会影响操作手感，探头也不

能很好地发现内部存在的裂纹，所以我们都

选择不戴手套，早就练出一双铁手了。”陈星

达说。

复核完毕，陈星达立马跳上探伤车，一双

“鹰眼”，盯死屏幕上的波纹。“以前我们步行

检查，一天只能查 6—7公里，现在使用先进的

双轨探伤仪，一个晚上可以检查 30公里左右，

质量和效率都在提高。”陈星达说。

深夜作业，光线太暗也是一大挑战。为

准确找到钢轨损伤部位、进行焊缝打磨，陈星

达他们头灯、手电齐上阵，远远望去，深夜中

钢轨上飞溅的焊花，一如城里团圆的人们眼

中的烟花，绚烂而美丽。

停车、复核，再停车、再复核。

一个晚上，至少得下车 20 次。“探伤工作

干了 5 年，现在却越干越‘胆小’，生怕遗漏掉

任何隐患。因为一个小的隐患，有可能影响

到成千上万旅客的安全。”陈星达说。

按照规范要求，要每年实现线路探伤全

覆盖，这也意味着陈星达他们一年有近 10 个

月不在驻地。

作为云南省维护沪昆高铁、南昆客专唯

一的双轨探伤工区，1230公里的线路，每一米

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因为时常“转场”，最

远要一天奔波 200公里。

两年间，发现焊缝隐患 5 处，钢轨内部伤

损 1处、外部伤损 2处，是他们交出的成绩单。

正是因为有铁手“夜鹰”守护，云岭高铁

开通以来，没有因钢轨隐患耽误过一趟车。

有诗和远方，青春与责任，他们每天向前。

铁手“夜鹰”，他们是高铁深山探伤工

（上接第一版）
全国科技系统累计推广应用“稻渔综

合种养技术”“粉垄耕作技术”等先进实用

技术、新品种 5万余项，为贫困地区产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科技特派员成为脱
贫攻坚生力军

2015 年，60 岁的科技特派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朱有勇来到家乡云南最贫困的地

区澜沧县，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目标：用

科技改变贫穷。

他长期在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村驻村

扶贫，是第一个把院士工作站建在最基层

村民小组的科技特派员。

他立足农村实际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创办院士科技扶贫指导班，被当地群众称

为“农民院士”。

目前，林下有机三七种植已在澜沧贫

困山区推广上万亩，冬季马铃薯已在云南

全省推广500多万亩。

“科技扶贫，让我们把‘冬闲田’变成了

‘效益田’，在澜沧拓展出了一个冬季马铃

薯产业。”朱有勇说。

2019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

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年来，坚持人才下沉、

科技下乡、服务‘三农’，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党

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者、

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

人，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科技系统选派的

科技特派员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基本实现

了对全国近10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科技服

务和创业带动全覆盖。

他们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

民赚，先后涌现出了李玉、赵亚夫、姚建民、吕

秀兰、朱有勇等先进典型。

2014年以来，中央财政又累计投入21.4

亿元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才专项

计划，向中西部省份1118个“三区”县选派了

12万余名科技人才，重点面向返乡农民工、大

学生村官、科技示范户等培养了2万余名懂技

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乡土人才，为贫困地区打

造了一支“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工作队。

打造创新驱动精准
脱贫的示范田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井冈山

脱贫攻坚工作指出，“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

中作示范、带好头”。

如何实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科技部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把定

点扶贫县打造为创新驱动精准脱贫示范田，选

送了一批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的挂职干部和

科技人才，实施了一批接地气效果好的科技项

目，建立了一批示范优带动强的创新创业载

体，做响了一批有特色可持续的扶贫产业。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科技部在5个定

点扶贫县累计投入资金和引进帮扶资金 11

亿余元。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央引导

地方科技发展专项、“科技助力经济2020”专

项等项目250余项，累计投入资金2.19亿元，

引进帮扶资金约8.45亿元，选育近200个新

品种，开发产业关键技术100多项，有力提升

了定点扶贫县产业发展科技水平。

在5个定点扶贫县，科技部建立了国家

级和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星创天地、众创空

间、协同创新分中心、科技示范基地、产业示

范园、科技资源统筹中心等创新创业载体30

多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

扶贫主导产业提质增效。

截至2018年，科技部先后向定点扶贫县

井冈山选派了30届科技扶贫团65名扶贫干

部，集中扶持了35个重点贫困村，累计支持

各类项目338个，投入项目资金3.45亿元。

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市在国家贫困

县中率先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3 年初的

21.5%下降到2019年的0.055%，贫困户人均

纯收入由2600元增长到10205元。

科技部5个定点扶贫县全部提前摘帽，其

中井冈山市在全国贫困县中率先脱贫摘帽，

把习近平总书记“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中作

示范、带好头”的殷切嘱托变成了美好现实。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

施策，提高扶贫实效。”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

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

……

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科技扶贫贵在精准、重在产业、根在创

新、要在合唱、恒在坚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科技系统发挥科

技和人才优势，探索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精

准脱贫之路。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科技将播

撒更多的种子，巩固拓展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胜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一步

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

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

夷的能力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出发，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

升斗争本领，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

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

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

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

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

拼命的强大精神。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

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

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

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

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通知要求，要联系实际抓好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明确提

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加强组织领

导、树立正确党史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注重方式方法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

习教育各项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高

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成立领导机构，切实

把党中央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要坚持以我

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

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

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要把学习重要

讲话同学习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通知》结合起来，做到一体领会、一

体贯彻。要联系实际、突出特色、务求实效，

以好的学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抓好专题学

习、专题党课、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题培训，坚

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党史学习教育

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切实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发展成就，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