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大代表风采二十大代表风采
专题报道

◎本报记者 王健高
实习记者 宋迎迎

◎实习记者 孙 越 通讯员 段永强

◎本报记者 俞慧友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黄 敏

7责任编辑 王 倩 裴宸纬

2022 年 10 月 9 日 星期日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人 物
P E O P L E

九月的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万吨巨轮云集，桥吊高耸林立，自动导

引车往来不息。数千个集装箱或装或卸，生产

作业如行云流水，快速精准。高效运转的偌大

码头，却难觅一个工作人员的身影。

这背后，离不开“连钢创新团队”的集智攻

关。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别专家、被

誉为中国智慧港口“推门人”的张连钢就是该

创新团队的带头人。

勇挑重担 组建团队自主创新

2013 年，青岛港立项建设全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彼时，自动化码头技术被西方发达国家

垄断，我国虽是港口大国，但在这个领域却是

一片空白。

“公司的部分股东担心投资打水漂，明确

表示不同意自主研发，要求直接购买国外的成

熟方案。”张连钢回忆道。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买，不仅要接受

国外企业开出的天价，还要接受软硬件捆绑

销售、所有关键技术不公开等条款；不买，意

味着从零开始、艰苦探索，甚至承担失败的

风险。

“与 其 受 制 于 人 ，不 如 放 手 一 搏 ！”当 时

正 处 于 肺 癌 术 后 康 复 期 的 张 连 钢 毅 然 挑 起

重担，组建起创新团队，自主设计建设自动

化码头。

项目的起步异常艰难：无经验、无资料、无

外援。去国外自动化码头考察学习，也碰了一

鼻子灰：不让下车、不让拍照、不让近看，提到

技术问题，对方更是三缄其口——一道道难题

如大山般横亘在张连钢等人面前。

面对艰难困苦，张连钢没有气馁。从小就

深受党的教育、已经成为一名党员的他深知：

共产党员向来是不怕困难的。现在，一个科技

报国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必须全力以赴。

攻坚克难 啃下研发“硬骨头”

“我们要干一件从来没有干过，甚至是基本没怎么见过的事情。”张连钢

说，面对我国在自动化码头领域一片空白的现状，面对西方公司的技术封

锁，最难的是从零开始，进行系统性的创新。

3000 多次讨论会，40 多个进出闸口布局方案，7000 多个测试案例，十几

万次的测试……张连钢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关，只用了 15 个月就拿出了

符合青岛口岸实际的码头规划设计集成方案。

“当时就一个信念，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啃下自动化码头这块‘硬骨

头’。”张连钢说。

凭着一腔赤诚，张连钢带领团队一次次攻坚克难，仅用 3 年半时间就完

成了国外常规 8—10 年才能完成的自动化码头建设任务。2017 年 5 月，胶州

湾畔崛起了一座世界领先的自动化码头：机器人自动拆装集装箱扭锁技术

及系统、大型机械防风“一键锚定”装置、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技术……一连

串耀眼的“全球首创”诞生在中国人手中。

2019 年 11 月，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二期）投产运营，

张连钢带领团队推出了“氢+5G”智慧绿色发展新模式，再次为全球港航业

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轰动了业界，先后有 60 余个国家的宾客前来参观考察。有

的外国同行还提出到作业现场看看，并且希望能够拍照、录像。

“给他们看，让他们拍！”张连钢充满自信地说。他知道，关键技术牢

牢攥在自己手 中 ，他 们 带 不 走 ；共 产 党 人 拼 搏 奉 献 的 精 神 密 码 ，他 们 带

不走！

优化系统 九破世界纪录

国外自动化码头的桥吊平均单机作业效率为 20 个自然箱/小时。山东

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一开港，便创造出 26.1 自然箱/小时的全球

自动化码头开港的最高作业效率纪录。2017 年 12 月，在“以星芝加哥”轮作

业中，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桥吊平均单机作业效率达到

39.6 自然箱/小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此后，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已然成为桥吊平均单机作

业效率世界纪录的“粉碎机”。今年 6 月 28 日，该码头桥吊平均单机作业效

率达到 60.18 自然箱/小时，第九次刷新了世界纪录。

“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之后，相比于一次次刷新的

纪录，更让我们自豪的是整个系统的不断优化和效率的不断提升。”张连钢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张连钢的干劲更足了。如今，他带领团队开始了

新的自主创新之旅，向着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三期）关键

技术奋力攻关。

“科技工作者要有家国情怀，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不断攀登科研高峰、破解发展难题，才能无愧于党、不负于己。”张连钢如

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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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医院，有这样一位护士：从走上

医护岗位的那一天起，她就怀揣着对护理事业的

热爱和对职业的坚守，十四年如一日，扎根重症监

护病房，成为危重症病人心里的那缕明媚阳光。

护士名叫徐芙蓉，是党的二十大代表、湖南

省人民医院急诊三部 ICU护士长。

临危受命，助力黄冈打
赢清零仗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长期从事重

症监护工作的徐芙蓉，第一时间向医院请命，希

望前往湖北驰援。

2020 年 2 月 11 日，这或许是今后若干年，徐

芙蓉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徐芙蓉接到前往湖北黄冈驰援的

通知。从接到通知到出发，只有 2 小时的准备

时间，她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科室工作，辞别

丈夫女儿，立下“家国有难，舍我其谁”的誓言，

奔赴黄冈。

也是在这一天，她临危受命，担任湖南医疗

队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一任就是 42天。

“刚到黄冈，困难是比较多的。我们对当地

医院的设备、人员情况不熟悉，工作流程、团队协

作机制还没有建立，我们护理团队多数人员也都

不是重症专科护士。压力确实不小。”徐芙蓉说。

压力再大，大不过信念。徐芙蓉像充足了

电，干劲满满。短短三天时间，她和团队成员迅

速筹建起“战地 ICU”，接收当地首批 15 名病情

最危重的患者入住。

42 天里，她坚持管理上事事到位、专业上时

时到场，亲力亲为。专业护理之外，她想尽办法，

在困难的条件下，为患者添新衣、蒸苹果、泡营养

粉；与患者促膝谈天，进行心理疏导。

每天早出晚归，十几个小时泡在科室，加上

工作上巨大的压力，让徐芙蓉患上了严重的失眠

症，依靠吃安眠药，才能每天勉强睡上四五个小

时。因此，在很短时间内，她就瘦了十多斤。

坚守到黄冈清零的最后时刻，徐芙蓉所在的

湖南 ICU 团队，实现了医护人员全程零感染、患

者零事故的目标。因为出色的表现，她被评选为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

跨国驰援，为非洲抗疫
贡献力量

从黄冈回到长沙，来不及多加休整的徐芙

蓉加入了新一轮跨国“战疫”行动，作为中国（湖

南）抗疫专家组成员、护理专家远赴非洲驰援。

一个月的时间，她和队友们跨越南北半球，

飞越 3 万公里、穿行 7 个时区、奔走 2 个国家，在

非洲大陆驰行 3600 公里，走访 72 家机构和单

位。回国前夕，团队向这 2个国家分别提交了长

达 1.2万字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家建议书》。

其间，曾有世卫组织代表好奇地提问：“中国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医护人员请战到疫情最严重

的地方去？”

徐芙蓉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是一名医护

工作者，这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我是一名有信

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家遇到困难和危险的

时刻，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不计报

酬，不论生死。”

温暖关怀，与患者携手
战胜病魔

“每一位重症患者的成功治愈，都不是医护

人员仅凭专业技术就能完成的事情。它是一场

‘双向奔赴’，需要患者与医护人员共同努力。我

们要给予患者温暖的关怀和鼓励。”徐芙蓉说。

没进过 ICU的人，或许无法感受到死亡濒临

时的恐惧、孤独与无助。在ICU里生活了95天，最

终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患者小汤，对这些情绪深有体

会。不过，他还多了一种体会，叫徐芙蓉式“温暖”。

去年 2月，小汤因重症急性胰腺炎住进了徐

芙蓉所在的科室。严重的病情，让他几度想要放

弃治疗。

为唤起他求生的希望，徐芙蓉想到了一个办

法，她带着护士们一起为他写ICU日记，读日记。

“今天你的精神不错”“希望你明天表现得更棒”

“你是我们见过最配合、最安静的患者，希望你可以

坚持下去”……日记里，护士们给小汤加油打气。

不知不觉，在 95天的治疗里，护士们写下了

1.1 万字的日记，帮助小汤大大提振了信心。强

烈的求生欲促使小汤战胜了病魔。

截至目前，徐芙蓉和她的团队已经为 19 名

患者写下“ICU日记”。

“未来，我还会像南丁格尔说的那样，对这份

职业‘忠贞职守’。我希望我是一束光，一束能照

亮并且温暖每一位患者的光。”徐芙蓉说。

徐芙蓉：温暖危重症患者的一束“光”

10月 8日上午，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

还在建设中的产业园里机声隆隆、车水马龙，一

座座钢架厂房拔地而起、排列有序，即将在乡村

振兴的战场上大显身手。

多年来，党的二十大代表、辉县市张村乡裴

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裴春亮，在“乡亲不

富誓不休”的征途上从未敢歇歇脚、喘口气儿。

为群众办实事，小山村
一天一个样

“事儿上见！”是裴春亮的口头禅。他深知老

百姓的苦，为群众办实事，一件接着一件干。

地处河南太行山区丘陵地带的裴寨村，土薄

石厚、干旱少雨，曾是省级贫困村。全村 153户、

595口人，661亩耕地，粮食亩产不足千斤，人均收

入不足千元。村民住土坯房、喝地窖水、走泥土路。

2005 年，裴寨村换届选举，乡亲们把希望寄

托在率先脱贫的农民企业家裴春亮身上。面对

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村委会主任裴春亮暗下决

心：“绝不能让乡亲们的信任打水漂。”于是，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先从改善居住条件做起！裴春亮自掏腰包

3000 万元，无偿为全村村民修马路、建新居，让

乡亲们住进了功能齐全、整洁美观的裴寨新村。

紧接着，挖水井、修水库、扩建商业街，发展高效

农业，创办股份制企业——一套“组合拳”下来，

裴寨村旧貌换新颜，彻底变了样。

搞活乡村经济，村民钱
袋子慢慢鼓起来

裴春亮坦言，以前家里穷，自己是吃百家饭

长大的，现在反哺乡亲们天经地义。2009 年他

光荣入党后，又挑起裴寨村党支部书记的担

子，心中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使命感愈加

坚定。

经过多方考察，裴春亮提出“大产业与小产

业结合，传统优势产业与特色骨干产业结合”的

发展思路。他带领村里扩建了 25 米宽的商业

街，建起 1000 多间门店，让公交车通到了家门

口。没有土地指标，就填荒沟造地；村集体没钱，

裴春亮垫资建厂房，免费租给企业，打造可供

2000 人就业的服装产业园，让群众“挣钱顾家”

两不误。

太行山区一带盛产红薯，但看着乡亲们种

的红薯烂在窖里、纯手工红薯粉条卖不出去，

裴春亮十分揪心。2016 年冬季，他多方奔走，

筹办了“中国太行首届红薯粉条文化节”，从

“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到注册“裴寨村”特产

商标，再到跨境电商，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

的目标。去年，裴寨村仅红薯酸辣粉一项的销

售额就达 5 亿元，带动近万人就业。如今，裴寨

村 人 均 年 收 入 由 2005 年 的 不 足 千 元 增 长 到

2021 年的 2 万多元。

依托当地红薯资源优势，裴春亮在“一村一

品”上下功夫，整合全乡土地资源，规划建设

2000 亩的薯品产业园，实现红薯从育苗、种植、

采收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一条龙”，打造全

产业链。他还把绿色生态纳入村级发展规划。8

月 19日刚刚并网发电的整村屋顶光伏项目每年

可发绿电 350 多万度，村民户均年收益 1200 元，

太阳能照亮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建设精神文明，让乡亲
们“活”出精气神儿

过上了好日子，裴春亮还要让乡亲们“活”出

精气神儿。他坚持“情德法”融合治村，建设“习

书堂”“家风馆”“初心馆”“初心广场”，探索出十

条基本做法，让群众“小事不出村，急事不过

夜”。十多年来，全村没有一个调解户，没有一个

上访户，被确立为“河南省第二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示范点”。

“没有健康，哪来小康。”裴春亮在村里设置

了 18 块健康提示牌，“少吃油和盐”“吃米带糠、

吃菜带帮”……他联系河南省职工医院签订《裴

寨村家庭保健协议》，让村民不出家门就能寻医

问药，享受全方位的健康服务。为满足村民“风

刮不到、雨淋不到”的健身需求，他又规划新建了

全封闭、多功能的“裴寨村体育馆”，还为村里的

广场舞爱好者统一购置服装和音响设备，乡亲们

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更高了。

今年以来，裴寨村与中原银行合作，签订

《信用村》协议，由村委会担保向裴寨村村民提

供 600 万元额度的免抵押低息贷款，每户村民

最高可办理 10 万元助农贷款，“便民服务圈”不

断扩大。

发展离不开党组织的带动。裴春亮把党小

组建立在产业上，40 名党员按照农工商分为三

个党小组，高效农业带头干，项目建设带头上。

2021 年，裴寨村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

裴春亮：乡村振兴路上的“领头羊”

探寻中华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文化故事，非

创新不可为。三十载牢记初心、担当使命，党

的二十大代表、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创新有为，让古老文物

更加鲜活生动，吸引更多群众关注考古、爱上

博物馆。

他带领团队建设湖北首个考古方舱，组建科

技考古实验室、搭建智慧博物馆、统筹数字文化

展览；他既是历史文物的“解码者”，也是文化遗

产的“代言人”。

把博物馆“搬”进网络云端

博物馆承载过去，连接未来。湖北省博物馆

作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八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

之一，馆藏文物 26万余件，是弘扬荆楚文化的阵

地和展示荆楚文明的窗口。一直以来，方勤给自

己的定位是：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做好长江中游文

明的“探寻者、守护者、传承者”。

2020 年 3 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

千万人居家。湖北省博物馆尝试组织了第一次

云上观馆活动，累计观看量高达 3000 万人次。

如今，“云游”湖北省博物馆成为观众全天候、沉

浸式观展的首选。

“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到博物馆

看展已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社会风尚。”方勤常常

思考，如何让更多年轻人常来逛博物馆。为此，

湖北省博物馆在陈列布展中加入 AR、VR 技术，

增加展览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数字化转型

之余，方勤还提出，布展、开展活动等都要考虑年

轻人的兴趣所在，打造集观赏学习、休闲于一体

的文化场所。

伴随湖北考古与博物馆频频“出圈”，方勤数

次以国宝守护人和考古代言人身份亮相多档节

目，掀起一股不小的“文博热”，他也因此被称作

“网红馆长”。方勤认为，对于博物馆而言，数字

化建设绝不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或手段，它带来

的是全新的社会形态，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平

台，是业务协同、文物展示的创新平台，是文物保

护、价值挖掘的决策支撑平台，是内容资源的集

成和共享平台。

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荆楚先民的饮食，湖

北省博物馆“礼乐学堂”推出线上情景剧，带大家

学做荆楚风味美食；“珍宝大拜年”线上活动，推

出馆藏文物系列表情包，成为人们拜年问候的新

时尚；“打 call 镇馆之宝”特别活动，为公众讲述

博物馆年度新晋十大“镇馆之宝”的文化故事。

将实验室建在考古现场

9月 28日，湖北学堂梁子遗址发现第三具完

整“郧县人”头骨化石，该化石被命名为“郧县人”

3 号头骨化石。这是迄今发现的欧亚内陆同时

代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也是我国乃至国际

学术界的一项重大考古新发现。

方勤介绍，为开展更深入、精细的考古发掘

与多学科研究，考古队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新

一轮考古发掘现场建立了包括核心舱、实验室、

多功能中心和预留发掘区在内的 1000余平方米

温湿可控考古方舱，同步进行八大学科 33 个方

向的研究，让所解读的信息更多、更准、更科学。

“科技已成为考古的左膀右臂。”方勤说，新时代

的考古，科技应用必不可少。考古早已是多学科

合作的典范。

“在考古中，新科技、新技术就像给我们插上

了翅膀、增添了眼睛。”他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

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现场，方勤作为项目主持人

带领团队建立湖北省首个考古方舱，搭建 500平

方米科技考古实验室，将更多现代科技手段运用

于古老遗迹。“我们发现了宫殿性的建筑遗迹，还

有水稻、粟、麦等植物残留，说明 5000 年前中华

民族在长江流域就有高度辉煌、高度发达的文

明。”方勤说，这些新收获，都得益于新技术手段

的应用。

近年来，在方勤的带领下，湖北省博物馆、湖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展览展示、传承弘扬、考

古发掘研究等方面硕果累累。从新石器时代的

石家河遗址到先秦时期的曾国遗存，湖北 9个项

目先后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六大

考古新发现”。

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方勤

表示，他将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

传播者，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方勤：用创新语言讲好文化遗产故事

方勤在湖北省博物馆新馆曾侯乙展厅组织移动安装曾侯乙编钟方勤在湖北省博物馆新馆曾侯乙展厅组织移动安装曾侯乙编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徐芙蓉在位于长沙市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内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裴春亮（右）
在了解产业园的建设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张连钢（右三）在青岛港带领技术团队进行新课题研究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