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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江民 赵跃泽

搞科学研究就像跑 4×100 米接力，要一代一代的研

究者接续完成。任何人都不能“掉棒”，而且一定要安稳

“交棒”。

李献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用好第一资源

◎新华社记者 唐 弢

创新团队

◎实习记者 都 芃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奋进者

◎通讯员 殷丽娅 本报记者 杨 仑

前不久，在中国沈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今年首场招聘会热

闹开场。

7000 余名求职者穿梭其间，走企问岗，面对面咨询，现场“带

岗”直播同步进行，数万人线上选岗，寻觅春天里的新机遇。

40 岁的关复友是辽宁抚顺人，从事焊接工作近 20 年。一大

早，关复友乘坐公共交通，从抚顺市赶来寻找心仪岗位。“这里焊接

类岗位多，薪资高，我想着今年出来闯闯，多赚点。”关复友说。

与求职者同样忙碌的，是穿梭在人群中的“带岗”主播。“没有

夜班，地点就在沈阳铁西。”“这家企业岗位链接在 12 号。”……面

对镜头，来自金谷人才市场的主播开开边走边推荐。直播间一头

牵着招聘企业，一头连着应聘人员，当天共吸引了 3.2万人次进入，

在线观看、“下单”投递岗位。

“今年招聘会比往年早一个星期。”招聘会负责人赵晓峰说，今

年的招聘会开得早，形式多，应对的既是春节过后的求职高峰，也

是企业旺盛的用工需求。

在沈阳鼓风机集团的招聘展位前，求职面试的大学生络绎不

绝。集团 HR 苏瑛说，去年沈鼓集团产能创历史新高，加大了对产

品研发设计、工程师等岗位的招聘力度，提高了薪资标准，用“真金

白银”吸引人才。

与沈鼓集团一样，技术型人才是招聘会各家企业的重点。沈

阳富虹植物油有限公司是一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去年企业扩建

了 11 万平方米的厂房，更新了一批先进设备，今年招聘岗位超过

一半是技术型岗。“别看我们是流水线生产，预处理工程师、化验师

等技术型人才样样不能少。”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英说。

22 岁的唐子健是沈阳市一所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招聘会上，

他向几家机械加工类国企投递了简历。“这些企业和我的专业相

关，虽然要先从学徒工做起，但工作稳定，发展前景好，工资水平也

不低。”唐子健说。

据介绍，这场招聘会共吸引 108 家企业参展，涵盖制造业、电

子信息等 20 余个行业领域，吸引 7000 余名求职者到场，现场达成

就业意向 2600余人。

沈阳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负责人马晓明说，除了举办招聘会，

产业园还走出去，与沈阳周边城市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广纳企业与

人才；把直播间“搬进”各大企业，通过主播体验式“带岗”，充分解

读岗位需求，实现求职与招聘的“双向奔赴”。

“项目多，用工旺，我们就业服务也得跟上，让大家好就业、就

好业。”马晓明说。 （据新华社）

花式招工 搭桥拓路

辽宁沈阳创新就业服务

走进浙江金元亚麻有限公司前纺车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

生产场景。55 岁的纺织女工童相珍正站在联梳机前，熟练地将一

团团乱麻翻松，并有序地放入身后的机器里。这些杂乱的亚麻经

过联梳机的处理，最终形成了一条条整齐的麻条。

对外，扩大销售，订单满满；对内，马力全开，保证产能。金元

亚麻有限公司生产的亚麻纱产品畅销全球近 30个国家和地区，国

际市场占有率达 10%。“这段时间也是童相珍最忙的时候，开年以

来，我们订单排得很满，机器一开就停不下来。”金元亚麻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超说。

童相珍的工作是前纺车间的联梳岗，用行业话叫作“喂麻”，是

纺织麻线的第一道工序，她要将乱麻去除杂质放进机器，再通过机

器把原来十几厘米的短纤维拼接成强度较高的粗麻条。

“看起来只是把乱麻捡起放入机器，可只有实际上手才知道难

易。”童相珍所在的车间班组长周惠平告诉记者，机台旁边有米数

计数，一般一个普通工人一天能纺出 2万米左右麻线，童相珍最多

能纺 2.8万米左右。

2007 年夏天，童相珍在老乡的介绍下，从广东来到浙江海盐，

成为金元亚麻的一名纺织工人，那年她已经 40岁了。第一次看到

一排排的机器时，童相珍的心中既紧张又好奇，有些没底气。

“以前没有接触过机器，怕自己学不会。”第一次上手学习机器

操作，童相珍连怎么爬上机器都不知道。但心中那股不服输的劲

让她暗下决心，“我早点学会就能早点赚钱，那时我每天早上提前

1个小时到，晚上下班再多留 1小时，跟着师傅用心学。”最终，别人

一个月才能学会的操作，童相珍用了 18天就掌握了。

为了尽快了解生产工艺中的注意事项，童相珍趁着下工时间，

把纺纱线上的前后几道工序学了个遍，并提出转岗联梳工序的申

请，作为前纺车间的首道工序，联梳的快慢和质量直接影响整个生

产环节的效率。“我当时想着自己干活麻利，反应也快，到联梳岗能

加快整个班组的生产进度。”童相珍说。

在联梳岗，童相珍慢慢练就了“听音辨器”的绝活。“我们如果梳理

麻线的时候没有把杂质挑出来，或者‘喂麻’过多和过少，都很容易导

致麻线的断裂，甚至会将麻线卡在机器内导致设备故障。”童相珍说。

如今，每次上工，童相珍都会随身带一把自制的小螺丝刀，“现

在我听一听基本就能判断机器有什么故障，熟能生巧嘛。如果是

小问题，我自己顺带手就修了，不用再等维修部过来修，以免影响

一天的生产效率。”童相珍说。

个头娇小的她对自己要求高，也是众多学徒眼中的“严师”。

在童相珍看来，打工者都应该有一技之长，自己乐于将十几年的经

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每一位新手。“‘喂麻’就要沉下心去练，当你放

进去的每一团麻大小重量都差不多时，就出师了。”童相珍说。

正是因为这种认真负责、积极进取的敬业态度，童相珍不仅将

机台产量做到最高，获得了公司操作运动会“操作能手”五连冠的

荣誉，还在 2021年获评为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如果你喜欢干

一件事，就一直干到底。”就这样，童相珍在纺织机前一站就是 15

年，在理顺“乱麻”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童相珍：

理顺“乱麻”的能手

高技能人才

吉林省西部地区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

地集中分布区之一，这里的盐碱地因盐分

重、碱化度高，农作物难以正常生长。

“满眼一片白茫茫，寸草不生碱圪梁，

年年辛苦都瞎忙，大片土地尽撂荒。”这个

顺口溜，是几年前吉林省西部盐碱地的真

实写照。

不过，去年 10 月，在吉林省长岭县的

一块试验田里，负责测产的工作人员大声

报出了改良后盐碱地的大豆亩产：211.08

公斤。

曾几何时，这些泛着白花、寸草难生的

盐碱地无人问津；而今，在科学技术的加持

下，它们成了实现粮食增产的“好帮手”。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黄迎新是改造不毛之地的科研工作者

之一。

2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年度人

物和年度团队名单，黄迎新荣获“年度先锋

人物”称号。

坚守在条件艰苦的生态研究站

2009 年 ，黄 迎 新 从 中 国 科 学 院 寒 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

而后他选择回到家乡，进入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工作，参与

长岭草地农牧业生态研究站（以下简称

长岭站）的筹建工作，开展盐碱化土地的

治理研究工作。

长岭站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春天

风 沙 肆 虐 、夏 秋 蚊 虫 袭 扰 、冬 天 寒 冷 刺

骨。这里没有网络，要与亲人通话，黄迎

新要跑到长岭站后高高的沙丘上。这里

也没有食堂，经常 3 碗泡面就是一日三

餐。黄迎新在野外一待就是数月，带领

团 队 成 员 曾 创 下 6 个 月 内 驻 站 工 作 130

余天的纪录。

无数个夏夜酷暑，在实验站闷热潮湿

的库房中，黄迎新和团队成员都在废寝忘

食地忙碌着。为了赶实验进度，他们经常

彻夜工作，困了就靠在椅子上小憩一会儿，

被蚊虫叮醒了就接着干。

“我们通过连续实验证明，只要科学

覆沙，覆到一定厚度土地不会‘返碱’，同

时要尽量避免频繁扰动土壤。”黄迎新对

记者说。

把创新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

黑土地被誉为我国“耕地中的大熊

猫”，东北黑土地则被誉为我国粮食安全的

“压舱石”。把黑土地用好、养好，事关国家

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

为了筑稳“压舱石”，2021 年 3 月，中国

科学院启动“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中国科

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在吉林省

大安市红岗子乡万发村建立盐碱地水田高

效治理万亩示范区（以下简称大安示范

区），该所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示范区青

年突击队，开展黑土地保护技术研究，黄迎

新任队长。

针对东北地区西部农田、草地和湿地存

在的盐碱化问题，黄迎新团队提出了低成

本、高效率、可复制、易推广的盐碱地高效治

理与综合利用办法，主要包括集成已熟化的

施肥、灌排洗盐、育苗等配套技术，优化构建

苏打盐碱地水田“良田+良种+良法”三位一

体技术模式；同时，结合耕层培肥、耕层淡化

技术，优化盐碱旱田高效生产技术。

“盐碱地治理，难在技术研发，更难在

沟通。要让农户及企业接受新技术，让它

们得到推广落地，其实是最困难的。”黄迎

新表示。

为了充分调动农户和企业使用新技术

的积极性，黄迎新带领青年突击队成员精

简技术、优化流程，尽量让技术简单易学，

降低实施难度，同时大力提升改良效益。

在大安示范区兆丰家庭种植农场，黄迎

新带领青年突击队成员使用以稻治碱技术，

使得土壤pH值下降0.5个单位以上；在吉林

省白城市镇赉县，他们联合当地公司开展水

稻绿色栽培技术，不仅实现了节肥，还使水

稻单产达到10000公斤/公顷以上。

除此之外，近两年，在大安示范区，黄

迎新带领青年突击队成员共申请国内外

专利 57 项、发表论文 23 篇、获得软件著作

权 11 个、培育品种 10 个、制定地方标准 5

个、获批吉林省主推技术 3 项。

站在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未来，我将继

续带领年轻科研工作者传承老一辈的科学

家精神，扎根基层、不畏艰难、潜心研究、开

拓创新，冲在‘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第一线，

守好国家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为端牢中国

人的饭碗作出自己的贡献。”黄迎新表示。

黄迎新：以“沙”克“碱”改造不毛之地

月球火山活动持续到什么时候？

科学界曾普遍认为是 28 亿到 30 亿年

前。经过研究嫦娥五号月壤样品，科学家

将这一数字改写为 20亿年前。

1 月 16 日，第一届嫦娥五号月球样品

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围绕嫦娥五

号玄武岩所揭示的月球年轻火山成因之

谜，相关专家学者展开热烈讨论。

此前不久，为该成果发现作出重要贡献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献华的研究团队（李献

华、吴福元、杨进辉、李秋立、刘传周）获评

“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从收

到月壤样品到取得重要成果，在《自然》杂志

发表3篇文章，这支团队只用了百余天。

2021 年 7 月 12 日，李献华团队正式接

收嫦娥五号月壤样品。还没等样品在手里

“捂热”，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吴福元便立即

组织该团队召开项目启动会，并当场提出

两个今天看来仍十分苛刻的要求：7 天内

完成嫦娥五号玄武岩的同位素定年、岩石

锶钕氢同位素分析、水含量分析，再用 7 天

完成论文的写作和投稿。

“我们刚好用了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完

成了上述工作，并且在第 100 天的时候在

《自然》杂志上在线发表了 3 篇文章，这是

我国学术实力的体现。”李献华和团队为他

们跑出的月壤研究中国速度感到骄傲。

而支撑这一重磅结果的，仅仅是 3 克

月壤样品。

“2020 年 12 月嫦娥五号月壤样品返回

后，我申请获得了 3 克月壤。月壤平均粒

度约 50 微米，肉眼看上去比面粉还要细，

很多细颗粒都粘在容器壁上，我的直观感

受是一定要先确保样品保存完好。”李献华

回忆道，自己碰到月壤样品那一刻，心跳都

加速了。

3克样品，粒粒都是珍宝。要在 3克样

品中挑选出可被用于分析研究的玄武岩颗

粒，考验着李献华团队的技术功底。

挑选工作要在显微镜下进行，手部任

何一点多余的抖动，都会导致颗粒无法被

有效挑选，后续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李献

华团队的技术员马红霞正是从事这项工作

15年的行家里手。“这样的技术员是所里的

‘宝贝’，国内外很多科研机构遇到分离样

品的难题时，都要找到所里来借鉴经验甚

至借人。”吴福元说。

挑选工作开始的那天，马红霞带着自

己打磨的一粗一细两把镊子，平静地走进

了盛放样品的超净实验室。“颗粒更小，质

地也更疏松。”刚上手，马红霞就表达了她

的看法。

胸有成竹的马红霞凝神静气，双手稳

稳地在细如面粉的样品中操作着，没有任

何多余的动作。一颗颗玄武岩颗粒被她规

律地排放起来，并浇筑成标准的树脂靶，然

后中间剖开，制备成平面，为后续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精心挑选出的月壤颗粒没有辜负研究

团队。在拿到月壤样品后的第 53 个小时，

实验室内的分析仪器给出了第一个数据，

20亿年！一举将月球火山活动的结束时间

推迟了约 8亿年。

当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离子探针实验室主任、研究员李

秋 立 的 第 一 反 应 是 ，“ 不 敢 相 信 这 是 真

的”。最终，经过研究团队反复论证，前

后进行约两百次分析，确认了这一震惊

科学界的结果。

仅凭3克样品便改写历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这一震

惊世界的成果背后，是李献华团队十年磨

一剑的准备。

探究月壤的年龄，需要用离子探针将

氧离子束照射到矿物上，测量其中的铅同

位素组成并计算其年龄，含锆矿物是重要

的搜寻目标。

“之所以要寻找含锆矿物，是因为这

种矿物在形成时富集铀、不含铅，因此离

子探针测得的铅基本上都是放射成因的，

可以获得可靠的同位素定年结果。”李献

华解释道。

要寻找含锆矿物，离子探针分析的空

间分辨率至关重要。

含锆矿物的宽度通常只有几微米，只

有离子探针的分析束斑足够小，才能准确

覆盖矿物，束斑如果过大，就会分析到覆盖

于矿物颗粒间或缝隙中可能遗留的其他元

素，尤其是可能照射到不属于月球样品的

铅，从而影响测年结果。

为了提升离子探针分析的空间分辨

率，李献华团队拿出了“铁杵磨针”的劲

头。该团队成员用 3 年时间将高精度离子

探针 U—Pb同位素体系定年的空间分辨率

从传统的 10微米提高到 5微米。但他们仍

不满足，后又用 10 年时间，将离子探针精

确定年的空间分辨率进一步提高到小于 3

微米，进而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从 5 微米降到 3 微米，看似只进步了

一点点，其实难度非常大。这 10 年，大家

是非常辛苦的。”李献华表示。

正是凭借着这股“铁杵磨针”的劲头，

在开展月壤研究之前，李献华团队已经硕

果累累。该团队最早确认华夏陆块存在太

古代地壳物质，将 Rodinia超大陆聚合时间

从 10 亿年修订至 9 亿年；精确测定了华南

新元古代冰期的起始年龄，为雪球地球理

论和地质年表成冰系时代的修订提供了关

键年代学证据。

除此之外，在正式对月壤展开研究前，

李献华团队还提前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热

身”。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

博物馆有一份标注为“阿波罗月尘”的样

品，已经存放了 50 年，但对于该样品的其

他信息所知甚少，甚至都无法确定其是否

“实战”前做好技术储备工作

“敬业、勤业、精业、乐业”是李献华及

其团队成员的共同信念，他们尤其重视“热

爱”对科研的推动作用。团队“大家长”李

献华也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年轻人强

调这一点。

在研究月壤前，李献华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地球上。不过，他一直对月球研究感

兴趣。

在报考研究生时，李献华选择的导师

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欧阳自远曾

利用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月壤样品，集结来

自全国的科研力量，发表了 14 篇论文。但

当年由于报考欧阳自远研究生的人太多，

李献华被调剂到了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

与月球研究擦肩而过。

好在兜兜转转近 40 年，李献华终于

“回归”到了月壤研究。

从欧阳自远打开中国人研究月壤的

大门，到李献华团队实现月壤研究重大

突破，月壤研究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了

下去。如今，“接力棒”传到了年轻一辈

的手中，李献华想要把更多的本领传给

他们。

“搞科学研究就像跑 4×100 米接力，

要一代一代的研究者接续完成。任何人都

不能‘掉棒’，而且一定要安稳‘交棒’。”李

献华表示，教书育人是一个把书本念“薄”

又念“厚”的过程，教学相长，自己也能在此

过程中不断温故知新。

对待团队和学生，李献华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李献华长期担任多个国内外杂志的主

编和编委，工作量极大，但对待学生的事情

他从不含糊，总是愿意花费很多时间和精

力来关注大家的工作进展和生活状态。学

生们的文章，尤其是第一篇论文，大到文章

立意把握，小到单词和标点符号的正确使

用，他都会特别细心地修改。李献华不管

多忙，学生发给他的论文，总能在第 2 天收

到修改稿。

用心传好科学研究“接力棒”

百日冲刺百日冲刺，，他们跑出月壤研究中国速度他们跑出月壤研究中国速度

为真的月壤样品。2021 年春节前，吴福元

将 169 毫克样本交给李献华，让团队先“练

练手”。

“我们花了两个星期把结果做出来，证

明这个月尘样品是阿波罗 11 号采集的样

品。这是我们在拿到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前

的一次‘实战演练’，既锻炼了队伍，又增强

了信心。”李献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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