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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K
◎通讯员 金万宝 本报记者 杨 仑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用心做、用心

做的事情不出错，这就是

我所理解的工匠精神。

王丽萍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质量保证部转向架质控
室探伤质检组组长、高级技师

◎过国忠 实习生 柳 鑫

每年试验地都不固

定，从租地、播种到收获，

所 有 环 节 都 得 自 己 动

手。在育种人心里，没有

冬天。

李爱宏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所长

5 月 5 日，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以下简称南繁基

地）连片的水稻田里，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里下河所）水稻育种团队部分成员戴着草帽、穿着

长筒雨靴，收割早熟的水稻。

里 下 河 所 研 究 员 、所 长 李 爱 宏 是 这 支 队 伍 的“ 主

心骨”。

“我们在这里建有 60亩的育种基地，种植常规粳稻、杂

交籼稻育种材料各 3 万多份。40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

需求为导向，先后成功选育出一批高产高抗水稻品系，在

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提供了种源支撑。”李爱宏说。

再苦再难也不曾放弃

“只有种子质量过关了，生产的水稻才安全；只有种子

质量好了，才能种出优质高产的水稻，让农业增产、增收。”

这是李爱宏常挂在嘴边的话。

为了践行这句话，他和团队成员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

力。

海南岛地处热带，气候温暖潮湿，气温常年在 22 摄氏

度以上，雨量充沛，日照时间较长。这里提供了适宜水稻

生长的自然条件，也是开展良种繁育的理想之地。我国最

大的国家级育种基地——南繁基地就位于这里。

“里下河所是国内较早参与建立南繁基地的地方农业

科研单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所里先后四代农业

科研人员来到海南岛开展育种相关工作。”里下河所水稻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肖宁介绍道。

“最早我们到海南时，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水没

电，租住在农民家里，一去就是大半年，春节也回不了家。”

李爱宏回忆道。

今年 60 岁的刘广青，是一位全国农业技术能手。他

18 岁高中毕业后，进入农校进修一年后，便来到里下河所

育种基地工作，迄今已有 40多个年头。

“育种难，育种苦。”回忆起初到海南的日子，刘广青感

慨道，“每年 11 月到 12 月是播种的季节，我们 10 月就要提

前准备出发。从江苏扬州到海南三亚，需先坐火车到广东

湛江、再坐船到海口，仅路上就要花十天甚至半个多月的

时间。那时，整个团队 10多人，每人要自带菜油和粮票，一

群人 10斤油要吃半年，炒菜只能滴几滴。”

在刘广青的记忆里，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海

南岛，尽管水文资源丰富，但由于水利设施不完备，不

能直接引水灌溉。每次播种后，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缺水。

为了不与当地村民“抢水”，里下河所科研人员就采用

土办法，预先在基地挖坑积雨水，再开条小沟，把水一桶桶

倒入沟中。有的田块远，就只能一桶桶拎到田里，保证稻

田灌溉。

每年 4月是里下河所水稻育种团队最忙碌的时候。此

时，岛上天气开始变热，为了及时收割成熟的稻种，他们每

天天一亮就下田，按照不同材料收割、装袋、称重、标记、选

种……常常连午饭也顾不上吃。

“里下河所四代人坚守，再苦再难也不曾放弃，只为选

育出良种。”李爱宏介绍，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里下

河所接连选育出“扬稻”系列新品，满足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水稻生产的种源需求。

育种人心里没有冬天

经过 10多年不懈努力，里下河所的水稻科研人员取得

了累累硕果：育成的杂交稻“扬稻 6 号（93-11）”成为全球

用于基因组测序的首个籼稻品种；培育的“扬两优 6 号”集

丰、抗、优于一体。

“‘扬稻 6号’是我国当时种植面积最大、种植范围最广

的杂交稻恢复系之一，被列为长江流域水稻优势产业带主

导品种，相关成果先后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肖宁介绍道，截至 2016 年，以“扬稻 6

号”作恢复系育成的两系杂交组合水稻品种累计种植面积

达 2.1亿亩，推动了我国两系杂交稻的发展。

但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与时俱进，根据需

求不断优化水稻种子。

“近 10年来，气候变化、土壤退化、农业污染、水资源不

足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粮食生产，也给我们育种人提出了

新要求。”李爱宏说。

如何解决耐高温性差、稻瘟病抗性弱等粮食产业痛点

问题，成为里下河所重要的科研任务。近年来，里下河所

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选型配组、试种等

艰难复杂的试验。

“对于育种人来说，外来资源不敢轻易拿来做亲本，

我们更多是选择自己熟悉的材料，最起码选经过两三年

观察总结的材料。而选育出一个新品，往往需要动辄两

三百个组合，甚至大几百、上千个组合。”里下河所相关科

研人员说。

如今的南繁基地，已今非昔比，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

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过，育种人依旧逃不开的是

“辛苦”二字。

“在外人眼中，水稻育种很神秘，冬天能去海南，听上

去似乎很不错。实际上，这真是个苦差事。”李爱宏说，春

季水稻育种，绕不开的就是南繁加代。在冬天没法种植的

时节，到海南等温暖的地方对育种材料进行繁殖加代，从

而加速育种进程，提高选育效率。

每年秋季，刚刚忙完收获季的育种“候鸟”们，背着简

单的行李、带上数箱育种材料，开启为期 4个月左右的南繁

加代育种。

“每年试验地都不固定，从租地、播种到收获，所有环

节都得自己动手。在育种人心里，没有冬天。”李爱宏说。

加速选育优质新品种

一路汗水，一路收获。

近年来，里下河所以“扬稻 6号”作为核心种质，分别培

育了抗病耐高温优质不育系“扬籼 9A”“缘 88S”，开创了我

国杂交籼稻配组新模式。

肖宁介绍，“扬籼 9A”“缘 88S”是以全国两系杂交稻推

广面积最大的恢复系“扬稻 6 号”为核心亲本选育而成的，

其配组模式更灵活。

“我们利用三代基因组测序技术构建了以‘缘 88S’‘扬

籼 9A’为核心的高精度泛基因组图谱，克隆、聚合了耐热和

稻瘟病抗性主效基因，为水稻耐热和抗稻瘟病分子设计育

种提供了基因资源和技术支撑。”李爱宏说。

李爱宏介绍，“缘 88S”“扬籼 9A”配合力强，配制的组

合杂种优势突出，解决了杂交中籼稻耐高温性差、稻瘟病

抗性弱的产业痛点问题，具有重大推广价值和创新意义。

目前，里下河所利用“缘 88S”“扬籼 9A”已成功选育系

列杂交稻新组合 25 个，其中已通过国审品种 5 个、省级审

定 4个，参加国家级、省级生产试验的组合 16个。

值得一提的是，里下河所科研人员利用“扬籼 9A”“缘

88S”配组的代表性品种“扬籼优 912”“扬 9 优 8612”“缘两

优 968”等，已被多家种业巨头企业列为重点推广品种，有

望成为长江中下游杂交籼稻主栽品种。

除此之外，里下河所围绕江苏省主推品种稻瘟病抗性

弱的问题，培育出了江苏首个抗病软米品种“金香玉 1号”，

解决了软米品种稻瘟病抗性普遍偏弱的问题，该品种 2022

年推广面积已超过 100万亩。

“下一步，我们将面向消费市场对优质稻米的需求，利

用耐热和优质种质资源，结合南繁基地得天独厚的优越条

件，加快相关品种的培育速度，选育出耐高温性更好、品质

更优的水稻新品种。”李爱宏表示。

40年南北迁徙，育种人无问西东
——记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水稻育种团队

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水稻育种团队在国家南繁科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水稻育种团队在国家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示范田查看水稻生长情况研育种基地示范田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柳鑫柳鑫摄摄

◎新华社记者

“和人一样，轨道客车的部件也需要

‘体检’，有人形容我们的工作就是给高铁

拍 X 光。”5 月 5 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客）质量保证部

转向架质控室探伤质检组组长、高级技师

王丽萍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利用磁粉、超声波、X 射线等，在不破

坏工件表面及内部结构的基础上，对高铁

的核心部件进行质量评价，这就是王丽萍

从事的无损检测工作。

23 年来，她参与了“和谐号”“复兴号”

等中国铁路客运大部分主力车型转向架部

件的无损检测任务，以零错探、零漏探为中

国高铁保驾护航。

4 月 27 日，王丽萍被授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执着追求，磨炼技艺

超声波探伤是无损检测的常用技术之

一，超声波束自零件表面通至内部，遇到缺

陷或底面时发生反射，形成脉冲波形。由

于缺陷的出现位置是随机的，因此回波也

没有一定之规，王丽萍要在千变万化的波

形中发现异常。

不仅要发现问题，还要找准位置。“检

测时，我们要在脑海中构建出零件内部的

三维结构，然后精确地计算位置。”她说。

从调试设备参数到观察波形，再到计

算，每个环节王丽萍都精益求精。

时间回溯至 23 年前，刚进厂时，王丽

萍是一名车床操作工；连续三年，经她加工

的部件返工率为零。这让企业发现了她具

有成为无损检测员的潜质。

“刚从事无损检测工作时，看到老师傅

手持马蹄形磁粉探伤仪在部件上操作，我

想这也太简单了。”可当王丽萍拿起仪器开

始操作时，探伤仪器立刻就被部件吸住了，

她怎么也拿不起来。

“看花容易绣花难，老师傅的这句话我

一直记在心里。”她说。

此后，王丽萍开始“闭关修炼”。十几

斤重的马蹄形探头，她一端就是几个小时，

焊缝检测动作每天要练上百次，此外有时

间她就自学超声、X 射线、数字编程等知

识。

经过一番苦练，王丽萍熟练地掌握了

多种无损检测方法，并在国家级技能大赛

中获得第一名。

从业 23 年，王丽萍不断钻研无损检测

技术，先后发表科技论文 23篇、编撰专著 2

部、获得专利 8 项、完成创新成果 11 项，从

一名普通检测员成为行业内知名的高铁转

向架无损检测技能专家。

攻坚克难，勇于创新

进入 21 世纪，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的速

度等级、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相关质量管

控也越来越严。

“能够精准地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

前提，质量检测水平的持续提升，将助推中

国高铁制造技术的升级。”王丽萍说。

作为无损检测领域的资深专家，王丽

萍先后带领团队完成技术攻关 50 余项，参

与了中国铁路 6 次大提速主力客车车型的

检测工作，在“和谐号”“复兴号”等中国高

铁的质量检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

主持的“转向架横梁组成焊接质量攻关”

“转向架关键焊缝涡流和超声波检测方法

研究”等项目为轨道客车转向架自动化、智

能化焊接与无损检测技术的升级和应用作

出了重要贡献。

激光电弧复合焊技术是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2019 年，在参与项

目攻关的过程中，王丽萍带领探伤团队承

担焊缝的无损检测任务，通过采用多种检

测方法和反复试验，获取了焊缝浅表和内

部组织结构的详细探伤数据，为项目组的

技术开发和工艺设计提供了大量基础数据

和判定依据，最终帮助企业在激光复合单

面焊、双面成形焊接技术上实现突破，使这

项高效率、高质量的焊接技术首次在高铁

制造领域得到了应用。

传承技艺，不断求索

为了培养更多无损检测技能人才，同

时与研发、工艺部门开展协同创新，中车长

客为王丽萍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

作为该工作室的带头人，王丽萍将自

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作室

成员，平均每年开展 200多课时的培训。

2020 年，王丽萍与团队成员共同在中

国创新方法大赛中申报 3 项成果，其中一

项成果晋级国家级大赛。

如今，王丽萍的学生已有百余名，探伤

组里还来了几位“95后”。“肯吃苦、学得快、

脑子活，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不但能把技艺

传承好、掌握好，而且将来一定会比我做得

更好。”王丽萍说。

今年 3 月 31 日，由中车长客自主研制

的高温超导电动悬浮全要素试验系统完成

首次悬浮运行。为了保证超导材料的稳定

性，其核心部件高温超导磁体的主体结构

必须严格密封且能够承受极低的温度。

为此，王丽萍攻关团队与研发团队密

切配合，针对不同部件的材料和结构，采取

了全新的检测方法，确保高温超导磁体的

密封结构完全符合要求，助力我国在高温

超导电动悬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

做、用心做的事情不出错，这就是我所理解

的工匠精神。”王丽萍说。

高铁“医生”王丽萍：给列车部件拍X光

“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

发进取的精神风貌。”“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一年多前，在 2022 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向航天战线全体青

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并向他们提出殷切期望。

新征程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指引下，广大航天青年

“挑大梁、担重任”，把满腔热忱与激情转化为前进动能，在浩瀚宇

宙书写无悔青春。

辉煌成就

运载火箭是人类进入太空的“天梯”，也是迈向浩瀚宇宙的第

一步。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强，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来自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的朱海洋，是“筑

梦”空间站建造系列发射任务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也是承担我国多

个重要运载火箭型号研制生产任务的“尖兵”。

朱海洋和队员们深知，每一次发射都是举世瞩目的考验，意义

重大，不容有失。为此，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筑

梦”空间站建造系列发射任务青年突击队。

2022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

时，恰逢空间站建造决战决胜之年首战。朱海洋说，“筑梦”青年突

击队全体队员在文昌发射场共同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

现场谈感悟并撰写决心书，立下夺取胜利的青春誓言。

“在总书记回信 8 天后，我们攻坚克难，全力保障了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空间站全面建造阶段首战告捷，航天

青年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以优异成绩践行航天报国

铮铮誓言。”朱海洋说。

长征二号 F、长征五号、长征七号这三款运载火箭，是我国空

间站建造任务的三大主力运载火箭，分别承担着运送神舟载人飞

船，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天舟货运飞

船的关键任务。

作为我国现役规模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堪称我们迈向航天强国的“入场券”，其设计难度之大、研

制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工作中，31 岁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姿态系统主任设计师

黄聪和同事始终牢记总书记回信中“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

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的重要嘱托，积极关注国内外技术发

展动态，探索与研究智能控制技术，拓展专业领域，培育新思路，助

推新技术，致力打造创新方案的“育种基地”。

“通过自主研发与攻关，在空间站任务中我们先后完成了应急

轨道规划及系统重构控制、大推力直接入轨高精度姿态控制等一

系列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与飞行验证，提升了空间站任务控制系

统与运载火箭的可靠性。”黄聪说。

守正创新

在空间站建造任务中，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

现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29厂焊接成形

制造中心的郑兴，工作中主要负责天舟货运飞船、空间站核心舱、

实验舱以及嫦娥五号返回器等多个重大型号大型密封舱体的金属

结构焊接工作。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在航天强国征程上，需要每一位航天人奋

力前行。

载人航天器密封舱体的焊接，是给航天员建造“太空家园”的

重要一步，不允许出现任何缺陷。工作中，郑兴和同事秉承老一辈

航天人从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开始就传承下来的精神，始终把“一

次做对，一次做好”作为目标。

“在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老一辈航天人硬是用一种不服输

的干劲和精湛的技艺确保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按时出厂。如今，

我们的条件更好，设备更先进，更应继续奋斗，用手中的焊枪高质

量、高效率完成好每一件型号产品的研制任务，为航天员建造安全

可靠的‘太空家园’。”郑兴说。

2011年，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完成首次自动交会对接，用

时约 44小时；2017年，天舟一号成功开展与天宫二号的 6.5小时快

速交会对接在轨试验；2022年 11月，在空间站建造任务中，天舟五

号实现了 2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创造新纪录。

刷新纪录的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不断突破自我的创新和实践。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02所货运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

副主任设计师郭朝礼 2014 年参加工作，9 年间一直奋斗在空间站

建造岗位上。

从工作之初对飞船设计陌生，到参与攻关交会对接技术……亲

历了空间站的建造过程，郭朝礼说：“我感到十分幸运，能参与到空间

站建造中，每天都是怀着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去完成研制试验任务，

能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热爱的事业之中，感到无比幸福。”

“对宇宙来说，人太渺小了。但每一个渺小的个体集中起来，

就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我有幸成为大群体中的一个，感到很

满足。”如今已 9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

师戚发轫亲历了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

勇于突破

立下报国志，追寻航天梦。筑梦新征程，一大批年轻的航天战

略储备人才走上航天重大型号工程的舞台。

伴随探月工程同步成长的孙泽洲，34岁就被任命为嫦娥一号卫

星副总设计师，38岁被任命为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探月

三期工程正式立项时，34岁的张高被任命为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指

挥。同期，4名不到40岁的拔尖青年人才也走上了嫦娥五号探测器

副总设计师的岗位。在载人航天领域，39岁的王翔被任命为空间实

验室系统和空间站系统总指挥，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型号领军人才。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在轨建造以来情况最复

杂、技术难度最高、航天员乘组工作量最大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

首次实现两艘载人飞船同时在轨、两组航天员在轨轮换，为空间站

后续建造和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实现新突破。

“作为载人航天的亲历者，我将个人梦想融入祖国记忆。”今年

航天日之际，曾乘坐神舟十一号和神舟十四号两上太空、我国首位

在轨时间超过 200 天的航天员陈冬动情地说，期待更多对航天事

业怀有热爱的人员加入航天队伍，共同拥抱更广阔的深邃太空。

（记者胡浩 胡喆 宋晨 吴慧珺 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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