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聪，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副所

长、深海载人装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总设计

师、7000 米级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主任

设计师、4500 米级载人潜水器“深海勇

士”号副总设计师，长期从事载人潜水

器设计理论和技术攻关，曾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

与技术创新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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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K

◎新华社记者 刘洪明

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K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7 月 25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赋予企业人才评价话

语权、打破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出台了《关于在企业试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

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

度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开展技能人才自主

评价的企业中试行。

《通知》要求，特级技师评聘试点应在以技能人员为主体

的规模以上企业中实施；首席技师评聘试点应在已开展特级

技师评聘工作的企业中实施；优先选择具有行业代表性，拥

有核心竞争力，能引领产业技术发展，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工

作基础扎实的龙头骨干企业，开展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

试点。

什么是“新八级工”？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要

求建立健全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的意见（试行）》，提出在现有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

级技师“五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基础上，向上增设特级技

师、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位），向下补设学徒工，形成“新八级

工”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

从“五级”到“八级”，不是简单地变“数”、增“量”，而是

职业技能等级体系的架构重组，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通道

拓宽。

用什么人才、如何评价人才，企业最有发言权。这是山东

省“新八级工”的特点之一，即赋予企业人才评价话语权。

《通知》从等级（岗位）条件、评价标准、评价办法等方面，最

大限度赋予企业自主权。在等级（岗位）条件方面，明确学徒工

的评价条件，由企业自行设置；提出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基本要

求和优先考虑条件。在评价标准方面，允许企业在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岗位）要求基础上，结

合工种（岗位）特点，自主确定各等级（岗位）评价标准或开发

评价规范。在不低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基础上，可对职

业功能、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申报条件等进行适当调整。

打破成长“天花板”

山东试行“新八级工”制度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方夏日炎炎，地处西藏北部的那曲市

却寒意犹存。穿戴厚重的棉衣、棉帽，认真检查铁轨安全状

态，高钱胜和他的同事们在青藏铁路高海拔的那曲段已坚守

了十余年。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

不再高路不再漫长……”歌曲《天路》唱出了西藏人民对铁路

的渴望，也赞扬了铁路建设者付出的艰辛努力。青藏铁路开

通运行至今 17 年，养护者们创造了世界高原冻土铁路养护的

奇迹。

高钱胜 2011 年大学毕业后，就在青藏铁路养护一线工作；

2019 年至今任中铁十二局集团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安多车

间主任。如今，他带领 125 名同事，负责全线养护难度最大、病

害最多、自然环境最差的管段——青藏铁路唐古拉南站至联

通河站区间。此段全长 146 公里，平均海拔 4700 米，年最低气

温零下 40 多摄氏度，每年 8 级大风 70 多天……

“工作以来，我和同事们攻克了高海拔地区多类铁路养护

整治难题。虽然高寒缺氧，记忆力减退，但是保障铁路安全运

行，我觉得很自豪，也很有成就感。”2023 年，高钱胜获得第 27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2022 年是安多车间施工任务非常繁重的一年，他们承担了

线路全面清筛、道岔打磨、钢轨焊复、5 座车站全面换铺道岔等

多项任务。高钱胜放弃休假，多次召开会议确定年度整体施工

安排，多方协调确保施工物资，科学合理推进施工进度，保质保

量完成了施工任务，冻土区段线路维保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一天见四季，一里不同天。”青藏铁路多年冻土线路路

基及附属设施病害高发，面临冻害地段冻胀幅度大、线路设

备极不稳定、整治后保质期短等多重挑战。“我们把 74 公里

的 冻 土 线 路 分 到 工 区 、责 任 到 人 ，观 测 全 天 候 线 路 变 化 数

值 ，开 展 针 对 性 养 护 作 业 ，并 且 将 每 次 作 业 过 程 详 细 记 录

下 来 ，日 统 计 、月 汇 总 、季 分 析 、年 总 结 ，积 累 了 大 量 数 据 ，

为 冻 土 线 路 的 进 一 步 有 效 整 治 奠 定 了 数 据 基 础 。”高 钱 胜

说，如今，在管理多年冻土区设备方面，他们不仅会“把脉诊

断”，也做到了“对症下药”。

2020 年 至 2022 年 间 ，高 钱 胜 带 领 团 队 ，创 新 使 用 轨 检

车，波形分析精准指导维修作业，车间逐步形成了动态与静

态检测结合分析、精准维修的检修思路。“通过轨检车大数

据 分 析 ，我 们 更 及 时 、准 确 、全 面 掌 握 轨 道 线 路 状 态 ，成 功

解 决 了 冻 土 路 基 变 化 导 致 线 路 设 备 质 量 无 法 有 效 提 高 的

难题，有效保障了青藏铁路行车安全。”高钱胜谈及此项创

新尤为自豪。

“高钱胜那股执着劲儿让我很敬佩。我负责数据分析、提供

技术支撑，他在前线遇到难题时经常会在晚上通过视频、电话，

跟我探讨解决方案。”中铁十二局集团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安

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胡宏华说。

时光一晃而过，从青涩到成熟，从懵懂到坚定，从一名团

员成长为一名党员，如今的高钱胜神情坚毅：“我一直以‘逢山

凿路，遇水架桥’的精神激励自己，青年强则国家强，我将立足

自身岗位，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

高钱胜：

十二载守护高原“天路”

近日，我国发布深海考古重大进展，在南海发现两处

古代沉船。值得一提的是，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的帮助下，中国深海考古开启了新篇章——实现在一号

沉船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首个沉船水下永久测绘基

点，并进行初步搜索调查和影像记录。

目前，“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三台载

人潜水器已累计完成超千次下潜，特别是近 3 年，我国载

人深潜的潜次占全球半数以上，其中万米深潜次数和下

潜人数稳居世界首位。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挺进深海？科技日报记者就此专

访了“奋斗者”号总设计师叶聪。

从参与“蛟龙”号设计起步

记者：今天提起载人深潜，“蛟龙”号、“深海勇士”

号、“奋斗者”号都已是公众耳熟能详的名字了。您是什

么时候开始结缘深潜的？

叶聪：2001 年，出于对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兴趣，

我选择到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

记者：您当时了解深潜吗？

叶聪：并没有。此前，我只在课本上学过几页关于

载人潜水器的知识，通过新闻报道，得知我国 6000 米级

CR-01 无人潜水器研制成功。我非常高兴能够加入载

人潜水器的研发团队，从此投身载人潜水器研发和应用

事业。

记者：那时我国载人深潜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叶聪：当时，团队里只有总设计师见过大深度载人

潜水器的实物，国内也只有两位科学家乘坐过日本、美

国的载人潜水器，国内最大的载人深潜深度纪录是 300

米。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参与“蛟龙”号

设计工作开始的。我亲历了中国载人深潜实现历史性

跨越的整个过程。

记者：2003 年，您以助理工程师身份担任“蛟龙”号

总布置主任设计师，也是该项目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

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这是不是特别

大的挑战？

叶聪：担 子 压 下 来 ，我 首 先 感 到 激 动 、兴 奋 。 这 份

工作太有价值了，作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我甚

至 可 以 参 与 专 家 辩 论 。“ 蛟 龙 ”号 总 设 计 师 徐 芑 南 、中

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正元给了我很多指点和

帮 助 ，并 逐 步 让 我 承 担 潜 水 器 的 使 命 功 能 等 内 容 的 论

证工作。

记者：这期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叶聪：当 时 ，我 们 团 队 做 过 作 业 深 度 4000 米 、6000

米、7000 米能源类型燃料电池、锌银电池的多个概念方

案设计，向参加过下潜的前辈取经，甚至通过国外电影、

纪录片来了解潜水器的细节。这是我个人成长特别快的

一段时间，将传统的船舶设计方法和潜水器的设计工作

结合起来，逐渐捋清潜水器总体设计的思路。

记者：这是专业派上了用场。

叶聪：是的。在此过程中，我自己也进行了一些探

索，比如用三维设计软件来提高设备布置和性能计算效

率，不断优化载人舱 3 个观察窗的视野、采样篮中的工

具、灯光摄像机机械手覆盖范围。我感觉，自己的专业知

识在深海装备设计上有了用武之地。

难的不只是万米深度

记者：与“蛟龙”号相比，“深海勇士”号下潜深度回撤

到了 4500 米，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叶聪：“蛟龙”号实现了自主设计和集成创新，但一部

分零部件是从国外采购的，这让我们认识到，面向长远发

展，深海装备要实现自主可控，装备使用性能和技术保障

能力亟须提升。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制造和检测技术水

平，团队对标当时国际上运行效率和水平最高的“阿尔

文”号载人潜水器，其下潜深度约 4500 米，所以将“蛟龙”

号下潜深度定在了 4500 米。

记者：深度浅了，设计难度是不是变小了？您在这个

阶段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叶聪：事 实 并 非 如 此 。 在“ 深 海 勇 士 ”号 研 制 过 程

中，我除了是副总设计师，还承担了总质量师的工作。

我带领团队与从事陆空天装备生产、检测的机构，如中

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等

开展合作。我们在技术目标制订、设计技术交底、生产

过程控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国内形成了深海装备

产业的专业话语体系，打造出国内自主深潜装备产业链

条。实践证明，“深海勇士”号不仅实现了深海装备国

产化率 95%的目标，还提高了国内载人/无人潜水器的

材料、部件供货和检测能力。

记者：2016 年，全海深载人潜水器项目“奋斗者”号正

式立项，年仅 37 岁，您正式挂帅该项目总设计师。您能

不能科普一下，什么叫“全海深”？

叶聪：“全海深”是“Full Ocean Depth”的直译，是行

业内通用的最大产品工作深度等级，表明该潜水器能够

在地球海洋最深处使用。

记者：“全海深”有准确数值吗？

叶聪：我们一般用万米级来统称。因测量方法和手

段不同，对地球海洋最深处的测量结果不尽相同，“奋斗

者”号测出的结果是 10909 米。

这样深的海底被称作“人类最后的秘境”。2019 年

前，只有 3 个人达到过万米深度，下潜次数为 2 次，比登上

月球的人数和次数还少。

记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天不易，入海同样很难。

叶聪：是的，而且我们希望，这台潜水器不光能到达

那样的深度，还是一台载人数量最多、潜浮速度最快、

海底作业时间最长以及作业能力最强的全海深载人潜

水器。它能够频繁往返万米海底与水面之间，让万米深

潜不再是个人冒险、探险行为，而是科学家日常例行的

科学考察活动。

记者：深度的增加，会给潜水器设计带来什么影响？

叶聪：有难度是肯定的。万米水深给材料、结构、设

计、建造、检测都带来了更多困难，同时通信定位受到的

影响干扰也更大。

举个例子，有机玻璃材质的潜水器观察窗厚度近 300

毫米，潜浮过程中不仅要确保玻璃的密封性，还要避免频

繁下潜给玻璃带来的累积损伤。为此，我们优化了观察

窗的形状，并通过一系列试验，得出不同深度、不同海底

作业时间有机玻璃的应力恢复时间，进而得出潜水器两

次下潜的间隔时间。

记者：目前有多少人搭乘“奋斗者”号到达万米深度？

叶聪：最新数据显示，已有 32 人搭乘“奋斗者”号下

潜万米海底 25 次，我国万米深潜次数和下潜人数居世界

首位。

在“无人区”蹚出新路

记者：人类不断挺进深海，您觉得意义何在？

叶聪：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空

间与资源宝库。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我国深海装备谱系

化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各种类型潜水器的最大作业深度

都已达到万米级别，在深海资源勘探、科学考察以及考古

打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们正在对装备的大型

化、深海协同作业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深海通信、定位和

供能等技术开展攻关，通过增强深海进入和探测的能力，

更好地实现深海的保护和开发。

记者：十几年前，我第一次采访您，当时您更出名的

身份是试航员，也被称为“深海的哥”。您觉得“深海的

哥”经历对您的设计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叶聪：探索陌生环境，人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通

过承担试航员工作，我对自己设计的潜水器更加熟悉，

也 能 更 好 地 满 足 用 户 需 求 。 我 非 常 喜 欢 自 己“ 深 海 的

哥”的身份。

记者：像载人潜水器这样的先进科学装置是攀登科

技高峰的基础，同时，它的运行离不开人的支持，这也为

人才成长提供了沃土。

叶聪：没错，我就是通过参与设计科学装置，实现个

人快速成长的。我们的团队非常年轻，成员平均年龄不

超过 34 岁。近年来，深潜领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年轻

人，包括潜航员、技术专家和海洋学者。

记者：结合个人的成长经历，您认为如何吸引优秀青

年投身载人深潜这一领域？

叶聪：重 大 科 学 装 置 的 运 行 离 不 开 人 才 的 支 持 。

现在人类对深海的认识依然非常有限，有报道称，目前

只 有 20% 的 海 底 被 精 细 测 绘 。 我 的 判 断 是 ，在“ 无 人

区”做科研往往能蹚出新路，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科学技

术问题。我想这也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载人深潜

事业。

叶聪：让万米深潜成为例行科考活动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

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

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

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以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地质师、

总畜牧师等为代表的总师群体，无疑是

我国科技人才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传解读好“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

部署，本报今起开设“总师对话”专栏，

采访各领域总师，就工程科技创新、组

织 管 理 、人 才 培 养 等 话 题 进 行 深 入 探

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

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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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蛟龙”号进行 7000 米级海试，作为随船报道记

者，我和叶聪在“向阳红 09”船共度了近两个月。

叶聪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沉稳，工作起来十分认真，

但 平 常 说 话 很 风 趣 ，一 点 架 子 也 没 有 。“ 向 阳 红 09”船

上 晚 上 加 餐 —— 一 碗 清 汤 挂 面 配 辣 酱 ，他 经 常 吃 得 有

滋有味。

2018 年 12 月，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叶聪被

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一名曾经与叶聪

一起参加深潜的长者说，这不仅是对叶聪个人的奖励，而且

是对我国深潜事业的肯定。我深以为然，当个人努力与国

家需求同频共振，必能迸发出更大的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