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甲辰龙年将至，习近平总书记

赴天津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

众。看变化、听民声、送祝福，把温暖带

到百姓身边。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逢新春佳节，

无论国事多么繁忙，习近平总书记都要

抽出时间，不辞辛劳深入基层。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春节足迹，跨越

万里山河，回忆 12 年来的温暖瞬间，感

受人民江山的幸福年景，见证神州大地

的气象万千。

他行之所向，皆是心之所系。行程

万里，情怀如一。

温暖的牵挂

冬日的天津，道路两旁灯笼高挂，

大街小巷车水马龙。

2 月 1 日 上 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一

到天津，就前往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

村，察看灾后恢复重建和群众生产生

活情况。

第六埠村是天津防洪要害之处，受

去年 7 月底 8 月初极端降雨影响，这里

一万多亩田地被淹。

受灾地区群众温暖过年，习近平

总书记格外关怀。

“总书记来到家里和我们拉家常，

从受灾情况、灾后补贴到孩子上学、家

庭收入，他问得既细致又深入，我们心

里热乎乎的。”村民杜洪刚说，洪水退去

后，政府第一时间帮助村民们翻修蔬菜

大棚，很快就恢复生产。现在，自家大

棚里种植的芹菜即将迎来丰收。

村广场上，高高挂起的红灯笼点缀

出浓浓年味儿，“烟火气”里升腾起新的

希望。

群众能不能平安回家过年，习近平

总书记总是牵挂于心。

处于河南“米”字形高铁网关键节

点的郑州东站，旅客熙熙攘攘，奔赴家

的方向。

“作为疫情防控转段后的第二个春

运，今年出行需求大释放。高峰期，每

78 秒就有一趟高铁从这里驶出。”客运

值班员张华说，今年春运以来，郑州东

站每天迎送旅客近 28 万人次，较去年

同期大幅增长。

“去年春节前夕，总书记和我们视

频连线，嘱咐我们精心组织调度，严守

安全底线，确保广大旅客安全出行。在

视频中看到总书记的亲切面容，我们备

受鼓舞。今年车站增加了升降式安全

防护设备等新设施，让旅客有更好的出

行体验。”张华说。

为应对雨雪冰冻天气，郑州东站安

排人员 24 小时值班，做好防寒物资增

配补充，全力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浓浓的年味儿里，凝聚着最值得珍

视的情感。

海拔 2400 多米的甘肃省定西市渭

源县元古堆村，村民们正在排练“村

晚”，欢笑声响彻广场。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烂泥沟，

吃水都困难。

2013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绕过

九曲十八弯，来到“瘠苦甲于天下”的定

西，走进村民马岗家破旧低矮的土坯

房，看到墙根的水缸，舀起一瓢水。

“水是从村里的山泉挑来的，瓢上

还有陈渍，总书记没有犹豫就喝了下

去。”马岗的孙子马海龙至今难以忘怀，

“总书记关心我们能不能喝上安全水，

心里装着老百姓。”

如今，元古堆村水通、路通、网通，

党参、当归、百合等经济作物遍布沟

梁。昔日“烂泥沟”脱胎换骨。

元古堆村村委会主任郭连兵说：

“总书记鼓励我们发扬自强自立精神，

找准发展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牢记

总书记嘱托，发展起特色种养业和乡村

旅游业。现在大伙努力挣光阴，日子攒

劲得很！”

村里看到“尔滨”火了，也学着搞文

旅建设，不久前建成一座冰雪乐园，成

为新的风景线。郭连兵笑着说，眼下大

家自发编排“村晚”庆祝新生活，老曲新

调里，唱的都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祖国的万水千山，镌刻着最深情的

牵挂。 （下转第二版）

万 水 千 山 情 深 意 长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春节足迹感受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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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家对工程科技工作者的

厚爱和重视，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2

月 2 日，“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

者、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正高级

工程师汪小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

汪小刚坦言，获此殊荣后，感觉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有责任用自己所

学，铸造更多精品工程。”

作为我国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的学

术带头人，30 多年来，汪小刚带领团队

深入一线，在高边坡稳定分析理论及加

固技术、高土石坝筑坝技术、大型输水

隧洞新型衬砌结构等方面持续创新，成

功解决了三峡水利枢纽、锦屏一级水电

站、小浪底水利枢纽等 50 余项重大工

程中的岩土稳定关键技术难题，走出一

条我国水利水电自主创新之路。

对水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汪小刚出生在江南水乡，小时候，房

前屋后都是弯曲的小河。抓鱼、洗澡，汪

小刚和小伙伴的嬉戏离不开清澈的河

水，但突发的洪水又让他心怀恐惧。

正是这种对水的特殊情结，1980

年，15 岁的汪小刚参加高考后，首选武

汉水利电力大学水工建筑及施工专

业，后又继续深造攻读了水工结构硕

士和岩土工程博士学位，与水利结下

不解之缘。

1989 年，云南漫湾水电站发生滑

坡，刚参加工作的汪小刚成为滑坡治理

研究团队的一员。那次对滑坡事故的

研究处理，让他对边坡稳定性分析评

价这一基础工作的重要性有了切身体

会。自然界中不起眼的“岩”和“土”，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安全竟如此重

要——既是工程的基础，也是工程的建

筑材料，“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

书到用时方知少。那次经历让汪

小刚深刻认识到我国岩土工程理论和

技术与国外以及工程实际需求的巨大

差距，也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从头学起，解决我国水利水电建

设中的岩土工程关键难题，并让这一领

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汪小刚心

里暗暗发誓。

当时，正值出国热，加拿大、挪威等

国多所大学和相关单位向他发出邀

请。面对优厚的待遇，他没有动摇，毅

然决定留在祖国，继续投身岩土工程科

研，一干就是 35个年头。

创建不需任何假定
的边坡稳定分析方法

我国水库大坝多建在高山峡谷，

高边坡稳定问题十分突出。边坡稳定

与否直接关系到工程安危，也是人命

关天的大事。60 多年前，意大利维昂

特拱坝坝肩滑坡事故曾造成 2500 多

人丧生，至今仍警醒着世人。

（下转第三版）

铸 造 水 利 水 电 精 品 工 程
——记“国家卓越工程师”汪小刚

近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湖北迎来今冬最强寒潮和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性冻雨叠加降雪，小年夜的武汉

市，满城尽开“冰凌花”。

街头巷尾，电线、电缆等设施上包裹的厚厚冰层，使

线路故障风险陡增。面对冰雪严寒，通信保障人员应急

而动，全力做好春运期间极端天气下的通信服务。

顶风冒雪排故障

“2 月 3 日晚上，正值大雪纷飞，消泗至汉南农场

出现环路故障，我们的维护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发现

光缆被冰雪压断。”武汉联通蔡甸分公司网络 CEO 张

小锋介绍，他们重新布放了熔接光缆，快速恢复了环

路业务。

持续冻雨不仅压断电缆，还压断大量树枝。张小锋

说，2 月 4 日，分公司城域网机房专用变压器上联高压线

被掉落的树枝压断，造成城域网机房停电，“我们马上组

织人员进行发电、油料储备，实时监控机房电力配套运行

情况，应对长时间停电。”

在蔡甸分公司网络监控中心，他们实施 7×24 小时

值班响应，及时通告网络运行情况，积极响应和处理网络

故障、机房停电、用户申诉等。“2月 3日，接到德邦快递企

业专线故障的报告，抢修人员半小时响应，通过客户机房

测试发现是纤芯故障，在户外光交箱旁顶着风雪作业 2

小时完成故障处理。”张小锋说。

为应对这次冰冻雨雪天气，蔡甸分公司安排出动了

抢修人员 12人、车辆 5台、油机 3台，为全区 2万余户居民

宽带电视网、300 余条各类客户专线、500 余个 5G 基站提

供保障。

应急预案保畅通

在中央气象台发布 2024 年首个冰冻橙色预警后，

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召开专项会议，要求湖北、河南、安

徽、江苏、湖南、贵州、重庆等地相关分公司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通信网

络畅通。

暴雪来临前，湖北联通已对应急车辆开展预检预修，提前储备了油机、油料、

光缆等应急物资，组建了 103支应急抢修队伍应对极端天气；针对易遭受雨雪冰

冻灾害点位的光缆、机房、基站等通信设施进行了供电、积雪、冰冻物等情况的全

面巡检，确保维护人员能第一时间投入应急通信保障。

张小锋介绍，蔡甸分公司除了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备好抢修物资、发电机

及劳保防护用品，组建保障应急队，还为每片区网格提前准备了智慧家庭工程

师，随时解决用户宽带故障。“2 月 3 日，接到中电光谷产业园用户需求，智慧家

庭工程师王虎冒雪前往，完成宿舍区 30 余户宽带安装，为值班留守员工提供

网络支撑。”

目前，湖北省大部地区均为雨雪天气。通信保障人员还在迎战低温雨雪，坚

守应急通信保障一线，守护千家万户“信号满格”。

守
护
千
家
万
户
﹃
信
号
满
格
﹄

科技日报北京2月6日电（实习记

者吴叶凡）6日上午，在海南昌江的核电

基地，全球首个陆上模块化小型核反应

堆“玲龙一号”外穹顶吊装完成。

“玲龙一号”是全球首个通过国际

原子能机构通用安全审查的小型模块

化压水反应堆。作为我国核电自主创

新的重大成果，“玲龙一号”填补了国内

空白，具有广阔的全球市场前景。

“外穹顶吊装就位标志着反应堆厂

房的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施工，并为后

续反应堆厂房的封顶奠定了基础。”海

南核电工程管理处副处长陈伟民表示，

这验证了核岛“钢屋顶+钢筋”整体模块

吊装的可行性，为核电模块化发展提供

了宝贵经验。

“玲龙一号”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发

电量可达10亿度，可满足海南省52.6万户

家庭用电需求。“自设计之初，‘玲龙一号’

就不仅用于发电，还具有热电联供、汽电

联供、城市区域供热、海水淡化、工业工

艺供热、自备电厂等多种用途。”海南核

电副总经理邓晓亮介绍，作为安全性高

的分布式清洁能源，“玲龙一号”可靠近

城镇及工业园区部署，让核能“贴近城

市、靠近用户”成为可能。

图为2月6日，“玲龙一号”外穹顶在
进行吊装作业。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

““玲龙一号玲龙一号””外穹顶吊装成功外穹顶吊装成功

新华社北京2月 6日电 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中央巡回指导组暨中央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总结会议 4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副组长姜信治主持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主题教育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贯彻落实主题教育总结会议精

神，总结主题教育组织指导工作。

会议指出，这次主题教育组织指

导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

遵循，坚持吃透党中央精神、把准政治

方 向 ，紧 扣 主 题 主 线 、落 实“ 四 个 以

学”，加强分类指导、提升工作质效，突

出问题导向、做到同题共答，落实“四

下基层”、践行群众路线，树牢底线思

维、严防不良倾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实施，从严督导

把关，出色完成各项任务。要把巩固

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更加自觉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主 题 教 育
中央巡回指导组暨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总结会议召开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国家工程师

◎本报记者 杨 雪

科技日报南京2月 6日电 （记者

金凤）记者 6 日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

太阳物理团队基于“羲和号”全日面光

谱成像，分别构建了一个太阳暗条和

一个日珥的三维速度场。该研究成功

再现了暗条、日珥等离子体物质的膨

胀、抛射、回落、旋转和分裂等现象。

相关成果近日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

《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在高温、稀薄的日冕中，悬浮着

一些温度较低但密度较高的等离子

体，它们靠太阳磁场支撑。”论文作者

之一、“羲和号”卫星首席科学家丁明

德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观测的

视角看，如果这些等离子体处在日面

之上，在明亮的背景映衬下，就表现为

一条偏暗的长带，即为暗条；如果出现

在日面边缘，就仿佛在太阳侧面勾勒

出的“耳朵”，即日珥。

暗条可以稳定存在数小时，甚至

数天，也可能突然爆发而被抛射出

去，形成日冕物质抛射。爆发的暗条

如果朝向地球传播，可能会引发地磁

暴，对近地空间环境中的高科技设备

造成严重损害。因此，精确测量太阳

暗条爆发的三维速度场，对于灾害性

空间天气的预警和预报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以往对于太阳的成像观测只能

得到暗条爆发在天空平面内的投影速

度，无法确定其传播方向和真实速

度。”丁明德介绍。

2021年 10月 14日，南京大学参与

研发的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

验卫星“羲和号”成功发射。“羲和号”

卫星的世界首次全日面 Hα光谱扫描

成像技术，为上述问题提供了全面的

解决方案。

丁明德介绍，“羲和号”可以在 46

秒内扫描全日面，获得日面上任意一

点的光谱信息。它的高精度光谱和成

像数据使得系统性研究暗条爆发的三

维动力学成为可能。

在此次研究中，团队分析了 2022

年 8月 17日的日珥爆发和 2023年 5月

8 日的暗条爆发数据。“研究发现，这

次的太阳暗条经过膨胀和上升阶段

后，最终以逆时针旋转的方式回落到

日面上，是一次失败的爆发；而日珥则

在经历膨胀、上升、旋转和分裂后，以

160千米/秒的速度在倾斜于天空平面

22 度的方向上成功抛射出去。”论文

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深空探测科学

与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邱晔解释。

“通过这次分析，我们就知道暗条

和日珥的爆发规律是什么样子了。例

如它们抛射的速度是多少，向哪里抛

射，是不是向着地球的方向抛射。”丁

明德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如果以后

能观测、构建更多的暗条和日珥的三

维速度场，就可以提炼出暗条爆发的

普遍规律，这将为后续系统性研究太

阳暗条爆发的物理机制，以及空间天

气预警和预报提供重要参考。

“羲和号”再现太阳暗条爆发三维动力学过程

春节前夕，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联合举办“龙年行大运 熊猫送
福来”新春主题活动，2023年新生
大熊猫宝宝集体亮相。据了解，两
家机构 2023年共成功繁育大熊猫
34 只，半岁左右的大熊猫宝宝成
长状态良好，萌态十足。

图为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工作人员抱
着大熊猫宝宝亮相（2月4日摄）。

新华社发（李传有摄）

大熊猫宝宝

亮相贺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