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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寒威扑面来，江雪皑皑映

沧澜。

2 月 2 日，也是农历新年到来的

前 一 周 ，暴 雪 开 始 侵 袭 湖 北 宜 昌 。

三峡库区漫天飞雪，高速封路。此

时，唯有一江碧水波澜不惊——长

江上通航船只往来依旧，穿行于高

峡平湖。

记者冒雪驱车，在湿滑的路面行

驶 30分钟后来到三峡枢纽管理区，目

力所及皆是“银装素裹”。大国重器

三峡船闸开合有序，大船“爬楼梯”、

小船“坐电梯”，“黄金水道”的航运

“生命线”畅通无阻。

去年 10月，全国首艘氢燃料电池

动力船“三峡氢舟 1”号投入运行，成

为往来于三峡与葛洲坝之间的明星

客船。2 月 3 日，因大雪封闭三峡专

用公路，“三峡氢舟 1”号临时承担应

急交通保障任务，将阻隔在宜昌市的

50多人送往三峡坝区。

站在秭归港客运码头，记者看

到，当“三峡氢舟 1”号逐步靠近，船头

甲板上的乘客纷纷挥手，风雪中接站

的工作人员更是不停喝彩，为了乘客

的平安抵达，也是为“三峡氢舟 1”号

在关键时刻的担当。

“平时，三峡船闸每天过货量约

50 万吨，今天是腊月二十四，过货量

基本保持一致。”三峡集团流域管理

中心枢纽管理部副主任程航告诉记

者，对于船家和运行管理单位，“春节

休息，回家过年”的记忆已成过往。

三峡船闸除了计划性停航检修之外，

基本保持全年不休的状态。

三峡通航，畅通是关键。“有了智

能调度系统，过闸船舶实现远程申

报，就像买了‘预售票’，何时能进核

心水域，何时能安检，何时能过闸，船

员心中有数，公司掌握船舶动态。”三

峡通航管理局副局长彭新颜告诉记

者，从腊月到正月，春节期间的通航

计划早已做好，近坝水域看不到船舶

拥挤的情况。

随着“水涨船高”“水落船低”，过

闸船舶由此实现“上下楼梯”。这需

要三峡双线五级船闸精准地充水、泄

水、开门、关门等。一个闸室有问题，

一条线将瘫痪。所以，三峡船闸控制

系统的每一项数据都得精确无误。

在三峡船闸南三闸室，四艘正

在过闸船只并成两排，首尾接续，移

泊通航。彭新颜告诉记者，这正是

“同步移泊技术”，通过组织“单船同

步进闸”方式，实现同闸同排船舶像

船队一样“捆绑”进闸、出闸。在这

项技术加持下，三峡船闸单线在春

节期间每个昼夜的过闸次数将达到

16 至 17 次。

按照计划，三峡北线船闸将在春

节假期过后的第四天实施年度计划

性停航检修。程航表示，为减少此次

停航天数，三峡集团流域管理中心于

2 年前就着手开展相关试验，并组织

进行设备厂内联合调试、现场联合模

拟测试，以保障“黄金水道”快速恢复

通航。

畅 通 航 运“ 生 命 线 ”
“祝乌石项目高产！”

2 月 2 日，在中国海油旗下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场地，中

国海油乌石 17-2/23-5油田群联合开发工程项目组副总经理王

文龙和工友们一起，切下了象征生活楼开伙的第一块蛋糕。

这天是北方的小年，也是王文龙的生日。从来无暇顾及生

日的他觉得这次沾了乌石项目的光，在生日这天和同事们一起

分享了蛋糕。

春节期间，生活楼就要被运往海上作业区，为乌石项目提供

后勤保障。“我们要让龙年的鞭炮声为平台送行！”王文龙说。

中国海油乌石 17-2/23-5油田群位于广东省雷州市乌石镇

以西。该项目是中国海油首批上游油气勘探开发混合所有制改

革试点项目，也是中国海油深度参与湛江经济社会建设的重大

投资项目。油田群投产后可有效缓解雷州半岛居民用气问题。

王文龙主要负责建设的就是油田群的所有海上设施——乌石

17-2 油田群和乌石 23-5 油田群所有海上生产平台、外输单点

及海底管缆。

“为了乌石油田群早日投产，中国海油湛江分公司专门制订

乌石油田群开发项目‘党建联合体’工作方案，发出‘大干 200

天，确保 6·30’的动员令。”王文龙说，湛江分公司工程建设中心、

乌石油田作业公司、生产部乌石生产准备组等参战单位精兵强

将早已云集天津施工场地。

从广西到苏州，从杭州到大连，从四川到上海……在近一年

的项目建造施工期内，来自乌石油田作业公司的工程师陈汝泽

等骨干马不停蹄，前往全国各地的设备厂家，跟踪落实设备生产

情况，参与设备出厂试验，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能够让乌石油田

群早一天投产。

距离 2024 年春节不足一周，项目正处于建造完工装船出港

关键期。在这里，争分夺秒的节奏没有被春节临近打断。

“平台设备应调全调，能调尽调，把问题解决在出海前。年

前辛苦点，平台出海后我们才能早日见产。”在低压盘调试现场，

乌石生产准备组工作人员王伟擦着额头的汗水说。

“项目施工进度和质量是作业公司的生命线，作业公司要求

全员发扬钉钉子精神，像钉子一样钉在施工现场，直至项目完

工。”陈汝泽说。

在脚手架纵横交错的平台建造现场，陈汝泽娴熟地来回穿

梭着。一双鹰一般的眼睛快速掠过平台的每个角落，与脑海中的图纸高速匹配着。

在乌石 17-2平台二层甲板，承包商老李正在琢磨如何用葫芦吊吊装一段弯曲的管

线。陈汝泽停下脚步，接过老李递过来的图纸便指导起来。他讲得条理清晰，老李频频

点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有陈工的指导，咱的施工质量和速度杠杠的。”老李

笑着对陈汝泽说。陈汝泽继续往平台深处走去，一会儿就消失在走道的尽头。等他跑

完两座平台，已经是中午时分。

“儿子今年上二年级了，整天嚷着要到天津来看雪，还吵着要陪我上平台去检查设

备。”说起孩子，陈汝泽平日紧绷的脸上马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为了确保 2024年 6月顺利投产，乌石油田作业公司全员长期“南征北战”，奋战在天

津以及雷州半岛施工现场。自去年国庆前夕驻守天津现场至今，工艺工程师谢协民只

短暂回家一周。他对乌石 17-2 以及乌石 16-1W 平台的工艺设备如数家珍，对家里的

事情却知之甚少。

“目前作业公司 7 人在天津坚守，对于是否回家过春节仍不得而知。”陈汝泽笑着

说，“坚守了这么久，没有在现场亲自送平台出海，总觉得是个遗憾。”

“如今项目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掉链子。春节期间能阖家团圆当然开

心，但坚守在工作一线，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微薄力量，也是种别样的幸福。”站在

寒风凛冽的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场地上，陈汝泽道出了奋战在打造“乌石油气生产基

地”现场同事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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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湖南长沙理工大学先

进储能实验室一片欢声笑语。几十

位“留守”的研究生正依次领取新年

红包。

“快过年了，学生都自觉在实验

室忙着。我们给学生们发几个红包，

添添喜气。”实验室“主人”、湖南省团

队百人计划负责人贾传坤教授笑着

对前来“探班”的记者说。

贾传坤和妻子丁美都是长沙理

工大学人才引进的先进储能领域高

级别人才，也是学校科技成果转化

“大户”。2023年，这个“夫妻档”领衔

的团队就有两项成果成功转化 4100

万元。

一年到头，团队都是“忙不完、根

本忙不完”的状态。几间实验室里，

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都在安静忙

碌着手里的活儿。

“我们主要做的工作是产业端

‘提问’，我们‘答题’。2023 年，两项

重要成果落地，但没完全‘生根’。春

节我们就不回老家了，在这里继续把

产业化进行到底。”贾传坤说。

夫妻二人的“看家本领”是大规

模 储 能 液 流 电 池 技 术 研 究 。 早 在

2022 年，记者在深度调查采访我国大

规模储能技术进展和成果落地相关

问题时，贾传坤曾介绍自己的钒液流

电池技术是人见人问的“香饽饽”，但

却无人“买单”。只因大型储能装置

建设成本高，大家担忧“第一个吃螃

蟹”的成功率。

2023 年，该团队的这项成果被

北京一家企业相中，企业投资建设

1000MW 大容量全钒液流电池及产

品 生 产 线 。 其 中 ，一 期 300MW/年

新 一 代 大 容 量 全 钒 液 流 电 池 及 产

品生产线已启建，今年下半年有望

投产。

“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期，钒电

池 32KW 电堆已经定型，我们要趁假

期集中安装调试。”贾传坤说。

丁美教授则透露，团队另一项大

规模储能技术——铁硫液流电池技

术，已与湖南长沙一家企业“结亲”。

“100 兆瓦中性铁硫液流电池生产线

今年也有望建成投产，所以准备工作

也在抓紧展开。”

贾传坤笑言，液流电池作为大规

模储能的理想选择之一，终于迎来了

产业化的“早春”。企业看准了这项

技术，科研团队就要抓紧干，让它更

快速的应用推广。

“我们还经常会做一些‘不务正

业’的研究。”丁美自我打趣地说。

因为高速公路单位的一项技术

需求，贾传坤和丁美接下了废旧沥青

混合料处理的“单”，尽管不是他们的

研究“主业”。

历时两年，他们攻克了现有传统

油石分离技术存在的油石分离不完

全、小粒径石料提取难度大、石料损

伤大等技术难题，解决了废旧沥青混

合料循环利用率低、生态环境破坏等

问题。

基于现实需求的技术，很快被

企业“买单”。2023 年底，一条建在

山东省、可实现年产 4000 吨的废旧

沥青基锂钠电池负极中试产线成功

点火投产。

“今年 1 月，从山东寄过来第一

批 投 产 后 的 样 品 。 我 们 会 集 中 力

量，在春节期间开展测试，将结果反

馈 到 企 业 ，进 一 步 优 化 和 定 型 产

品。”贾传坤说。

不久前，长沙迎来一场大雪。这

场让南方人欣喜不已的大雪，带来的

路面结冰问题，也让贾传坤去外省出

差打不到车。

“电网、高速集团等单位，最担

心的就是暴雪结冰，电线覆冰。”贾

传坤说，“企业有需要，我们也有这

个能力，就开展了这个研究。我们

之前就掌握这个成果，只是还没来

得及转化。这场雪让我重新想起了

这项技术。”

实验室里，贾传坤将自己研发的

可快速融雪、无污染的新型液体融雪

剂倒入一个装雪的器皿。不一会，雪

已开始融化。

贾 传 坤 介 绍 ，冰 块 在 0℃ 下 大

约 5 分钟能融冰；在零下 25℃恒温

条件下，新型融雪剂能保持 6 个月

不结冰。

就在采访的前一天，贾传坤收到

了一则意向合作短信——一家企业

想了解和推广新型融雪材料。

“这几天南方又迎来寒潮，冰雪

阻碍了人们回家的路，对电力影响也

很大。我们希望利用春节这段时间，

把这项绿色高效低成本的液体融雪

剂完成小试。”丁美说。

实 验 室 里 过 大 年

◎本报记者 何 亮

◎本报记者 陈 曦 操秀英

◎本报记者 俞慧友

北方的冬夜，凛冽的寒风伴着雪

霜刮得人们脸生疼。凌晨 1 点，大连

电务段大连北快速信号车间的职工们

在空荡荡的大连北站高速场上集结。

“再有两天就大年三十了，大家一

定要仔细查看、精检细修，确保电务设

备安全稳定，全力保障春运安全运

行。”一个多小时前，在该车间大连北

信号工区的班前会上，工长于晓峰提

醒大家在夜间作业时需特别注意的细

节，“今天大家分成三个作业小组，分

别对站场内的 59 组道岔转辙设备进

行巡查和适应性调整……”

大 连 北 信 号 工 区 共 有 19 名 职

工，负责大连北站高速场内 59 组道

岔、292 台转辙机、120 个轨道电路区

段、52 架信号机的信号设备维护任

务。2 月 6 日 0 时 30 分，该工区作业

人员身着黄色反光作业服，检查好头

灯、对讲机、作业工具后，背起沉重的

检修工具包，列队前往通道口，等待

调度命令下达。

“命令已下，可以上道。”凌晨 1

时，对讲机里传来调度命令。随即，工

作人员根据工作计划分头行动。

此时，室外温度已近零下 20℃，毫

无遮挡的高速场上寒风四起。只见信

号车间的工作人员迅速背起工具包，沿

着铁道线开始一个个地排查道岔表示

缺口、尖轨密贴、融雪装置，以及设备箱

盒密封状态等情况。他们一会儿停下

脚步俯身查看设备运用状况，一会儿又

起身拿起工具包快速前行。

“大连北站是沈大普速、哈大高

铁和丹大快速铁路三条线路交汇的

重 要 枢 纽 ，管 辖 跨 度 大 ，设 备 数 量

多。职工们每次要在 3 小时的‘天窗’

内往返近 12 公里，对上下行线路设

备进行全面检修，作业时间紧、任务

重，多数情况下还要一路小跑才能完

成。”于晓峰介绍。

大连北站高速场道岔都是 ZDJ9

型五机牵引道岔，检修标准比既有线

设备要求更高，数据误差更要精确到

毫米单位。为保证极端天气下列车安

全运行，职工们每隔两天就要对线路

设备进行全覆盖检查。这期间，他们

不能有半点马虎，必须严格按照标准

化作业流程有序推进。

“道岔表示缺口必须达标，如果缺

口变化需要调整，首先要扳动道岔，动

态判断变化原因。调整必须精准，不

能凭借目测和经验去调整，一定要用

塞尺去验证……”该工区检修负责人、

“道岔专家”李亮快速行走到道岔口，

一边检查一边对身边的新员工讲解着

技术规范，以便他们早日掌握业务技

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348 号道岔 J2 转辙机动作曲线

时间长，请再次确认。”凌晨 2 时，对

讲机里传来室内查询人员的提示，李

亮随即带领职工赶往指定地点，着手

对道岔辊轮、锁钩、表示杆、动作杆等

部位进行检查、油润，并用对讲机联

系驻站防护员和室内查询人员，对道

岔进行扳动试验和曲线复核，“单梁，

348 号道岔定反位扳动两次，再联系

下室内人员查询 348 号道岔 J2 动作

曲线……”

“李亮，曲线恢复正常了！”3 时 30

分，听到室内查询人员的肯定回复，大

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3 时 50 分，随着最后一组道岔检

查完毕，大连北信号工区当天的巡检

作业任务也圆满结束。职工们整理好

作业工具，陆续返回工区，开始准备总

结和查缺补漏，以确保铁路电务设备

时时保持“耳聪目明”。

寒风中，吹红的脸、冻麻的手，正

是这群“夜行人”用心守护春运的最好

见证。此时，铁道线上的广大职工早

已行动起来，各负其责，为即将在清晨

出发的列车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全力

以赴保障设备安全，让每一名旅客都

平平安安回家守年。这，就是千千万

万铁路职工最朴素的愿望。

寒 冬 里 的“ 夜 行 人 ”

“这锅馒头啥时候蒸好？”记者问。

“马上好啦！”2 月 6 日，沧州麦谷食品

有限公司面点师郭文慧看了一眼时间，“1

号锅馒头到点出锅啦！”

随着郭文慧的一声高喊，她和同事熟

练地打开蒸房门，推出一车热气腾腾的白

面馒头。

“这是用旱碱麦面粉制作的‘千层’馒

头，口感更筋道。”郭文慧边说边快速翻动

着蒸车上的馒头。

记者在制作车间看到，这里不仅有白

面馒头，还有果蔬系列的面花制品。

“进入腊月以来，我们通过线上线下销

售了 1 万多盒面花。”该公司总经理姜成学

欣喜地说。

这里已成为旱碱麦精深加工应用的新

场景。

郭文慧所说的旱碱麦，是河北省海兴

县在盐碱和干旱条件下推广种植的小麦。

地处渤海之滨的海兴县，有盐碱耕地

46万余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80%。

盐碱地之多，如何综合利用？“向科研

要出路。”海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文德掷

地有声地表示，该县致力于开发推广抗旱

耐盐农作物新品种。

为挖掘盐碱地潜力，海兴县按照“适盐

用盐、以盐治盐”的总体思路，在科技部门

支持下，筛选出耐盐作物和高值植物品种

27个。其中，轻度盐碱小麦品种 5个，夏玉

米品种 3个，以及中度盐碱植物品种 19个。

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试验站旱棚里，数十

个大花盆里的麦苗青青，两名身穿白大褂

的科研人员正忙碌着，他们一边交流一边

记录……

“这个品种叫‘小偃 155’，是我们培育

的小麦新品种。”该试验站副站长郭凯告诉

记者，“它的抗旱耐碱性更强些。”

谈及耐盐作物品种选育，郭凯说：“相

同作物品种在不同生育期的耐盐性有所不

同。这就需要对作物不同生育期采取不同

的应对措施。”

水是盐分的载体。盐随水来，盐随水

去。“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就可采取不同的

盐碱地治理措施。”郭凯表示，作物苗期耐

盐性最敏感，如何在苗期减少盐分对作物

的影响最为关键。

“以种适地”和“以地适种”，双向发

力。走过 20 年治理之路，海兴县旱碱麦产

量逐年提高。2023 年，夏收旱碱麦 20 万

亩，单产较上年增长 20 公斤，秋播旱碱麦

30.05万亩。

在海兴县试验基地，郭凯欣喜地看到，

县里建成了 2个万亩旱碱麦高产片区、3个

千亩示范片区和 8 个百亩攻关片区，构建

了分区分类增产增效新模式，提高了区域

粮食生产能力。

在高湾镇旱碱麦千亩示范田里，海兴

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孙树泽

开始谋划春节后的田间管理。

他用铁锹从冻结的麦地里挖出一株麦

苗，仔细翻看后向前来咨询的农户们说：

“目前麦苗次生根和分蘖较少，春季土壤返

盐会影响麦苗生长。明年开春要及时追

肥，增加速效养分，促弱转壮……”

如何为“先天不足”的盐碱地“后天

加养”？

“我们研发了咸水冬季结冰灌溉、肥沃

耕层构建等微域水盐调控技术，破解了淡

水少制约盐碱地利用难题。”郭凯表示，这

为盐碱地改造提升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科技创新加持下，如今的海兴县，

已培育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

等经营主体 183 家，旱碱麦精深加工企业

40 余家，探索了盐碱地特色农业发展新

模式。

新的一年，王文德希望：“依托科研院

所的科研力量，深入推进盐碱地特色农业

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助力耕地增量、粮食增

产、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打造盐碱地特色

农业发展新场景。”

旱碱麦馒头“笑开花”
◎本报记者 陈汝健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

李文航 胡慧 肖珊）2 月 5 日 10 时 53

分，一列载着年货、农产品的小慢车从

遵义出发，缓缓驶出站台，前往重庆西

站。该趟列车沿途将经过松坝、娄山

关、桐梓等 21 个车站。车厢里张灯结

彩，春联、中国结、龙年挂件等饰品将

车厢装扮得格外喜庆。

今年春运，为了方便沿途百姓采

买年货，国铁成都局联合重庆铁路公

安处、贵州省桐梓县文旅局、桐梓县交

旅建设有限集团公司，在这趟列车上

办起了“年货集市”。

在“年货集市”车厢，沿线百姓不

仅能购买年货，还能带着自家栽种的

瓜果蔬菜、养殖的家禽、制作的腊肉产

品上车售卖。列车上旅客除了能购买

农产品、年货和品尝非遗美食外，还能

欣赏具有贵州特色的文化节目。同

时，车厢里的长桌宴上摆满了各种桐

梓地区的非遗美食——水八碗、黄焖

鸡、花秋干巴等美味佳肴。

新春之际，该趟列车每日运行在

贵州遵义至重庆之间，不仅是众多游

客前往体验“慢”生活，采购农产品、新

春年货的“幸福车”，还是沿线百姓增

加收入的“致富车”。

在火车上“淘年货”

◎本报记者 郝晓明

右图 旅客在车上购买沿线村民
售卖的农产品。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