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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9 日 星期五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闫耀民 华 凌 李诏宇

◎本报记者 颉满斌

2月 6日，北京怀柔雁栖湖畔。

日出东方，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入怀

柔科学城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实验

楼时，一位身着蓝色薄羽绒服的科研人员

已在实验站开始忙碌。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亚

毫开实验站负责人刘广同正在观察各种

装置设备的数据变化，并对仪器进行相应

调试。

在新春来临之际，记者走进怀柔科学

城，一探科研人员与科研“利器”大科学装

置的日夜“纠缠”。

要发现更多的可能

来自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研

究 人 员 林 飞 走 进 实 验 楼 内 的 亚 毫 开 实

验站，开始对科研样本进行输运性质表

征 的 观 测 研 究 。 此 类 样 本 的 研 究 具 有

重 要 的 科 学 意 义 。 2013 年 薛 其 坤 院 士

领 衔 的 清 华 大 学 — 物 理 所 科 研 团 队 就

曾 经 在 类 似 样 本 中 首 次 观 测 到 了 量 子

反常霍尔效应，被杨振宁先生称为诺贝

尔奖级的成果。

与 此 同 时 ，在 亚 毫 开 实 验 站 内 ，多

项 凝 聚 态 物 理 方 面 的 重 要 实 验 正 在 进

行之中。

“今天数据有什么异常吗？”刘广同上

前询问。

这就是刘广同及其团队的日常——

不仅需要维护实验装置，负责指导来检

测样本的科研人员如何使用装置，有时

还 按 需 帮 其 制 订 实 验 方 案 ，甚 至 直 接

参 与 实 验 过 程 。 实 验 站 先 后 迎 来 清 华

大 学 、北 京 大 学 、上 海 交通大学等多所

高 校 院 所 的 科 研 人 员 ，为 他 们 在 物 理

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的实验研究创造

条件。

记者观察到，实验室核心区域地面上

分布着 6 个深坑。据介绍，这是科研人员

为了获取极低温而精心设计的，它的主要

目的是给低温设备减振。

极 低 温 下 ，蕴 藏 着 丰 富 的 物 理 现

象 。 在 物 理 学 领 域 ，不 少 诺 贝 尔 奖 成

果 正 是 借 助 极 端 实 验 条 件 取 得 的 。 刘

广 同 表 示 ：“ 我 们 要 创 造 条 件 ，要 发 现

更 多 的 可 能 。 我 们 自 主 研 发 的 一 系 列

实验设备，不仅可以人为达到极低温，

还 可 以 创 造 强 磁 场 、超 高 压 和 超 快 光

场 等 极 端 条 件 ，旨 在 发 现 奇 异 物 性 。

而 且 ，它 们 还 可 以 将 不 同 的 极 端 条 件

‘ 综 合 ’起 来 ，提 供 探 索 未 知 世 界 的 新

维度。”

要不断突破上一次

两条长长的银色管状仪器装置“躺”

在低温强磁场电子波谱学实验站的实验

台上，颇为引人注意。

这就是刘广同和团队成员自主研发

的极低温氦 3制冷机。该设备是综合极端

条件实验装置量子调控系统的核心低温

设备之一。

我国的此类设备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主要依赖进口。2021 年开始，刘广同和

团队成员从原材料的设计和采购开始，用

特种薄壁不锈钢、高纯无氧铜等原材料加

工成零件，再经 120 多道精密焊口焊接而

成，最终打破了之前我国此类极低温科研

仪器设备市场被国外垄断的局面，实现了

“从无到有”。

在 刘 广 同 看 来 ，装 置 的 研 发 ，为 物

理、材料等学科提供了极端特殊的稀有

实验条件，利用这样的条件开展科学研

究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

提高。

“ 时 间 是 挤 出 来 的 ”。 刘 广 同 几 乎

把全年的节假日都交付实验室，春节假

期 也 不 例 外 。 他 常 说 ，“ 搞 科 研 ，尤 其

是 基 础 研 究 ，要 有永不磨灭的好奇心、

永 不 认 输 的 韧 劲 和 勇 于 探 索 的 精 神 。

所以，我从未觉得辛苦，反倒觉得很有

乐趣。”

“目前，实验站中的实验装置，在最低

温度、最高压力等指标上，已处于世界先

进水平。”刘广同说，“我们就是要创造更

加极端的条件，不断突破上一次。”

晨 光 照 进 怀 柔 科 学 城
—— 走 近 科 研“ 利 器 ”综 合 极 端 条 件 实 验 装 置

2月 2日，正值北方传统小年，记者

走进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工程。站在指挥部顶层俯瞰施工现

场，只见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工人正在工

地穿梭忙碌，数个黄色塔吊像钢铁巨人

一般“拼装”着建筑构件，而远处一片白

色“京帆”已建成。运河畔交通枢纽初

现雏形。

“舳舻相接，帆影稠密，货物殷富，

为北方之甲。”中铁建设项目负责人孟

啸介绍，站房屋面设计借鉴《潞河督运

图卷》，引入“京帆”形象，蕴含了国富民

安、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

跟随工程人员走进施工现场，记者

看到，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浇注，

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北京城市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主站房核心区

站台层施工全面完成。此后，工程将进

入设备安装和装饰装修阶段，主站房也

将挂起两片“京帆”。

建 成 后 的 北 京 城 市 副 中 心 站 综

合交通枢纽将是亚洲最大的地下综

合 交 通 枢 纽 。 其 规 模 约 128 万 平 方

米，工程东西长 2.1 公里，南北最大宽

度 650 米 ，基 坑 最 大 深 度 47 米 。 超

大、超宽、超深是这座地下工程的显

著特点。

在运河边建造如此超大的地下工

程实属不易。“工程基坑北侧紧邻运营

中的京哈铁路，南侧是成片的居民小

区和市政道路，西侧毗邻北运河，地下

水丰富。”孟啸介绍，为最大限度降低

大基坑开挖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

采用了同类工程罕见的盖挖逆作法施

工工艺。

何谓逆作法？孟啸介绍，顺作法就

像搭积木，从下往上一层一层建设，先

做第一层墙柱，再做楼板，再做第二层

墙柱，再做楼板等等。而逆作法则工序

相反，项目团队在完成桩基、地连墙、桩

柱一体化施工后，先进行地下一层顶板

施工，再逐层向下开挖地下二层、地下

三层。

“整体好比在大海中沉进去一个水盆。纯钢筋混凝土构成的

地连墙是水盆壁，地下 70 米深勘测到的粘土层则是天然隔水层，

形成水盆底。”孟啸告诉记者，项目团队把水盆中的水抽排掉，再

进行施工，防止地下水渗入，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周边环境和工程

主体的安全。

据介绍，枢纽工程共地下三层，土方开挖量预计达到 1400多万立

方米，相当于挖出 7 个昆明湖。为实现底板对上部结构的支撑，中铁

建设项目团队在立柱底部创新设计了大截面环梁，每平方米的钢筋含

量达到 650公斤。截至目前，项目团队已将超过 6万吨的“钢筋铁骨”，

相当于 1万头成年亚洲象的重量植入地下。

在枢纽工程最大采光井处，4根直径 1.6米的钢管柱从 37.5米的地

下拔地而起，未来将支撑起地面的玻璃屋面。“再有将近三个月的时

间，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站房核心区将实现主体结构封顶。”中铁建设项

目总工程师戎树伟介绍。

临近春节假期，现场仍有 216 名工人在进行施工作业，焊工组组

长薛建平就是其中一位。

薛建平说，枢纽工程最大采光井焊接要保证在 30 多米的高空一

次成型，不出任何差错。为保证节点“如期而至”，近 3 个月焊工组共

完成了 6000多吨焊接重量。

这位朴实的焊工向记者说出了他的新春期盼：“我参加过昆明南

站、北京朝阳站等 7 个高铁站房建设，每个站房都为城市发展增加了

活力。我们来时冷冷清清，但走时灯火辉煌。希望这次枢纽工程按节

点顺利建成，提升更多人的幸福感！”

京投所属枢纽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吕高峰介绍，“枢纽工程将在

2024 年全面完成主体结构设备及装饰装修施工，正式建成后将打造

‘轨道上的京津冀’，实现 15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5分钟直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30分钟到达核心区的交通高效衔接。”

在不远的未来，这个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将扬起运河之

帆，敞开北京城市发展新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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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瑜

2 月 5 日，记者从甘肃兰州出发，沿着兰海、乌玛高速公

路行驶三个小时，便到了临夏州积石山县石塬镇肖红坪村委

会安置点。

这是在积石山县 6.2级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村之一。

时隔 40 多天，记者再次探访，目之所及，焕然一新：地震

造成的废墟不见了，一排排活动板房整齐有序。

正在房间忙碌的村民樊学友见到记者，分享着他刚领到

的物资。

“ 几 乎 每 天 都 有 物 资 发 放 ，蔬 菜 ，米 面 油 ，应 有 尽

有。”

说话间，樊学友又往炉膛内添了几颗煤。

炉膛内，火势正旺。

“这样取暖安全吗？”记者问。

“安全，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消防部门给每个活动板

房都安装了一氧化碳中毒报警器。”樊学友指着挂在墙上的

白色小盒子说，“这样晚上睡着踏实。”

在肖红坪村委会安置点，像樊学友家一样的活动板房有

155间，共住着 131户共 676人。石塬镇党委副书记张怀明是

肖红坪村的包村组长，也是这里的“大管家”。在安置点的这

段时间，他把村民的情况摸得门儿清。谁家在外务工的成员

返乡了，谁家外地上学的学生回家了，他都会上门了解情况。

张怀明告诉记者，为了做好服务，镇政府在安置点设置

了村民自管委员会、综合服务室、警务室、卫生室等服务机

构，组建了水电气服务、志愿服务、治安员、安全员、卫生员

队伍。

“党和政府对灾区特别牵挂，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

手。我们一定要把政策落实好，确保每位群众过一个祥和的

春节和温暖的冬天。同时，我们要提前着手准备重建家园。”

张怀明说。

重建家园是肖红坪村村民的共识。为此，樊学友参加了

积石山县人社局组织的电焊工培训，为来年开春建新房做好准备。

“灾后重建中，建筑类岗位需求量大，很多重建工作都需要电焊工。”樊学友说，“学会

电焊，不仅可以提升自身技能，还能就近参与灾后重建项目。”

在离镇政府不远的甘肃伟凯牧业有限公司厂长张顺进对公司发展也有了新的规

划。目前，公司养牛场牛存栏近 400头，带动了周边 10多名群众就业。

张顺进说，春节后要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对公司员工进行养殖专业技术培训，争取推

行标准化健康养殖，努力培育良种肉牛，推广先进的现代化养殖技术，带动积石山县肉牛

产业发展。

在肖红坪村，几乎每个人对新的一年都有期待。对于该村村民樊文清也一样。

记者此次没见到樊文清，但见到了他留在心愿墙上的话——愿新年胜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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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门头沟城区沿着永定河一路

向西，穿过妙峰山镇集镇，路的深处就是

炭厂村。在去年海河“23·7”流域性特大

洪水灾害中，门头沟区的不少村庄受灾，

炭厂村就是其中之一。

2 月 6 日上午 10 点多，在完成妙峰山

镇炭厂村附近线路巡检后，国网北京门头

沟供电公司妙峰山供电所客户经理张立

志和同事付佳走进村中，查看“煤改电”用

户的设备运行情况。

炭厂村四周被高山包围着，因明末清

初成为皇宫御用木炭基地而得名。该村

曾是炭火缭绕的烧炭村，前些年全村成为

“煤改电”的生态村。

“ 在 去 年 特 大 洪 水 灾 害 中 ，炭 厂 村

路面全部冲毁，10 千伏线路受损严重，

经过全力抢修，赶在供暖季前，我们更

换了新的 10 千伏电杆和破损变压器，可

以满足村里百姓‘煤改电’后的各类用

电需求。”门头沟供电公司营销部党支

部书记谢彬说。

手持仪器完成台区变压器负荷监测

后，张立志和付佳来到 87岁的独居老人周

连英家中开展延伸服务。

就在记者来的前一天，一场冬雪光临

炭厂村，山区温度骤降。一进门，扑面而

来的却是一股暖流。张立志和付佳一边

检查采暖设备用电情况，一边用电流表测

量家里电压。

“奶奶，家里用电一切正常，您就踏踏

实实看春晚、过大年。”张立志说道。

“小张啊，太感谢你们了，春节了，我

买了两个灯笼，麻烦你们帮我把灯笼挂上

吧！喜庆！”

“好嘞！过年期间，您有什么需要，随

时言语！”

红灯笼映照中，炭厂村的春节氛围日

益浓厚。

今年，北京开展“福满京城 春贺神

州”为主题的新春活动。

炭厂村神泉峡景区海拔高、气温低，

冰瀑景观是游客冬日打卡的好地方。谢

彬说，考虑到春节期间游客增多，用电负

荷增大，门头沟供电公司提前了解节日期

间文化活动安排和供电保障需求，逐户走

访景区、民宿等文化活动场所，按照“一户

一案”制定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实施“网

格+电力”服务举措，加强人员值班值守，

保障节日活动用电安全。

下山路上，张立志和付佳路过门头沟

区王平镇东石古岩村，用红外测温仪、声

学成像仪对“恢复+”钢杆上的瓷瓶和断路

器进行检测。寒风中，两列 18米高的银色

钢杆仿佛钢铁卫士，扛起了架空线路。

“ 我 们 用 钢 管 杆 、窄 基 塔 代 替 传 统

的水泥灰杆，基础下沉到 15 米，强度更

高，能够承受河套地区可能出现的大水

流冲击。”门头沟供电公司建设部工程

师刘剑韬说。

今年是“23·7”特大暴雨受灾后的第

一个春节。记者了解到，春节前夕，国网

北京门头沟供电公司已提前摸排城市运

行保障用户和包括“煤改电”在内的“六

类”供暖用户的用电设备，确保群众温暖

过节。

清 洁 能 源 守 护
炭 厂 村 的 团 圆 年

◎本报记者 陈 瑜

螺蛳粉远销海外，融安金桔走出国

门，五菱宏光频频“出圈”……素有“桂中

商埠”美誉的柳州不时贡献热议话题。

在新春佳节到来前夕，记者来到广

西工业重镇柳州，追溯这座城市的活力

之源。

电动小汽车走街串巷

在柳州街头，一款车型小巧的纯电

动汽车几乎随处可见。

这款车是上汽通用五菱推出的首

款 四 座 新 能 源 车 —— 五 菱 宏 光

MINIEV。自上市以来广受青睐，这款

电动汽车成为柳州人的“通勤神器”。

它便捷灵活，因外形独特被一些网友戏

称为柳州特产“剁椒鱼头”。

这便是柳州汽车制造业升级的生

动缩影。

在上汽通用五菱生产基地，记者走

访了全球首个岛式精益智造工厂（LIM

工厂）。LIM 工厂打造的 10个“无人岛”

凭借自动化技术、感知及数字化技术

等，实现汽车生产的模块化自动装配和

自动检测。

在广西汽车集团五菱工匠孵化基

地，各类科创产品不断孵化，其中一款

名为“摩菱”的“汽车充电宝”有助于解

决充电桩短缺难题。广西汽车集团副

总经理韦明凤表示，从几十年前靠“敲

打”造出第一辆微型车到如今实现汽车

智能化制造，柳州凭借科技创新实现汽

车工业的华丽转身。

除了汽车制造，柳州还聚集了欧维

姆机械、柳工机械、飓芯科技、南方电网

超高压输电公司柳州局等一大批科技

型企业。这些企业积极探索工程技术

创新，为八桂大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汇聚

澎湃动力。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柳州制造业发

展凝结着广大工程科技人员的智慧和汗

水。林明智、郑志明、刘昌业……这些技

术创新人才早已成为柳州靓丽的新名片。

在 2 月 2 日举办的“培养卓越工程

人才，推动工程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

工程师座谈会上，《致广西工程师倡议

书》公开发布，倡议工程科技人员主动

作为、建功新时代。

科技馆内人头攒动

龙湖河畔，一座鸟瞰如同蝴蝶展翅

的银色建筑格外耀眼，这是柳州“网红

打卡地”——柳州科技馆。

正值寒假，馆内人头攒动。记者看

到，一场名为“马德堡新传”的趣味科学

表演吸引众多小朋友围观。科技馆还推

出小小气象站、玩转电磁铁等科普活动，

柳州寻梦大型体验项目“黑暗乘骑”等科

技融合展品更是吸引观众上前体验。

春节假期，柳州科技馆不仅不打

烊，还特意安排了科技馆版《谁是卧底》

游戏、无人机试飞、科学快闪等活动。

柳州科技馆馆长杨晟表示，柳州市科普

资源丰富，科技馆搭建了开展科学教育

和科学普及的平台，让更多青少年享受

“科学大餐”。

走进柳州山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同样

能感受到“欢度新春、玩转科学”的氛围。

三江侗族自治县科技馆是广西首

个县级科技馆和首个少数民族县科技

馆。2 月 3 日，三江侗族自治县科技馆

举办“科技迎新年，民族团结向未来”新

春首场科普报告会，面向当地中小学生

科普航天知识、机械制造最新成果以及

地方工业文化等。

在柳州，科创活力和科普资源如同

清澈的柳江绵延不绝。40 多个民族在

这片土地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涵养了团

结、开放、包容、热情的城市气质。临别

之际，柳州当地人向记者表达了他们对

全国各地朋友的热情邀请：春暖紫荆花

开，柳州只等你来。

柳州：科创科普春节“不打烊”

春节前夕，从福建省厦门市区驱

车向西，绕过 211 道弯后，记者来到坐

落在厦门第二高峰——状元尖脚下的

军营村。

一路上，山林茂密。梯田茶园，层

叠如画；古朴民居，错落有致。春节将

近，外出的游子回家了，村子比平时更

热闹了。当地的村民忙着整理自产的

茶叶和干货、装点自家的民宿及农家

乐，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村委会正盘算着给乡亲们分红

呢。”厦门市同安区军营村党总支书记

高泉伟向记者介绍，军营村已连续多年

按照家庭人口数分配集体经济收益，乡

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村民的钱袋子

越来越鼓。

军营村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莲花镇境内，平均海拔 900 多米。曾几

何时，这里还是“藏在深山人不知”的贫

困村，交通闭塞、资源匮乏。

“过去，村民为了炒茶把周围山头

的树都砍得光秃秃。”高泉伟说，军营村

土质薄，植被破坏加重水土流失，导致

村民种的茶叶产量不高，品质也不好。

为此，30 多年来，军营村 10 届党支部书

记带领全村，修复山林，重现绿水青山。

“军营村海拔高、土层薄，种树不

易。”年逾花甲的高泉辉，是军营村最早

参与造林的村民之一。他说，军营村实

施高标准造林绿化工程，从福建以北省

份引入耐寒树苗。经过数十年的持续

造林，如今，全村保护公益林面积达到

4100余亩，山头终于不再光秃秃了。

“空气变好了，土壤变肥了，茶也越

来越甜了。”返乡创业大学生高炳瑜告诉

记者，毕业后，他跟随父亲一同种茶，他

们在茶园套种了柿子树，果树为茶叶锁

住水分和营养，使茶叶的品质有了明显

提升。不仅如此，在传统种茶制茶经验

基础上，这位 90后“新茶农”不断探索新

品种、新工艺，在村里建设了加工厂和现

代化机械设备。“我们采用‘南茶北做’的

方式，即将闽南的茶种和闽北的工艺相

结合，从种植、采摘到炒制、加工，实现标

准化生产，这些都可在村里完成。随后，

我们再将成品茶出口到日本。”

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军营村生

态化改造老茶园 6500余亩，更新优质品

种，采取套种模式，保持了茶叶的有机

绿色优势，再加上高原气候、温差等先

天优势，当地生产的浓香型铁观音已成

为高山茶的“拳头产品”，村民收入大大

增加。

山上，植树造林搞绿化；山下，兴建

产业搞开发。军营村实现了生态和产

业齐发展、互促进。树在山顶下雨吸

水、干旱出水，巩固和涵养水土；茶在山

间平地覆盖裸露地表，既丰富植被、促

进生态平衡，又固碳净化空气。

2022 年 5 月 ，厦 门 产 权 交 易 中 心

建 成 运 营 全 国 首 个 农 业 碳 汇 交 易 平

台，军营村获得首批农业碳票。全村

5715 亩茶园被纳入碳汇认证体系，按

照一亩茶园一年约 0.2076 吨二氧化碳

消 纳 能 力 测 算 ，首 次 认 证 并 交 易 的

2020 年、2021 年 茶 园 碳 汇 近 2500 吨 ，

并 以 1 吨 碳 汇 6 元 的 价 格 成 功 售 出 。

绿色资源给村民带来了真金白银，这

笔 碳 汇 收 入 用 来 为 村 集 体 购 置 茶 园

管理维护设备。

“现在的军营村，卖茶、卖果、卖空

气。”在与记者交谈过程中，军营村多数

村民并不清楚碳汇究竟是什么，但他们

回答时，眉宇间透露着幸福感。

军 营 村 守 望 高 山 的 致 富 故 事 是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生 动 写

照 。 高 泉 伟 说 ，现 在 ，村 民 环 保 意 识

日 益 增 强 ，他 们 积 极 参 与 生 态 建 设 ，

保护了军营村的青山碧水，也吸引了

更多的游客，为打造富美乡村奠定了

坚实基础。

厦门：“茶园+碳汇”点亮山居生活
◎本报记者 符晓波 ◎本报记者 代小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