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 来 红 ，黄 河 勘

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总

工 程 师 ，从 事 水 利 工

程勘察设计工作 30 多

年 ，专 注 于 黄 河 治 理

与保护。

人物剪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张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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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内摆放的几张照片，勾勒出

景来红的“黄河记忆”：从小浪底水利枢

纽工程建设工地上的“娃娃脸”，到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的技

术带头人。

30 多年的峥嵘岁月，在景来红的脸

上刻下印记，一头花白的头发诉说着常

年野外作业的艰辛。

聊起水利工程，景来红嘴边挂着笑，

眼里闪着光。

1990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25 岁的

景来红便来到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

设工地。那时，他从看场护院的技术员

干起，跟着专家学、对着图纸描、跑到工

地看，从实践中汲取“营养”。33 岁时，

他就成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

总工程师。

担任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

师 20 多年来，景来红和团队风餐露宿、

跋山涉水。勘探设计过程中，调水路线

方案无数次推倒重来，但他从未气馁。

面对旁人的不解，景来红说：“重大水利

工程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我很幸运

身处好时代，会尽心尽力把接力棒传下

去。”

捧着一颗心，只为一条河。“我是单

位里资历最老的工程师了，希望在有限

的工作时间里，为行业发展多做些事。”

景来红说。

◎新华社记者 栗雅婷 徐思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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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

奋进者奋进者

科技日报讯 （记者洪敬谱）记者 3 月 22 日从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获悉，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组织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 28家单位赴湖北省武汉市开展招聘活动。超 200家企

业报名参加，现场提供就业岗位 1238个。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组织的春季招聘活动一启动我们就报名

了，搭上了第一列省外招聘专车。”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招聘负

责人说。

招聘活动在武汉理工大学东院广场举行。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

烈。“参与这次招聘会的企业多，提供的岗位也比较多。”武汉理工大学的一

位学生说。

“接下来，招聘团将赴西安、南京、成都等地的知名高校，吸引更多高端

人才，推动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

中心负责人说。

近年来，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搭平台拓渠道，精准开展招

才引智活动，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用人问题，为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

入活力。

安徽合肥高新区

携千余岗位赴武汉引才

穿上休闲西装、扎好长发，42岁的田会静常常提前一个小时就来到办公

室，做研发、搞技术推广，开启忙碌的一天。

田会静是中交（天津）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主要从事环保疏浚和数字化技术研发应用工作。怀揣“把蔚蓝还给海

洋，把透明留给河湖”的梦想，田会静十多年来致力于生态治理，几乎跑

遍整个中国，曾独立主持 70 余项科技研发类项目，用数字化手段守护江

河湖海。

今年 3月初，田会静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2017年，田会静作为中交集团首批进驻雄安新区的专家团成员之一，参

与到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中。

连续 3个月高强度工作，田会静说起当时的工作情景，记忆犹新。“任务

前期，我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讨论，把一个宾馆房间当成临时工作室，30多

天没出门。”

后 经 多 轮 修 订 ，2019 年 初 ，《白 洋 淀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和 保 护 规 划

（2018—2035年）》正式印发。

2018 年，为适应数字化转型要求，在中交天航局支持下，田会静组建了

一支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研发应用团队。

“BIM 技术可理解为一种可视化信息技术，可塑性高、灵活性强、应用场

景广泛。”田会静向记者解释道，“基于 BIM 技术，船舶操作人员可以根据钻

孔资料建立土地模型，实时展示正在挖掘的泥类型，相当于戴上一个‘内窥

镜’，可有效提高施工效率。”

2019 年，白洋淀生态治理系列工程陆续展开，清淤工作是个亟待攻

克的难题。

“当时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田会静迎难而上，“数字化手段是

完成清淤工作、推动美丽生态建设的重要武器，一定要完成这项技术

应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田会静带领团队研发出“基于 BIM 技

术的河湖环保清淤工程智慧平台建设与应用”成果，打造出雄安新区首

个生态清淤工程 BIM 应用样板，还先后将该技术应用于多个水源治理

修复工程。

如今，田会静带领的这支十多人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岁，已是独当

一面的数字主力军，完成了涉及水利、水运业务领域的 40 多个项目数字化

应用。

2021 年加入团队的王铮打心底佩服田会静。“田姐在技术上专业认真，

在工作中对我们关爱有加。”他说。在田会静关怀支持下，入职不到一周，王

铮就完全融入了团队。

工作中，田会静是平易近人的“好姐姐”；生活中，她是丈夫眼中为家庭

默默付出的好妻子，也是女儿眼里的好榜样。

虽然给家人留下的常是伏案加班、拎包出差的背影，但田会静很欣慰：

“女儿很懂事，她知道我在从事很有意义的工作。”

谈及未来，田会静表示她将继续深耕环保疏浚和数字化技术。“做

技术研发得踏实肯干，我会继续努力，用数字技术守护江河湖海。”田会

静说。

田会静：

数字技术为盾，守护江河湖海

图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图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刘诗平摄摄

最近，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经

常能看到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景来红和他

的同事们的身影。

“进入 3 月，黄河中下游冬小麦进

入 春 灌 高 峰 期 。”景 来 红 说 ，“ 我 们 要

抓 紧 了 解 水 库 调 度 情 况 。 黄 河 水 金

贵 ，要 科 学 调 配 ，为 下 游 农 业 用 水 提

供保障。”

从事水利工程勘察设计工作 30 余

年，景来红参与了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等多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项目。

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他正带领团队开

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等重大项目的论

证及设计工作。不久前，“国家工程师

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他被授予“国

家卓越工程师”称号。

近日，景来红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讲述了他在水利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的奋斗历程。

创造世界坝工
史上的奇迹

记者：古话说，黄河宁，天下平。您

长期参与黄河治理工程，在您看来，治

黄难在哪里？

景来红：黄河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

约 580 亿立方米，只占全国总量的 2%；

黄河是世界上泥沙最多的河流，多年平

均来沙量 16 亿吨。水少、沙多、水沙关

系不协调，是黄河难治的根源所在。同

时，黄河承担着全国 15%耕地和 12%人

口的供水任务。能否治理好黄河，关系

亿万人民福祉。

记者：您参与建设的小浪底水利枢

纽工程，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世界坝工史

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当初这一

工程的设计建设面临哪些困难？

景来红：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位于

黄河最后一道峡谷处，是治理开发黄河

的关键性控制工程。在规划、建设和运

行管理等方面，工程都给水利人带来巨

大挑战。尤其是泄洪排沙建筑物布置、

密集地下洞室群建造等的难度，在当时

堪称世界之最。

在 建 造 小 浪 底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前 ，

我国建造高坝大库的经验并不多。而

在多沙河流复杂地质条件下建造如此

规模和技术难度的重大工程，我们的

经验更是少之又少。在小浪底水利枢

纽工程设计建设过程中，我国水利人

迎难而上、砥砺创新，同时国际顶尖技

术力量也参与其中。可以说，这是一

项凝聚了坝工界集体智慧的划时代水

利枢纽工程。

记者：在您印象中，最难解决的是

哪个问题？

景来红：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左岸

以硬岩为主，右岸以软岩为主。软岩上

无法建造房屋，故灌溉引水洞、地下电

站厂房以及大量辅助洞室只能建在面

积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左岸山体中。如

何在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科学合理地

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是当时我们面临

的最大挑战。

按常规做法，水库蓄水后，3 个大

直 径 导 流 洞 因 位 置 过 低 将 被 封 堵 弃

用，但这会导致左岸狭窄的空间难以

容纳规模庞大的洞室群。因此必须启

用导流洞。

这就带来一个难题。导流洞单洞

泄洪能量近 300 万千瓦，这些能量若不

能被充分消解，势必强烈冲击下游河

道，导致重大次生灾害。

记者：这真是个两难的局面。

景来红：是的。“多级孔板洞内消

能”方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

的。方案利用高速水流在洞内的快速

收缩与扩散，使水体产生剧烈碰撞摩

擦，把动能转化为热能由水流带走，达

到消能的目的。

非 常 巧 的 是 ，我 的 大 学 毕 业 论 文

就是《小浪底孔板消能泄洪洞的水力

学试验研究》。当时，我联合国内外水

利科技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和试验，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

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

记者：小 浪 底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建 成

引起了轰动。当时，它创造了哪些世

界之最？

景来红：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当

时创造了多项国内、国际之最。例如，

它拥有中国最高、填筑量最大的壤土心

墙堆石坝，中国最深、最厚的防渗墙，世

界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进水塔，世界最

大的孔板消能泄洪洞，世界最大的综合

消能水垫塘等。

记者：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为后来

的工程建设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景来红：对。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的建设，使我国坝工技术迈上新台阶，

对后续工程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通过工程建设，我们还培育了一

大批技术水平高、敢为人先、敢打硬仗

的设计、建设、管理人才。同时，学界对

黄河河情的认识、对黄河水沙规律的研

究借此也达到了新高度。

为黄河“解渴”
提供西线智慧

记者：南 水 北 调 西 线 工 程 是 补 充

黄河上游水资源不足，解决我国西北

地区干旱缺水，促进黄河治理开发的

战略工程。您担任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设计总工程师已超 20 年。您如何理解

这个工程的重要性？

景来红：资源性缺水是制约我国西

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从长江上游支流

调水到黄河上游的特大型跨流域调水

工程，也是构建国家“四横三纵”水资源

配置格局的战略性水利工程。工程建

成后能缓解黄河流域及邻近的西北地

区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

记者：南 水 北 调 西 线 工 程 启 动 初

期，您和团队最先要解决哪些问题？

景来红：在我和团队接下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设计任务前，已有三代水利人

接续 50 年在青藏高原开展调水方案研

究，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规模巨大，涉及的技术、经济、

社会、生态问题十分繁杂。当时，我们

的首要任务是交出一份高水平的工程

论证“答卷”，提出科学合理的调水方

案，深入论证调水影响等。

记者：写好这份“答卷”着实不易。

您和团队做了哪些工作？

景来红：为写好“四横三纵”的最

后一“纵”，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全、

可以持续”的重大工程论证原则，我带

领团队成员数十次奔赴青藏高原调水

区、黄河上中游受水区进行实地调查

研究。

我们的工作主要围绕三大课题展

开。一是深入研究黄河流域水资源状

况和供需形势，论证西线工程的必要

性。二是要确定水源点、调水量，深入

研究调水对水源区生态环境、经济社会

的影响，并采取一切措施降低影响。三

是开展深入的工程勘察，提出科学合理

可行的工程方案。

记者：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景来红：目前，我和团队已完成了

第一期工程建设必要性及规模论证、工

程布置及建筑物设计方案等。这为南

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前

期工作基础。

记者：经多方论证，南水北调西线

工程规划从长江上游大渡河、雅砻江、

金沙江筑坝引水，利用深埋隧洞工程穿

越江、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调水入黄

河。这意味着工程将面临地质条件复

杂、施工条件差的难题。对此，您带领

团队做了哪些准备？

景来红：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

年，我们针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深埋

超长输水隧洞建设可能遇见的特殊技

术难题，联合国内外科研设计团队，开

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工程地质问题勘

察、设计施工技术攻关研究。在借鉴

国内外类似工程技术的基础上，我们

提出了符合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特点的

设计施工解决方案，为工程实施提供

技术支持。

完善水利水电
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记者：目前，我国水利水电人才发

展现状如何？

景来红：过去数十年，我国先后建

成二滩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等重大

水利水电工程。通过这些工程，我国

打造了一支规模大、素质高、肯奉献的

水利水电人才队伍。目前这支队伍已

经基本可以承担国内大中型水利水电

工程的设计建设工作，并支撑我国由

水利水电大国升级为水利水电强国。

记者：面 向 水 利 水 电 行 业 未 来 发

展需求，我国相关人才队伍建设还有

哪些短板？

景来红：目前，我国水利水电人才

队伍还存在不少优化空间。具体来说，

大型央企、国企等相关单位人才队伍总

体实力强大，但不少基层水务部门和设

计单位人才实力相对薄弱。我们需要

进一步完善国家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与人才培养体系，依托央企、国企以

及大型水利水电勘察设计单位，为基层

单位打造懂设计、懂施工、懂管理的人

才队伍。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好水利人才

工作顶层设计，科学谋划水利人才工作

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要注重破立并

举，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扩

大用人单位自主权，积极为人才松绑减

负。相关部门要制定完善高层次人才选

拔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引进、人才分类评

价、资金投入、收入分配激励等制度办

法，为人才创新发展作出明晰的制度安

排、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记者：对于培养青年人才，您有什

么心得？

景来红：首 先 要 认 可 、信 任 青 年

人。刚入职的年轻人虽然经验相对缺

乏，但学历高、视野开阔。因此，要多鼓

励他们，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要

多给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成长。

此 外 ，要 主 动 走 近 青 年 人 。 我 在

单位被称作“老男孩”，跟青年人的关

系 很 融 洽 ，经 常 通 过 一 次 次“ 头 脑 风

暴”，潜移默化地把经验传授给未来的

接班人。

景来红景来红：：努力为努力为““四横三纵四横三纵””写好最后一写好最后一““纵纵””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记者 3 月 22 日从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获悉，济南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济南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海右人才日”的决定》，决定自 2024 年起将

每年 6月 12日设为“海右人才日”，并在每年 6月 12日至 7月 12日举办“海右

人才节”。

“海右”二字取自唐代诗人杜甫作品《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的诗句“海

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2024年起，济南市将把“海右人才日”与“海右人才节”相结合，开展一批

人才招引、人才交流、人才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活动，发布一批人才政策、

讲好一批人才故事、落地一批人才项目、表扬一批先进人才，在全社会营造

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的良好氛围，打造具有济南市特色的人才工

作品牌。

近年来，济南市积极争创国家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当好山东省“2+N”

人才集聚雁阵格局领头雁，着力打造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体系，各项人才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山东济南

将每年6月12日设为“海右人才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