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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劳动者之歌

据新华社西宁5月 1日电 （记者骆晓飞）“兰新高

铁祁连山隧道成功攻克了世界隧道建设史上首次遇见

的‘碎屑流’地质，破解了隧道施工中的软岩极高地应

力地质难题等世界性技术难题，为今后我国类似地质

隧道施工积累了成功经验。”5 月 1 日上午，在祁连山隧

道建设现场，中铁二十局集团祁连山隧道项目部常务

副经理冀胜利对记者说。

当日，随着兰新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Ⅰ级风险隧

道——祁连山隧道的全线贯通，我国高原高速铁路隧

道施工技术获得新的突破，这也标志着我国高铁隧道

施工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中的兰新高铁祁连山

隧道横穿甘、青两省，由祁连山 1号隧道、祁连山 2号隧

道和连接两座隧道的硫磺沟大桥组成，全长 16.336 公

里，隧道轨面海拔最高高程为 3607.4 米，是目前世界海

拔最高、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速铁路隧道

工程。其中，祁连山 1号隧道属软岩极高地应力强挤压

大变形复杂地质，且大规模涌水突泥突石灾害频发。

而祁连山 2 号隧道施工中遇到的俗称“地下泥石流”的

“碎屑流”，之前在世界隧道建筑史上更是从未遇到过。

冀胜利介绍，祁连山隧道项目部花费一年时间做了

9个试验段并成功摸索出应对方法。同时，经过反复实

践，找到了应对大规模涌水突泥突石灾害的有效方法，

而为了攻克“碎屑流”这一难题，建设者通过与高校、科

研单位进行产学研联合创新，总结出“一探、二封、三泄、

四注”的全新工艺，攻克了“碎屑流”这一“拦路虎”。

冀胜利说，除了破解软岩极高地应力强挤压大变

形复杂地质和“碎屑流”地质难题，祁连山隧道探索出

高原长隧长距离反坡自动化抽排水系统、高原长隧制

氧供氧系统，并成功解决了高原长隧通风难题，为今后

我国类似地质隧道施工积累了成功经验。

全新工艺攻克“碎屑流”拦路虎
我高原高速铁路隧道施工破解多项世界技术难题

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1 日
电 （记者曹智）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4 月 27 日和 29 日看望慰问

驻新疆部队并就扎实做好反恐

维稳工作、保护各族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进行专题调研，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

驻疆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

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

的问候。习近平强调，要深入贯

彻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

面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

化建设，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

能力，为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一同视察。

4 月的天山南北风和景明、

春意正浓。习近平对驻疆部队

一直很关心，心中牵挂着在反恐

维稳一线执勤的官兵。27 日下

午 3 时许，习近平一到喀什，就

不顾旅途劳顿驱车前往武警新

疆总队某部特勤中队，看望慰问

官兵。习近平查看战士食堂、宿

舍、健身房，询问官兵学习、工

作、生活情况，看到大家精神振

奋 、斗 志 昂 扬 ，习 近 平 十 分 高

兴。在中队荣誉室，习近平听取

了中队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战

斗情况，勉励大家牢记职责、再

接再厉，坚决完成以执勤处突为

中心的各项任务，为祖国和人民

建功立业。

离开特勤中队，习近平驱车

来 到 新 疆 军 区 某 部 民 族 6 连 。

该连 1990 年执行平暴任务战绩

突出，被中央军委授予“卫国英

雄连”荣誉称号。官兵们以载歌

载舞的民族礼节热烈欢迎习主

席。习近平同各族官兵亲切交

谈，得知来自 6 个民族的官兵团

结友爱、共同进步，凝聚成坚强

战斗集体，习近平非常欣慰，叮

嘱他们要发扬优良传统，相互关

心、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积极宣

传党的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守

好祖国边疆。主席殷殷嘱托，官

兵倍受鼓舞，大家情不自禁唱起

了边防军人自己的歌：“祖国要

我守边卡，扛起钢枪我就走，打

起背包就出发……”嘹亮的歌声

在军营中回荡，主席和边防官兵

的心紧紧贴在一起。

在南疆军区机关，习近平接

见军区机关干部和驻喀什地区

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后，专门就

做好反恐维稳工作同部队负责

同志进行座谈。习近平强调，南

疆稳定关系新疆、西北稳定，也

关系全国稳定。驻南疆部队要

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

高度，认清肩负的政治责任，强

化使命担当，形成整体合力，积

极协助地方党委和政府做好反

恐维稳各项工作，坚持凡“恐”必

打、露头就打，给暴力恐怖势力

以毁灭性打击，坚决把暴力恐怖

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坚决挤压

暴力恐怖活动空间，坚决遏制其

蔓延升级势头，切实维护社会稳

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习近平高度重视部队实战

化训练。29 日下午，习近平冒着

霏霏细雨，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市

郊的新疆军区综合训练场，观摩

部分火器实弹射击、特战分队反

恐 行 动 等 实 战 化 训 练 课 目 演

示。训练场上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反坦克导弹、自行突击炮、武装

直升机一轮轮火力打击精确覆盖目标。特战分队官兵滑降突入、精

确狙击，多路突进、合围清剿，迅即捣毁“恐怖营地”。习近平不时拿

起望远镜仔细察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对部队展示出的过硬素质

和反恐技能给予肯定。

在新疆军区某红军师，习近平接见了军区机关处以上干部和驻

乌鲁木齐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这个师的前身是创建于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屡建功

勋。师史馆里，习近平在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前驻足观看。他

语重心长对部队领导说，你们开展的“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

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这个做法很好。要发扬光荣传统，永

葆老红军政治本色。

习近平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新疆军区和武警新疆总队的工作

汇报，对驻疆部队近年来建设发展取得的成绩和部队官兵不畏艰

苦、卫国戍边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习近平指出，新疆安全稳

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

全。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战略决策，不断增强稳疆兴

疆、强边固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扎根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

疆，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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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上午，执行我国首次 300 米饱和潜水

作业的 6 名潜水勇士胡建、管猛、董猛、谭辉、罗小

明、李洪健准备出舱。他们在北纬 20 度 35 分、东经

115度 18分的南中国海海域水下 313.5米处，完成了

对 140吨海工吊机负载稳定等功能的检测任务。

监视屏里，记者看到李洪健还在伏案把此刻身

体的变化、感觉一一记录。坐在监视屏前的金锋，

松了一口气，创造国家纪录的饱和潜水任务距离完

美谢幕又近了一步。“要是身体不舒服，你们一定要

说出来。”这句话成了监控屏幕前金锋的口头禅。

这一深潜任务，可以看做是人类突破身体极限进行

工作的实验。“我们每分每秒都得看着，出现任何情

况就启动应急预案。”金锋如是说。

中国饱和潜水梦缘起马赛

氦氧饱和潜水与载人飞船发射相似，两者都有

休息舱和返回舱，并遵循着同样严格的操作程序。

其设备由生活舱、过渡舱、潜水钟、生命保障系统四

个主要部分组成。宇航员是在真空、低压状态下生

存，而潜水员要在海底、高压环境中作业。

“饱和潜水不受制于常规潜水时间，潜水员可以

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在海底施工作业。”金锋是第一名

尝试氦氧饱和潜水的人，也是中华技能大奖的获得者。

2006 年 12 月 30 日晚，金锋在南海石油钻井平

台旁完成中国氦氧饱和潜水工程首次作业返回深

圳赤湾基地。他一次连续作业 8个小时，潜入 103.5

米深海完成油管更换作业。此时，上海打捞局老局

长叶似虬在指挥部的监视器前，激动得嘴唇发抖，

眼中满是泪水。沿着他的目光，记者穿过时光隧

道：1982年，他从第二军医大学潜水医学系毕业，被

送到“潜水王国”法国学习。

潜水员可以 24小时在几百米的深海作业，连续

28天在生活舱内待着，工程做完一次减压出舱。而

国内的常规空气潜水，潜水员在水下最长工作 30分

钟，最深能潜 120米深，减压时间长达 7个小时。

中国潜水必须迎头追上！目标在叶似虬心底生

根。然而，法国教授却轻视这些中国潜水精英，只教

授“阿基米德”定律。“课程安排不科学，我希望能重

新调整！”35岁的叶似虬掷地有声地说。因他阐述得

合情合理，教授不得不接受。 （下转第三版）

32 年 的 深 潜 梦
——记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300米饱和潜水作业组”

本报记者 矫 阳

潜水队的设备维护员李昌（左二）为队员们讲解潜水装具的维护。 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已经表决通过，

社会公众对这部新法的关注度空前高涨。4月28日、

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了法工委修法参与者、环

保部专家、法学专家、企业和环保组织代表等解读新

出台的环保法，力求对新内容做出更为准确的解释。

有望扭转地方政府不作为局面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原环保法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政府责任落

实不到位，导致“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规定

流于形式。

新法从多个方面强化政府责任。

环保部法规司副司长别涛介绍，新的环保法规

定，“上级的环保部门可以对下级政府的环保工作

进行专项的监督，发现问题不及时查处的，可以向

任免机关和监察机关提出处分建议”。这意味着，

上级环保部门可以向任免机关或者中纪委监察机

关提出处分建议，是一个专项的行政监察机制。

此外，新环保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质量负责”。在第 68条

提出，有“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许可的”

“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包庇的”“依法应当作出责令

停业、关闭的决定而未作出的”“篡改、伪造或者指

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

而未公开的”等 8 种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主

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按日计罚治理“违法成本低”痼疾

“违法成本低”是我国环保法律法规长期存在

的痼疾。此次修订，把强化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

度作为重点，增设按日计罚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

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

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新环保法中没有明确按日计罚的数额是多

少，因为按日计罚是在原来环境保护单行法的基础

上规定的，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童卫东解

释说，环保法修改后增加了一个起引导作用的规

定，针对罚款的数额、幅度或标准，确定了几个要

素：一是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成本；二是违法行为

造成了直接损失和违法所得。将来单行法将根据

这些因素来确定罚款数额，所以实际上新环保法是

有标准的。如果说没有上限，是指这部法没有确定

封顶线是多少，但是具体单行法要给出具体标准。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汪劲也特别指出，按日计罚

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企业，针对的实际上是被责令改

正而拒不改正的企业，所以这是一个保障性措施。

改善环境质量重在贯彻落实新法

近年来不时出现的大规模雾霾天气，让人们高

度重视大气污染治理和防治问题，对新环保法也寄

予很高的期望。 （下转第三版）

“史上最严”环保法向环境污染“亮剑”
本报记者 陈 瑜

如今媒体上呈现的各类榜单已不足为奇，新

近亮相的一个，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等

做支撑单位的“首都科学传播工作室”，今年以来

编辑制作出“每月科学流言榜”，通过整合权威信

息的方式，对社会影响较广的各种流言给予科学

解释，在每月月末向社会发布。

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对公众关

注的“流行”话题及时地加以剖析，通俗地解惑释

疑，起到了正本清源、破除盲信的作用。笔者浏览

今年1至4月的“科学流言榜”，总计39条“流言”及

其相关解说，着实感觉新奇、眼界大开、颇受教益。

说“新奇”，端的是有如超乎想象的这类奇

葩：用手机软件可“探测鬼魂”；猪五花肉和矿泉

水能抗雾霾；吃一碗方便面要花 32 天解毒；发明

秋裤是前苏联为了让中国人失去耐寒力的一个

阴谋……

细细“品读”逐条上榜流言，得承认，即便是

很不靠谱的说法，也未必都是空穴来风。它们或

多或少投射出人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或粗浅认识，

亦不乏商家和个人炒作的身影，再有就是科学技

术之不确定性和科学认识能力之局限性一定程

度的反映。而一些过分追求即时性、不管不顾抓

眼球的媒体，也为这类流言的泛起客观上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近传出的几条流言颇能说明问题。譬如，

一个“高浓度碳纳米管对妊娠小鼠有害”的实验，

却被曲解、放大成“PM2.5 致孕妇流产率达七成”

的新闻；一个在特定条件下所做的老鼠实验结

果，也变身“雾霾使鲜肺 6 天变黑肺”的新闻登上

各大网站头条；年初还有一个“物理学博士”在网

上发文，提出了一个爆炸性说法：“华北大面积持

续雾霾由‘核雾染’造成”，其依据是我国煤炭中

的含铀量高……

这些危言耸听、不负责任的说法虽然已经得

到澄清，但仍提示我们：须警惕那些假科学之名

传播的流言，媒体更要把控好自身，不能充当此

类流言的“二传手”。

警惕假科学之名传播的流言
尹传红

科技日报讯 （实习生宁芝）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所近日透露，在四川成都温江区红桥村宝墩文

化晚期遗址中发现的河岸护堤工程，比都江堰水

利工程还要早 2000 年左右，应为长江上游最早的

水利工程。这将是我国水利工程历史资料的重

要补充。

考古学家目前能找到的夯筑坝体长 147 米，

呈梯形，上宽 12 米，下宽 14 米，现存高 1.3 米。它

的做法属于中间平夯，两侧斜坡贴筑，夯筑两次，

即夯筑到一定阶段，会有二次加工过程。在现场

可以看到护堤上有 8 道槽子，宽窄不一，槽子里曾

埋有木桩，用来加固护岸的坝体。在临水一侧有

很多卵石护坡。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当时的竹

笼络石技术。

坝体正好处于台地边缘，而在台地内侧的遗

址区，考古学家已发现了 200 多座灰坑、5 座房址、

54 座墓葬。专家由此推测，人们修建这个水利设

施是为了防止河水对台地的对冲，保护台地不被

冲毁。

至于当时修这个水利工程到底有多少人花

了 多 长 时 间 ，还 要 进 行 人 口 学 估 算 。 但 专 家 表

示 ，红 桥 村 遗 址 属 于 成 都 平 原 宝 墩 晚 期 一 处 比

较大型的聚落。这个工程绝不是几家几户建成

的 ，而 是 经 历 了 一 段 时 间 的 一 次 聚 落 的 集 体 行

动 。 该 护 岸 工 程 属 于 公 元 前 3700 年 至 公 元 前

4000 年 ，和 大 禹 治 水 的 年 代 相 近 。 这 表 明 早 在

大 禹 时 期 ，中 华 大 地 许 多 区 域 的 人 民 已 有 很 丰

富的治水经验。

成都发现长江上游最早水利工程
比都江堰早2000年

上图 5月1日，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中信重工炼钢车间内，一名炼钢工人在利用乙炔割枪对铸
钢件进行切割整理。 新华社发(黄政伟摄）

下图 5月1日，90后养护工王勇（前）和梁亚雄在沪渝高速公路四渡河特大桥“猫道”上检查钢
索。 新华社发（杨顺丕摄）

节 日 里 的 劳 动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