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第一次见到姜鹏是在今年初

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上。作为贵州省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他 在 通 道 上 分 享 了

FAST 近年来取得的成就。原本话不多

的他，说起这些成果时，侃侃而谈，双目

炯炯有神。

姜鹏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说起

个人生活总是支支吾吾，但谈到技术马

上变得滔滔不绝。

姜鹏喜爱有挑战的工作。博士毕

业，看到 FAST 招聘通知，他在反复确

认项目的真实性后，便义无反顾投身

其中。

吸引姜鹏的是 FAST 项目的不可

思议和“疯狂”。一张 500 米直径的索

网，不仅能变形，控制精度还达到毫米

级。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巨大的工程体量，超高的精度

要求，极特殊的工作方式，构成了前所

未有的技术挑战。姜鹏恰恰是一个好

奇心重、喜欢解难题的人。这台望远镜

几乎满足了他对一个传奇工程所有的

期待和设想。姜鹏想知道，这个“疯狂”

的项目将如何完成。

不过，难度还是超出了姜鹏的想

象 。 作 为 世 界 最 大 的 射 电 望 远 镜 ，

FAST 采取了全新结构，建设几乎没有

经验可循。多少次，研制团队被扑面而

来的问题“卡得几乎一动不动”。他至

今记得许多个日日夜夜，时任 FAST 总

工程师南仁东和团队成员为此殚精竭

虑的样子。

进入调试阶段后，姜鹏接替南仁东

担任 FAST 总工程师，体会到了岗位的

压力与责任。他曾带领团队成员连续

三个春节奋战在工程现场，建立起适用

于 FAST的测量控制方法体系。

过程是痛苦的，但姜鹏认为自己是

幸运的。他庆幸自己遇到了能让他沉

浸其中、倾其所有的传奇工程，并在社

会各界的支持下，造出了这一举世瞩目

的大国重器。

姜鹏用“梦幻”来形容这段旅程。

他说：“这是一个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

过程，其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不是所有

人都有机会体验的。”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FAST 是领先

的，但姜鹏知道这样的领先来之不易。

他将和团队成员继续前进，保持并扩大

FAST的领先优势。

姜 鹏 ，FAST 总 工 程

师 、中 国 科 学 院 国 家 天

文 台 副 台 长 ，主 要 从 事

射电天文技术与方法研

究 工 作 ，目 前 全 面 负 责

FAST 运行和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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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刘昊 实习生刘书恒）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广西促进高

质量充分就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6 月，全区技能人才总量达

834.55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84.98万人。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部门从强化培养基础等方面建设高技能

人才队伍。

广西着力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目前，全区共有世界技

能大赛项目集训基地 20 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38 个，技能大

师工作室 40 个。同时，广西深化技工院校改革，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教

学模式，围绕产业培养人才，全区 44 所技工院校年培养技能人才超过

10 万人。

广西人社部门加强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奖励力度，将高技能人才

纳入广西优秀专家、广西特聘专家评选范畴。广西在每年 7 月 15 日举

办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组织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巡回宣讲先进

事迹。

今年以来，广西人社部门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

就业，让无业者有业可就、有业者技能提升、从业者收入增加、失业者得到救

助、创业者获得支持，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年 1月至

6 月，全区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3.28 万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6.30 万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2.22 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7.61%、

74.16%、73.86%。

广西技能人才总量超834万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发布《人才年金实

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这是北京市首个人才年金实施

办法。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实施办法》旨在进一步完善多

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更好地营造人才发展环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局长张建荣说，《实施办法》鼓励用人

单位为全体员工建立企业年金，对于暂不具备为全员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

单位，可先行为符合企业发展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人员、骨干管理人员等建

立企业年金。

为降低用人单位缴纳企业年金成本，《实施办法》提出，相关部门对用人

单位进行补贴，补贴金额最高可达实际为人才缴纳企业年金总额的 60%；亦

城顶尖人才、杰出人才每人每年可补贴 15000 元，亦城领军人才、新创工程

领军人才每人每年可补贴 12000 元，亦城优秀人才每人每年可补贴 7200

元。据了解，人才年金专项补贴每年兑现一次，企业可通过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申报。

北京首个人才年金实施办法出台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人在汽车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临近“十一”长假，贵州省平塘县又

变得热闹起来。如今，这里是研学游热

门目的地，许多孩子趁假期来看位于群

山之中的大国重器——全球最大单口径

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天眼”难建。从 2011 年 3 月开始，

数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建设者深入

贵州省平塘县的山谷，用工匠精神精

雕“ 眼 窝 ”、勾 勒“ 眼 底 ”、密 布“ 神

经”……2016 年 7 月 3 日，随着最后一

块反射面板安装完成，FAST 主体工程

完工。这支团队开创了巨型望远镜建

设的新模式，为大科学工程建设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近日，FAST 总工程师姜鹏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讲述研制团队砥砺奋斗、

攻坚克难的建设历程。

“起步晚就要比
别人走得快一点”

记者：在 FAST 建成前，我国最大的

射电望远镜口径不足 30 米。我们为什

么要做口径 500 米、世界最大的射电望

远镜？

姜鹏：射电望远镜于上世纪 30 年

代 才 被 发 明 出 来 ，发 展 至 今 不 到 百

年。但在这期间，射电天文取得非常

丰 硕 的 成 果 ，极 大 地 拓 展 了 人 类 视

野。我国射电天文学研究起步较晚。

起步晚就要比别人走得快一点，否则

永远赶不上。

通常来讲，射电望远镜口径越大，综

合性能越强，越有可能助力产出重大科

研成果。1994年，南仁东先生回国，决心

建一个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让中国天文学家走在世界射电天文

的最前列。

记者：一下子要做到世界最大，当时

外界看好吗？

姜鹏：当时各种声音都有，有期待更

有质疑，因为难度实在太大了。有人觉

得工程技术难度大，有人认为方案不合

理。我们团队只有把望远镜做出来，才

能回应所有质疑。

记者：建造“世界最大”给团队带来

了哪些困难？

姜鹏：FAST 工作方式比较特殊，其

500 米跨度的索网经常在球面和抛物面

之间变化，拉索的最大工作应力幅达到

500 兆帕，是传统标准的 2.5 倍以上。这

是全世界范围内从未被实现过的钢索疲

劳性能。

记者：您和团队是如何应对这一挑

战的？

姜鹏：我们首先计算出望远镜未来

30 年内的运行轨迹。以这些轨迹为基

础，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力学仿真，计算

出每根钢索在未来 30 年内的应力时程

曲线，进而得到疲劳损伤分布图。

然后，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再把各

类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得出一个

研制目标。瞄准这个目标，我们联系

合适的厂家研制钢索，并不断地对其

进行测试。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从市面上买了

十余根钢索进行疲劳实验，结果没有一

种达到使用要求。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

沉重的打击。我们用了两年时间，经历

近百次失败后，最终和厂家合作研制出

适用于 FAST的成品钢索。

记者：FAST 的调试周期非常长，主

要困难在哪里？

姜鹏：FAST 作为世界一流的射电望

远镜，仅仅“大”是不够的，还必须精准。

在 500 米的结构中，反射面、索网、框架、

接收器，每一部分的位移精度都要控制

在毫米级。要想达到足够精度，需精心

调试测量、控制系统。

举例来说，我们把 FAST 比作眼睛，

吊在反射面上空的馈源舱就是它的瞳

孔。宇宙中的射电信号极其微弱，信号

打到 FAST 反射面上，经过反射，会汇集

到馈源舱。FAST馈源舱的体积很小，重

量只有 30 多吨。世界第二大射电望远

镜阿雷西博望远镜的馈源舱重量是 1000

多吨。馈源舱个头越小，对光路的遮挡

越少，望远镜“看”得越清楚。

但馈源舱被吊在距地面 140 米的高

空，下面是反射面。我们要不断调整反

射面和馈源舱的位置、角度，使它们匹配

得更好，让 FAST 视野更清晰。调试误

差都是以毫米计算的。

经过反复调试，我们慢慢把 FAST

从“近视眼”调到了正常视力。此外，

通过整体联调，FAST 实现了对固定目

标的跟踪，即“天眼”的眼球可以正常

转动了。

记者：除此之外，在 FAST 建造调试

过程中团队还面临哪些困难？

姜鹏：FAST 位于野外山区，在建设

阶段，当地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工作人员

的饮用水、通信、医疗都是大问题。等到

调试阶段，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有了很

大改善。但由于身处偏远山区、与世隔

绝，长期与家人分居两地是我们共同要

面对的问题。

“望远镜不‘休息’
我们就不下班”

记者：您目前所在的 FAST 运行和

发展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有哪些？

姜鹏：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望远镜

日常运行、维护以及落实 FAST 科学委

员会制定的时间分配方案等。

记者：日常运行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姜鹏：最大的挑战是安全问题。我

们不仅要保证望远镜结构、运行的安全，

还要保证包括运行维护人员的安全。

比如，长时间降雨后，望远镜周围山

体是否会掉落岩石、威胁望远镜安全；工

作人员高空检修作业时，人身安全是否

保障到位……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安全问

题，我们应用了很多技术手段，比如无人

机巡检。

记者：FAST 正式运行以来取得累累

硕果。在诸多成果中，哪一项您印象较

深？

姜鹏：印象深的成果有很多。比如，

最近我国科研团队发现了一颗处于双星

系统中的脉冲星。它的轨道周期只有 53

分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轨道周期最短

的脉冲星，而且非常罕见地处于一种类

似“破茧成蝶”的变化过程中。

记者：当时科学家是怎么观测到这

一变化的？

姜鹏：很多人以为，成果是FAST直接

观测所得，其实不然。FAST最初传来的就

是一大堆数据。科学家对这些数据进行细

致研究后，才可能获得一些新发现。

因此，运行望远镜的工作其实非常枯

燥。但 FAST取得的每个成果，都离不开

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细心、耐心的工作。

记者：目前，FAST 年观测时间稳定

在 5300 小时左右，几乎“全年无休”。这

是如何做到的？

姜鹏：首先要保证望远镜的技术性

能，这就靠前面所说的大量日常运行维

护工作。比如，我们要研判贵州野外环

境中复杂的气候，避免望远镜受天气影

响无法观测。

此外，要合理安排工作人员。望远

镜不“休息”我们就不下班，24 小时都有

人现场值班。

同时，我们通过设立奖惩制度，鼓励

大家积极提出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合

理化建议。一旦建议被采纳，我们会给

予提出者奖励。这主要是为了鼓励每个

人认真对待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患于未

然，保证望远镜安全稳定运行。

“常遇到‘山穷
水尽疑无路’的困境”

记者：目前 FAST 运行团队成员的

年龄、专业构成是怎样的？

姜鹏：FAST 运行团队成员中，天文

学专业出身的不多，大多数是工科出

身。目前，团队主力的年龄在 40 岁上

下，是最早参与 FAST 建设、调试的那批

人。同时，近年来也有不少新鲜血液加

入。这些年轻人敢想敢干、勇于实践，慢

慢地也开始在 FAST 运行中发挥中流砥

柱的作用。

记者：着眼未来发展，您认为 FAST

更需要哪类科研人才？

姜鹏：FAST 所需的科研人才要根据

不同研究方向而定。比如，现在我们希

望开展脉冲星时间基准相关研究，那么

就需要从事脉冲星物理研究的人才。除

此之外，我们还希望探索综合孔径阵列，

这就需要精通阵列数据处理技术的人

才。总体来说，FAST所需的科研人才团

队会根据研究方向的变化而更加多元。

记者：FAST 地处偏僻山区，如何引

进、留住优秀人才？

姜鹏：整体来看，我们的人才队伍比

较稳定。除了少数方向外，大部分研究

方向人才储备相对充足。FAST 相关研

究创新性要求很高，从业人员需有深厚

的专业背景和一定的经验。目前，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是培养 FAST 相关人

才的主要机构。

记者：作为大国重器，FAST 备受关

注。从调试到运行，您面对重重压力、挑

战，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姜鹏：在建设和调试过程中，我和团

队成员常遇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

境，感觉快坚持不下去了。一位同事老

哥跟我说，他是靠着情怀坐“冷板凳”，熬

过许多年。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所谓情

怀就是，在找不到理由时，给自己一个坚

持的理由。

记者：着眼 FAST 未来发展，您和团

队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姜鹏：接 下 来 ，我 们 最 重 要 的 工

作，依旧是做好运行，服务好国内外科

学 家 ，争 取 让 FAST 产 出 更 多 重 大 成

果。同时，我们希望进一步完善 FAST

的性能，比如改善分辨率、提升灵敏度

等；提升 FAST 部分关键技术装备的国

产化水平，让 FAST 处在射电天文领域

最前列。

姜鹏：用心守护“中国天眼”

科技日报讯 （记者梁乐）记者 9 月 28 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为加快实施人才强区战略，进一步提升人才服务

水平，新疆近日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才引进政策指引》（以下简称

《指引》）。

《指引》提出，“天池英才”引进计划旨在引进一批能够发挥创新引

领、示范带动作用的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为自治区科技创新、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自治区将给予入选“天池英才”引进计划

的人才 20 万元至 50 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和每年 30 万元到 100 万元的工

作经费资助。

《指引》明确，新疆各地（州、市）采取发放安家费、生活补贴、住房补

贴、购房补贴、购车补贴等方式为引进人才提供生活保障。部分地（州、

市）将在岗位聘用、职称评定等方面加大对引进人才的倾斜力度，给予

引进人才科研经费支持。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对

引进人才申报的科技计划项目予以优先支持，最高给予 2000 万元的科

研项目补助。

新疆发布人才引进政策指引

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郭旗（左）在指导青年科研
人员。 本报记者 梁乐摄

图为被誉为图为被誉为““中国天眼中国天眼””的的500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FAST）。）。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欧东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