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双杰，中国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

家、总工程师，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从事青藏

高原冻土工程研究 40 余

年，主持设计了世界首条

高海拔多年冻土区高速

公路，研究成果被广泛应

用于多年冻土地区公路、

铁路、机场等重大项目。

人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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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汪双杰，感觉他像一名战士，

眼神坚毅，言语朴素，说起话来铿锵有

力，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韧劲。这股韧

劲支撑他在高原上走了 40 余年。如

今的他，已经是一名冻土工程领域的

“老兵”了。

第一次上高原，汪双杰饱受折磨，

甚至错过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

在经受高原的洗礼后，他很快爱上了高

原，“两路”精神融入了他的生命，成为

他坚守高原的信念源泉。

汪双杰不是没有面对过诱惑。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改革开放步伐加

快，许多西部人才去了东南沿海发达地

区发展。也有不少单位给汪双杰开出

高薪，聘请他到东部地区工作。但他最

终还是选择留下来，把自己认准的高原

之路走下去。

汪双杰想得很简单。“这件事情总

要有人做，我不做也要有别人做。既然

我做了，就要做好它。”他说。

40多年来，汪双杰走过进出藏区的

每条国道，参与了青藏高原上几乎所有

公路的勘察设计，全面掌握了高原冻土

公路的病害机理。

如今，年过六旬的汪双杰因高原反

应强烈，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上高原。

但只要工作需要，他仍然义无反顾。“我

愿此生奉献高原，当好冻土研究‘铺路

石’。”他说。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都 芃

人 才
T A L E N T

5责任编辑 许 茜 邮箱 xuqian@stdaily.com

2024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一

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记者 11 月 29 日从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获悉，为保障培训补贴资金安全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湖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了《湖南省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补贴标准、补贴调整机制等

内容。

《办法》提出，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且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的人员，均

可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可享受补贴的人员包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等。

根据《办法》，湖南拟对现代化产业重点职业、吸纳和稳定就业重点类职

业以及农村技能人才培养重点类职业的从业者，根据不同的职业水平，分 5

档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次最低 800元、最高 3500元。

针对补贴调整机制，《办法》明确，每年职业培训补贴标准在前一年的现

行标准基础上按比例上调 5%。由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确定的技

能类紧缺职业的从业者，其培训补贴标准按现行标准上浮 10%执行。

湖南出台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法

科技日报讯（记者梁乐）记者 11月 29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强区发展战略，充分利用高

层次人才资源，新疆日前出台《鼓励高层次人才服务企业十条支持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从经费支持、人才培养、人才评价等方面为高层次人才到企

业发展提供支持。

根据《措施》，新疆对企业新设立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给予

50 万元奖补支持；对新设立的自治区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给予 30

万元奖补支持；对新设立的专家服务基地，给予 10 万元经费支持。新疆

鼓励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积极设立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推动建设企业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

深度融合。

《措施》明确，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重点领域，新疆将编制发布人才需

求目录，引导人才向重点产业企业集聚流动。相关单位将对引才成效显著

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不超过 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入

选“天池英才”引进计划青年博士项目的人才，每人给予 20万元一次性生活

补助和每年最高 30 万元工作经费支持（不含在职博士后），连续支持三年

（博士后支持期两年）。放宽企业博士后进站年龄至 40周岁。

新疆推出十项举措

支持高层次人才服务企业

科技日报讯 （杨文俊 记者赵向南）在前不久落幕的第八届全国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上，山西代表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山西省总工会获得

最佳组织奖。据悉，山西省总工会逐步构建了以省级大赛为引领，各市和省

级产业工会竞赛为主体，企事业单位竞赛为基础的三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体系，全省每年开展 2000场次技能竞赛。

近年来，为提升广大职工技能水平，山西省不断参与举办大型职业

技能赛事，搭“舞台”让高技能人才出彩。山西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部

长韩小燕介绍，山西省总工会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牵引，以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为核心，推动行行设赛场、行行比创新；同时，多元化开展

技能培训，集群化打造职工创新工作室，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的“传帮

带”作用。

太原市总工会连续 4年开展全市百万职工“聚焦‘六新’助力转型”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累计参赛职工达 270余万人次，记功奖励 1510人。

除此之外，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山西省内多部门参与举办“五

小”（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竞赛活动。10 年来，山西省

“五小”竞赛活动参与人次达 3281.49万，产出创新成果 81.13万项，创造经济

效益 570亿元。

山西构建

三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在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一建筑工地，技师（左一）向工人们讲解扎筋技
巧。 新华社记者 周勉摄

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的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选手在修复文
物。 新华社记者 刘金海摄

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出

发，一路向西南方向行驶，有一条全长

635公里、直达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高速公

路。它是被誉为“国际冻土工程新的里

程碑”的青海共玉高速公路，也是青藏高

原多年冻土区首条高速公路。

主持设计这条高速公路的是中国交

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总工程

师汪双杰。今年他凭借在冻土工程领域

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获得第十五届光华

工程科技奖。

日前，汪双杰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讲述了他 40 余年扎根高原、甘当冻

土研究“铺路石”的艰辛历程。

“有义务为国家
发展做些事情”

记者：您最初是怎样与冻土工程结

缘的？

汪双杰：1983年，我从西安公路学院

（现长安大学）公路工程专业毕业，被分

配到原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担任

技术员。次年春天，我被单位派去喀喇

昆仑山，勘察设计一条位于海拔 4700

米、多年冻土区的边防公路。这是我第

一次接触冻土。

记者：您从平原地区来到高海拔地

区，有没有感到不适应？

汪双杰：我之前从来没去过高原，一

上高原就开始头疼。当时，我以为只是

普通感冒，后来才知道是高原反应，过了

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高原条件很艰

苦。白天超强的紫外线晒得人脸、手脱

皮，晚上睡在帆布帐篷里，甚至连基本的

饮用水都没有，只能用铁皮桶打雪水回

来，融化以后喝。我还落下了鼻炎的病

根，因为每天都在灰尘中作业，鼻子怎么

洗也洗不干净。

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在施工现

场坚守了一年多，顺利完成了单位交给

的任务。

记者：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职业生

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汪双杰：可以说，那次经历给我的整

个职业生涯奠定了基调。当时，我们看

到高原上部分公路没有路基，砂石路面

都不多，交通状况比较落后。为了修建

公路，一批解放军战士长期驻扎在高

原。这群年轻的战士和我们年龄相仿，

但他们肩负着非常重的任务，没日没夜

地抢工期。从他们身上，我第一次深刻

感受到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两路”精

神，备受鼓舞，也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

人。国家培养了我，我具备这个能力，就

有义务为国家发展做些事情。后来我就

选择扎根高原、钻研冻土。

记者：您真正开始深入研究冻土是

从哪项工程开始？

汪双杰：那就不得不提青藏公路工

程了。20 世纪 50 年代，青藏公路通车，

成为当时最便利的进藏通道。不过随

着使用时间增加，公路下部分冻土开始

融化，致使公路大面积坍塌。尤其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为了硬化路面，公路

大面积铺设了沥青。沥青路面就像太

阳板一样，吸收大量热，进一步加剧下

层冻土融化，导致路面、路基坍塌更为

严重。围绕青藏公路冻土的这一系列

问题，我所在团队开展了大量冻土监测

和病害调查，获得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

资料，为长期研究冻土变化规律提供了

重要数据。后来，这些数据资料为解决

青藏铁路建设中遇到的冻土难题也提

供了重要参考。

“只能从零开始、
白手起家”

记者：共玉高速公路是青藏高原多

年冻土区首条高速公路。它的冻土问题

和青藏公路相比，有哪些不同？

汪双杰：在解决青藏公路的冻土问

题时，我们主要针对已经出现的冻土危

害，找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在可接受的

成本内，最大限度延长道路的寿命。而

共玉高速公路是一条全新的高原公路，

我们在建设前就要充分考虑各类可能

出现的冻土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

行预防。

记者：在共玉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

您和团队遇到了哪些技术难点？

汪双杰：首先，作为一条高速公路，

共玉高速公路具有“宽、厚、黑”的特点。

其路基宽度较大，超过 24.5米，而路基越

宽吸热越多。它的路面厚度约是普通公

路的 3 倍，而路面越厚越不易散热。同

时，共玉高速公路路面铺筑大量沥青，黑

色路面强吸热、高储热。

除此之外，共玉高速公路位于冻土

退化严重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我

们要尽可能减少施工对区域生态环境的

影响。除了研究当地自然条件，我们还

必须考虑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整条公

路地基未来的能量平衡问题。

记者：当时，国际上有先例供借鉴

吗？

汪双杰：我们一无资料可考，二无经

验可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多

年冻土层大都在高纬度，冻土相对稳定，

且大多数地区人烟稀少，因此这些国家

没有修筑高等级公路的需求和先例。我

们只能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记者：您和团队成员是怎样解决上

述难题的？

汪双杰：想解决好可能遇到的种种

问题，就要彻底搞清楚冻土区公路出现

地基大融沉的机制、原理。我们围绕相

关问题，搭建起当时全球最大的室内模

型，再将从模型得到的数据拿到现场验

证，并基于相关数据总结出了一套参数

体系，然后通过反复试验、模拟，摸清体

系中的关键参数，最终建立起一个冻土

工程的能量平衡理论体系。

有了这个理论体系，我们就可以计

算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高速公路路

基和路面吸热、导热情况，掌握其热量传

递规律，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一整套工

程施工技术。

记者：具体有哪些创新性技术应用？

汪双杰：我们在建设过程中采用了

通风换气、隔离遮盖、热量传导等技术。

比如，为了让冷空气带走路基内的热量，

我们在部分路段的路基结构体内埋设了

直径不等的通风管。此外，我们利用新

技术，用块石堆积出部分路段的路基，以

保证良好的通风散热效果，维持冻土层

的冻结状态。

记者：从 青 藏 公 路 到 共 玉 高 速 公

路，您和团队在冻土研究方面取得了哪

些进步？

汪双杰：具体来说，我们从了解冻

土危害现象到掌握冻土危害机理，从被

动处理冻土危害到主动防控，从掌握基

本应对冻土的技术方法到建立完整理

论体系。可以说，随着共玉高速公路的

建成，我国冻土区公路施工技术也实现

了迭代。

记者：共玉高速公路在国际冻土工

程领域处于什么水平？

汪双杰：在建设工期短、投资有限的

情况下，这条高速公路能够顺利建成，许

多国际冻土工程专家觉得难以置信。他

们在实地考察后都被我们的成果折服

了。共玉高速公路被国际冻土工程界誉

为“国际冻土工程新的里程碑”，可以算

是冻土工程中的“喜马拉雅”了。

“用‘两路’精神
引导年轻人成长”

记者：您参与了哪些冻土工程领域

人才培养工作？

汪双杰：近几年，我们培养了一批年

轻的冻土科研人才，建设了中国公路冻

土工程的人才集群和梯队。我先后主导

创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道路工程安全

与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年冻土区

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

验室等科研机构，为人才发展搭建平

台。目前，我们团队总人数约为 170 人，

其中 60%是青年人才。

记者：您被誉为我国冻土工程领域

第二代领军人才。目前第三代人才成长

状况如何？

汪双杰：我国冻土工程领域第三代

人才年龄普遍在 40 岁左右。他们大多

参与过我国不同阶段的冻土工程研究，

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在实际工

程中成长起来的。除此之外，他们和我

们当年从头摸索、白手起家不同，如今相

关研究体系已经较为完善，因此成长速

度非常快。

记者：冻土工程一般位于高寒、高海

拔地区，工作条件艰苦。您认为如何才

能留住冻土工程的高素质人才？

汪双杰：冻土项目进行时，研究人员

通常要驻扎在施工现场大半年，确实很

艰苦。我经常跟团队里年轻人说，苦能

锻炼人也能考验人，搞冻土研究先得过

吃苦这一关。所以对于培养冻土领域人

才，知识技术传授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精神信念方面的教育。

我在与青年科研人员的相处中，格

外注重培养他们的奉献精神，用“两路”

精神引导年轻人成长。我经常对他们

讲，要认准一个方向，打一口深井。我希

望他们把冻土工程作为一项事业，投身

其中，为之奉献。

除此以外，我认为相关部门要为人

才成长创造更优质的条件，例如畅通上

升通道、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福利待遇等。

记者：您觉得应该如何高效培养工

程类青年人才？

汪双杰：工 程 最 终 是 奔 着 解 决 实

际问题去的，工程类人才必须深入一

线才能成长。一有工程开建，我就让

年轻人参与其中，使他们有上手的机

会。否则理论和模型做得再好、再精

细，碰到大尺度工程，还是会有许多问

题无法解决。

记者：目前，冻土工程领域最需要哪

类人才？

汪双杰：我认为目前最需要复合型

人才。冻土工程涉及很多学科。我们大

量的工作基于数学建模，需要研究人员

具有较好的数学功底。而在建设过程

中，我们还常会遇到流体力学、空气动力

学、传热学等领域的问题，需要从业人才

有深厚的物理学基础。此外，高原地区

应用的建筑材料和平原地区用的有所不

同，这需要研究人员掌握与材料相关的

物理和化学知识。我们实验室目前正在

大力培养这类人才。

记者：接下来，您和团队希望在哪些

方面进行突破？

汪双杰：我 们 希 望 能 够 最 终 打 通

京藏高速。目前，京藏高速还有最后

一 段 ——从青海格尔木到西藏那曲的

路段没有打通。京藏高速是国家高速公

路网的“收官之作”，我相信它一定能够

建成。

除此以外，我们还希望把我国先进

的冻土工程技术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

甚至极地地区，让中国的冻土工程造福

世界人民。

汪双杰：当好冻土研究“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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