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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者奋进者
◎本报记者 何 亮

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孙 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在日前举

办的新时代人才强国论坛 2024 上，北京

市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北京人才发展战

略研究院现场发布了《北京地区人才资

源 统 计 报 告（2023）》（以 下 简 称《报

告》）。《报告》显示，近年来，北京地区人

才资源总量呈现稳定增长态势，高精尖

产业人才集聚效应突出，2023 年北京市

高精尖产业人才总量达 210.6 万人，占全

市人才资源总量的 26.2%。

《报告》全面科学测算了北京人才资

源基础数据，通过人才资源总量、高技能

人才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受高等教育比

例等 6个具体指标，反映北京地区人才资

源特点。纳入统计的包括党政人才、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

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

《报告》显示，北京高精尖产业人才

供给总量呈迅猛增长态势，其中医药健

康、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智慧城市是人

才供给增幅最大的三个产业。区块链、

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医药健康、智能制

造与装备四大产业人才需求增加。

“人才链与产业链良性互动，实现融

合发展，是北京地区人才资源的主要特

征之一。”北京市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

任、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天扬介绍，近年来，北京人才总量、人

才质量持续提高，人才效能稳步增强，人

才红利逐步取代人口红利成为北京高质

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人才引领发展战

略地位日益凸显。

北京高精尖产业人才总量达210.6万人

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的温室大棚，各
类蔬菜长势喜人。不同于传统的蔬菜大棚，这里没有大片土壤，白菜、萝
卜等长在干净整洁的工作台上。这些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
园艺作物研究所副所长、新疆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王浩带领团队
培育的。

多年来王浩带领团队研究无土栽培技术，克服新疆自然环境恶劣等
不利条件，培育高质量蔬菜种苗120余类，参与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模式以
及贮藏加工关键技术，致力于让蔬菜种植不看“老天脸色”。

图为王浩（左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温
室大棚与学生们讨论无土栽培技术。 本报记者 梁乐摄

王浩：让蔬菜种植不看“老天脸色”
“当看到现场灯光、音响、大屏在电

力工作者的保障下正常运转，我的职业

荣誉感油然而生。”时隔 3 年，国网北京

昌平供电公司线缆运检中心配电不停

电作业室班长王月鹏谈起参与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重大活动保电工作，仍激动

不已。

这只是王月鹏参与的重大活动保电

工作之一。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等大型

活动的保电操作现场，都能够看到这位

高压线“手术师”的身影。

“危险”是王月鹏工作的关键词。他要

穿梭于 15米高的电网，和 1万伏高电压等

级的导线“零距离”接触。与危险同行的还

有责任。工作近30年来，王月鹏无数次在

电力作业现场冲锋陷阵、勇挑重担。

前不久，全国总工会公布 2024 年大

国工匠培育对象名单，王月鹏名列其中。

“选择了高危中的高危”

1998 年，王月鹏从技校毕业，开始从

事带电作业工作。

什么是带电作业？王月鹏说，就是

在带电线路和设备上开展安装、检查、维

修等工作。入行第一天，老师傅就告诉

王月鹏：“电力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你

选择了带电作业，就是选择了高危中的

高危。”

师傅的教导，王月鹏牢记在心。他

开始勤学苦练。冬天，为了便于操作，王

月鹏在绝缘服里只穿单薄的衣服，寒风

一吹就透，但他仍坚持在十几米高空中

操作。夏天，王月鹏佩戴的绝缘手套内

温度高达 50 摄氏度，豆大的汗珠从他额

头流下，但他的技术动作仍标准规范。

除此之外，王月鹏还钻研国内外先

进带电作业技术，围绕“卡脖子”难题开

展攻关。其中，他带领团队成员研发的

三种快装线夹及其安装工具填补了国内

J型线夹的技术空白。

“三种快装线夹的研制难点在于金

属材料配比。在研发过程中，我和团队

请教了很多专家，但经过多次实验依旧

没有研制成功，大家一度都想放弃了。

但一想到线夹对带电作业的重要性，我

们还是咬牙坚持下去了。”王月鹏告诉记

者，经过上百次实验，他和团队最终完成

了三种快装线夹及其安装工具的研制工

作。

不仅如此，王月鹏还和团队完成了

“配电线路带电作业绝缘引流线支架”等

研发项目，获得专利 19项。

“让工匠精神薪火相传”

在王月鹏看来，个人的成功不是终

点，团队的成长才是目标。

“带电作业是一份需要团队协作才

能完成的工作。”王月鹏说，“我不仅要

自 己 刻 苦 钻 研 技 术 ，还 要 使 团 队 的 整

体 实 力 得 到 提 升 ，让 工 匠 精 神 薪 火 相

传。”

王月鹏是 2024年第十五届全国电力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配电带电作业参赛队

伍的总教练。

在培训现场，他对参赛队员严格要

求 ，“ 再 快 1 分 钟 ”是 他 的 口 头 禅 。 有

时，队员反映不能再快了，王月鹏就会

自 己 上 去 示 范 。“ 我 40 多 岁 了 都 能 办

到，你们 20 多岁体能好，应该更快。”王

月鹏说。

在王月鹏的严格要求下，这支队伍

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团体比赛一等奖。

“ 要 成 为 一 名 合 格 的 带 电 作 业 人

员，要先从最基本的技能‘爬杆’练起。”

这是王月鹏对徒弟杜炳超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

从当师傅的第一天起，王月鹏便将

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杜炳超。在师傅

的指导下，杜炳超获得 2018 年配网不停

电技能竞赛二等奖。如今，杜炳超已经

成为班组技术骨干。

“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带电

作业技能，还有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杜炳超说。

不只是杜炳超，王月鹏还与多名年

轻 职 工 签 订 师 徒 合 同 ，向 他 们 传 授 专

业 技 能 知 识 。 如 今 ，王 月 鹏 已 培 养 出

配电线路高级技师 8 人、配电线路技师

32 人。

王月鹏：万伏高压线上的“手术师”

隆冬时节，浙江省宁波轨道交通 6号

线市郊出入段线地下 15米，一条钢铁“长

龙”正在加速掘进。

这台大型装备是“阳明号”类矩形

盾构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轨道交通集团”）首

席 专 家 、高 级 工 程 师 黄 毅 及 其 团 队 用

时 仅 9 个 月 ，就 造 出 这 台 我 国 自 主 研

发 、世 界 上 隧 道 断 面 利 用 率 最 高 的 类

矩形盾构机。10 年来，他们不断对其

迭代升级，获得 42 项国内外专利、4 项

省 部 级 科 技 进 步 奖 ，填 补 多 项 国 内 技

术空白。

坚定研发信念

2012 年，黄毅获得上海同济大学土

木工程博士学位，入职宁波轨道交通集

团。当时，公司里有博士学位的员工不

多，黄毅被大家称为“黄博”。与其他工

程师不同，黄毅非常喜欢跑工地，在施工

现场跟着前辈学习。

“我们搞工程的，整天在办公室可不

行，要把技术成果带到工程中。”黄毅说。

2015年，黄毅接到一个艰巨的任务——

参与宁波轨道交通 4 号线顶层设计，并

在一年半内完成该线路区间隧道建造

工作。

宁波轨道交通 4号线，起于宁波市江

北区慈城镇，止于鄞州区东钱湖。其部

分隧道穿过老城区，沿线民房密集。如

果采用传统两条圆形隧道盾构施工方

案，大量拆迁不可避免。

如何安全穿过老城区，成了一道难

题。当时，负责施工的上海隧道工程有限

公司给出了方案：采用双圆盾构机掘进。

一个星期后，该方案被推翻。因为

测算结果显示，采用双圆盾构机掘进，会

使宁波软土地层地面产生较大沉降。于

是，宁波轨道交通集团决定采用当时国

际最先进的异形盾构技术。此时，距离

项目开工不足 1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研制出符合施工要求的异形盾构机，几

乎不可能。

关键时刻，黄毅临危受命。曾有人

劝黄毅慎重，万一研制失败得不偿失。

但他没想那么多，接下了研制任务，并

被公司派至当时盾构技术先进的日本

学习。

不过，这次学习经历并不愉快。黄

毅回忆，日方不允许他们看盾构机组装

过程或参与盾构机施工演示。

“我们经历过好几回这种事，虽然心

里憋屈，但没有办法。”黄毅感叹，“核心

技术是买不来的。”

回国后，黄毅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发

出中国人自己的异形盾构机。

破解外形难题

选择什么样的盾构机外形是研制过

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

施工单位建议，将盾构机做成矩形，

黄毅没有采纳。“若采用这个方案，会增

加盾构机掘进的风险。”他说。

彼时，黄毅与团队成员经过多轮可

行性论证后发现，包括矩形盾构在内的

众多现有技术都不适用于宁波轨道交通

4号线施工。

“能否考虑椭圆形盾构结构？用 4段

不同弧度的曲线，拼接成横放的鸭蛋形

状。这种类矩形结构受力更合理、抗压

能力更强。”黄毅说。

在 众 人 一 筹 莫 展 时 ，黄 毅 提 出 了

类 矩 形 盾 构 技 术 方 案 ，并 最 终 通 过 了

验证。

“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哪怕承

担巨大的风险。”黄毅回忆。

2015 年 9 月，拼装完成的类矩形盾

构机进行第一次整机调试试验。试验

成功后，在场所有人欢呼，黄毅却惊出

一身冷汗。

在掘进试验中，类矩形盾构机刀盘

连杆处出现了近一公分的裂痕。现在回

想起来，黄毅依旧后怕。

“如果试验时间再长一点，连杆必定

被拉断，整个盾构机的刀盘体系可能全

部报废。”黄毅说。

试验结束，黄毅带领团队分析裂痕

出现原因，进一步完善类矩形盾构机的

刀盘设计。“出现问题不可怕，问题一直

没被发现才可怕。”他说。

此后，他们全力以赴，仅用 9 个月就

造出世界上首台最大断面的类矩形盾构

机，宁波市将其命名为“阳明号”。

持续改进升级

作为全新的技术装备，“阳明号”从

出厂到规模化应用，需要通过初试和中

试。为确保万无一失，黄毅和团队成员

整整一年吃住都在工地上，在宁波轨道

交通 3 号线高塘桥出入段线施工现场

完成了试验。

2017年 4月，“阳明号”类矩形盾构机

进入宁波轨道交通 4 号线施工现场。黄

毅带领团队用它一气呵成打通了位于宁

波轨道交通 4 号线翠柏里站至双东路站

的超窄地下段，且不拆房不扰民。

此外，自“阳明号”类矩形盾构机问世

后，黄毅与团队成员不断对它进行迭代，

使其从 1.0版升级到 5.0版，掘进速度由原

来的每天2米至3米提高至如今的10米。

前不久，整个团队移师宁波轨道交

通 8号线。

在宁波轨道交通 8 号线丽园南路站

存车线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为抢工期决

定让单圆盾构机与“阳明号”类矩形盾

构机同步相向掘进。但这种施工方式

可能导致盾构轴线出现偏差，影响施工

安全。模拟计算结果显示，偏差可能超

过 12 厘米。

当众人认为要纠偏 12 厘米施工时，

黄毅却说，纠偏 3厘米即可。“这个纠偏数

值远低于测算估值，大家将信将疑。”宁

波轨道交通集团盾构部工程师刘腾说，

最终在实际操作中，黄毅的方案解决了

盾构轴线偏差问题。大家喜出望外，对

黄毅叹服不已。

“所有的计算结果都是参考，工程师

要根据现场情况和经验作出合理判断。”

黄毅说。

黄毅介绍，目前他和团队正在进行“阳

明号”类矩形盾构机6.0版的迭代工作。

采访中，回忆攻克技术难题的艰辛，

黄毅很平静，语气中透着坚定。“没有团

队的默契配合，项目就不可能推进得如

此顺利。最难忘的就是和团队成员一起

并肩作战的时刻。未来，我们将为实现

装备中国造继续‘掘进’。”他说。

黄毅：十年磨一“盾”

黄毅（中）在类矩形盾构作业面与工作人员交流。 受访者供图

误打误撞，周晓亮这样形容自己与科普结缘。

今年 40 岁的周晓亮是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

学与工程学院工程师。不久前，他凭借突出的科

普成绩入选 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周晓亮与科普的缘分始于 2018年。

那时，他来到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

实验室（以下简称“北交大物理实验室”）担任工程

师，主要工作是给本科生上实验课。

周晓亮以为这是一份单纯的技术工作，但没

想到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做科普。

“说实话，刚开始时我觉得比较有负担，因

为 要 参 与 校 内 外 许 多 科 普 活 动 ，工 作 量 并 不

小。”周晓亮说，“不过，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

那就踏实干。”

在实验室前辈的带领下，周晓亮这个科普“新

兵”，开始思考怎么做科普。

在摸索过程中，周晓亮逐渐认识到科普的意

义。“大学生可以通过做科普施展所学，老师可以

通过科普引导学生思考、辅助教学。大众则能够

通过科普获取知识、培养科学思维。”周晓亮说，他

逐渐对做科普这件事有了兴趣。

让周晓亮最难忘的，是把科技志愿服务送

到我国西部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

沁左翼后旗，周晓亮和团队成员参与援建科普

探索馆、给当地师生讲解科学知识；在新疆师范

大学等西部院校，他们参与建设用于科普的虚

拟教研室……“科技志愿服务让我和团队走出

校园，走向祖国边疆。”周晓亮说，这一路他收获

满满。

除了参与科技志愿服务，近年来周晓亮和团

队成员还频频在“多 YOUNG 科学夜”“天宫课

堂”“超级科学晚”等线上知名科普活动亮相。他

们为这些科普活动提供技术支持，播撒热爱科学

的“种子”。

截至目前，周晓亮已经累计提供科技志愿服

务约 2000 个小时。经北京市科协推荐，周晓亮被

评为中国科协 2023年度科技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周晓亮说：“能取

得这些成绩，离不开团队的支持。”

“北交大物理实验室有优良的传统。在北京

交通大学，理学院教授王玉凤、物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副教授陈征都对教学和科普充满热情，毫不计

较眼前得失。年过八旬的王玉凤老师依旧指导学

生，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和团队成员。”周晓亮说。

经过周晓亮和团队的不懈努力，北交大物理实验室被评为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首批北京市中小学生实验实践课程基地。

“做科普，有意义、有意思、有前途。”周晓亮说，“我很幸运，赶上了做

科普的好时代。”

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开展科普专业

职称评审、修订科学技术普及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推

动科普事业发展。“站在科普的浪潮上，我们做科普更有信心、底气、动

力。”周晓亮说。

正值寒假，周晓亮和团队依旧十分忙碌，筹办科普展览、撰写科普书

籍、开发科普课程、为科普节目提供技术支撑……从科普“新兵”到科普

“能手”，在科普之路上，周晓亮步履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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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亮（左三）在为小学生讲解实验原理。 受访者供图

王月鹏（右）向徒弟讲解带电作业工具的使用方法。 刘小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