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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界里的大国匠心
■新华社记者 王丽 欧东衢 向定杰

一滴水里观沧海，一粒沙中看世界。
从“中国天眼”上的一根钢索，到铺就

贵州“高速平原”的一粒砂石；从擎天高桥
上的一条主缆，到探月飞天里的一根“麻
花针”，重大工程成败的关键，往往取决于
关键小构件上的突破与创新。

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劳动者们攻坚克
难、精益求精，以大国匠心服务国家战略、
助力中国创造，也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
让“一粒砂”筑就了通江达海之路，“一条
缆”拉起了数项世界之最、“一根针”连接
了探月飞天之梦……

“一粒砂”筑就通江达海路

遵义，巍峨的娄山关。1935年，红军
长征时在这里取得大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如今，黔北第一险要之地，一场新的攻坚
战，正在继续。

全长 118 公里，桥隧比达 71.7%的兰
州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重庆至遵义段（贵
州境）扩容工程（简称重遵扩容项目），要
从层峦叠嶂的大娄山中穿过。

连日来，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全长
约10.5公里的桐梓隧道进入最后施工阶
段，路面铺装与机电、绿化同步进行。

要让这个贵州高速公路第一长隧早
日竣工，材料的供应保障至关重要。

来到重遵扩容项目路面23标的沥青
搅拌站，一辆辆运输机制砂的货车不时进
入，这些集料来自附近桐梓县黄莲乡一处
砂厂。

厂棚里，集料分7种规格大小依次堆
放。重遵扩容项目 Z1 试验室主任、遵义
交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邹智
良说，集料只有抽样检验合格后才能进
场。

“我们生产机制砂的原料大多是石灰
岩。”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重遵扩
容项目办主任蒋亮说，贵州属于喀斯特地
貌，石灰岩比较多，就地就近取材大幅降
低了建设成本。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贵州山高谷深，不具备河砂资源，以前要

支撑工程建设，需到重庆、湖南、广西甚至
远赴马来西亚购买河砂，运输成本高昂。

为克服材料瓶颈，当地的建设者、工
程师们经过长达 20 年的技术攻坚，研究
出独特的机制砂生产工艺，将山石研磨改
性，达到与河砂相媲美的细腻与坚韧，大
幅降低建造成本并推动形成新的行业标
准。

阻隔贵州的茫茫石山，变成建桥铺路
的不竭原料。

“我们测算过，比如到广西购买，河砂
运输成本每方要达到350多块钱，而我们
自制的机制砂，它的开采、就近运输等成
本加起来，每方只需要 50 块钱。”贵州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石大为说，
这项技术创新，为贵州工程建设节约了数
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成本。

“机制砂应用是我们工程建设的一条
生命线。”蒋亮说，当地能大规模的建设高
速公路，机制砂的应用功不可没。近年
来，逢山开隧、遇水架桥，贵州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超8000公里，已建和在建桥梁近3
万座，原本千沟万壑的高原变成了“高速
平原”。

“一条缆”拉起数项世界之最

从“三线建设”时期一路走来，贵州钢
绳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专注钢丝绳的研究
和开发。走进斑驳的厂房，热火朝天的生
产景象扑面而来，缠绕在工字轮上的各类
成品等待装车运走。

来到被爬山虎包裹的老办公楼内，陈
列室内墙上贴着“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等荣誉。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成宇
说，他们的产品优势主要在特粗、特长、特
殊结构等方面。

以桥梁应用为例，悬索桥的主缆、吊
索，斜拉桥的斜拉索，以及建桥用到的一
些施工索、猫道索、承载索，都有贵州钢绳
的身影。正在建设、预计 2025 年竣工后
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桥的花江峡谷大桥是
一座悬索桥，其吊索就采用了他们研制的
密封钢丝绳。

“一年多时间，我们通过脉冲疲劳试

验、抗弯试验等数据论证，最后经过专家
鉴定，这个产品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张
成宇说，这项“高强度镀锌铝稀土合金密
封钢丝绳吊索”入选贵州省 2022 年度十
大科技创新成果。

同样在钢索上下足工夫的，还有“中
国天眼”FAST的科学家们。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其建造
突破了传统射电望远镜的百米工程极限，
可谁能想到，建设过程中，因为钢索的问
题，险些让大国重器搁浅。

“如果问题不解决，整个望远镜建设
就得停滞。”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
副主任、总工程师姜鹏回忆，“中国天眼”
反射面板虽只有1毫米厚，也要使用2000
多吨铝合金，其索网结构在世界范围来
看，也是跨度最大、精度最高、工作方式最
特殊，对抗疲劳性能的要求极高，此前的
钢索都难堪重任。

姜鹏带着一帮青年人，进行了大量索
疲劳试验。近百次失败，终于研制出超高
强度、抗反复拉伸的钢索，其首创主动变
形反射面，使望远镜覆盖40度天顶角，成
功支撑起“中国天眼”的“视网膜”。

“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向全球工程
界贡献了大科学工程的中国经验和创新
实践：6根钢索控制的30吨馈源舱，可以
在140米高空、206米的尺度范围内实时
定位；超高耐疲劳钢索在200万次循环加
载条件下可达500MPa应力幅，国际上尚
无先例。

目前，“中国天眼”已发布多个重要成
果，包括发现 740 余颗新脉冲星、发现首
例持续活跃重复快速射电暴、发现迄今宇
宙最大原子气体结构等，多篇研究结果发
表在《科学》《自然》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上。

“一根针”连接探月飞天之梦

谁也想不到，“形似麻花辫、细如头发
丝”的“麻花针”广泛用于探月工程、国产
大飞机等航空航天领域。

“麻花针”学名“绞线式弹性毫微型插
针”，是高端电子元器件主要的连接器配

件。
走进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自动化生产车间，一排排自动化生产设备
正繁忙作业，经过绕线、点焊等工序，一根
长约 1 厘米、直径 0.2 毫米的“麻花针”便
被制造出来，一旁的屏幕上，生产数量、质
量状况等数据实时更新着。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跃轩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麻
花针”主要依赖进口。20世纪90年代中
期后，公司开始小批量生产0.4毫米的“麻
花针”产品，进入2000年后，历经不断自
主研发，直径0.2毫米、更为精细的“麻花
针”终于诞生了。

近年来，随着技术水平提高，过去要
靠工人用肉眼进行手工焊接的“麻花针”
实现了智能化、高端化生产。通过数字化
改造，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极大提
高。

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转变天地宽。
王跃轩表示，为更好适应时代发展、提升
自身竞争力，公司持续做好产品研发和市
场开发，一直坚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
新、管理创新。

千万锤成一器、为国争光的还有贵州
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司。围绕一颗小小
的螺母，总工艺师、研究所所长余绍伟带
领团队做了上万次图纸修改，反复验证终
于研发出供航天用的自锁螺母。

“在大家看来，一颗小小的螺母也许
看着并不起眼，但为了研究它耐高温、高
强度、轻量化的效果，从之前配合度误差
1%到 2%，到最后实现百分之百的契合
度，我们花了九年的时间去打磨钻研它。”
余绍伟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以前这种螺母主要依赖进
口，价格高、生产周期长、供应不及时。为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工程师们刻苦钻研，
一次次细微调整最终取得成功。“看到我
们研发的产品飞向蓝天，我感到骄傲和自
豪！”余绍伟说。

微视界里有大乾坤。正是“大国工
匠”们在“微世界”里的踔厉奋发、接续奋
斗，才有了一个个大国重器，让一个个伟
大的梦想成为现实。 （新华社贵阳电）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着约900年历史的江
西婺源县思口镇延村，延续着农耕生活的节奏。这
座传统村落所特有的田园风光与徽州文化，吸引英
国小伙爱德华和他的中国妻子廖敏欣在此“认养”
古宅并定居下来。

“这里绿树成荫、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非常漂
亮，是我想象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样子。”爱德华说。
让爱德华夫妇感到惋惜的是，一些古村落由于年久
失修，部分徽派古建筑损坏严重。

“有些古民居的厨房、后墙都塌了，如果就这么
消失了非常可惜。”廖敏欣说，在探访了十多个古村
落后，2015年两人决定在婺源“认养”一栋古宅，爱
德华成为婺源县第一个“认养”古宅的外国人。

婺源县有传统村落30个，历史遗迹、明清古建筑
遍布乡野。2012年6月，《婺源县古村落、历史文化名
村、古建筑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当地在具体实践
中探索形成鼓励社会认养、整体搬迁、异地安置等一
批古村落古建筑保护开发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古村落
古建筑县、乡、村三级保护和监督管理机制。

记者走进这处清代徽派古宅，入眼即是一座花
园，鲜花竞相绽放。青砖黛瓦的徽派古宅、精美的
木雕，与西式壁炉、长条形的木质吧台、小黑板上手
写的中英文菜单一起，相得益彰、搭配协调。

廖敏欣告诉记者，古宅修复前，这处有着距今
200多年历史、令他们一见倾心的清代古宅长期失
修，老宅后堂等附属建筑已倒塌，砖、木、石“徽雕”
等大部分构件损坏严重。

“古宅从外面看很美，但没有通电和通风，特别阴
暗潮湿，当时已不能住人，搬家时楼梯都塌了。”廖敏
欣说，为还原古宅历史风貌，他们聘请了“婺源三雕”
传承人俞友鸿，打造出融合中英文化风格的民宿。所
有的公共空间修旧如旧，房间内则偏现代风格。

山水情长，时光悄悄流走，爱德华夫妇的两个
孩子在古村里出生、成长，2021年，他们精心设计的民宿投入营业。

“古宅民宿架起了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前来入住的游客中近
九成是外国人，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中国传统村落和传统文化的美
好，同时了解了婺源、江西等更广地域的人文风俗。”廖敏欣说。

为活化利用古建民居，留住徽韵“乡愁”，2022年，作为古徽州
“一府六县”之一的江西婺源县对外发布14栋历史古建筑的名称、
地址、建筑面积、历史年代、结构类型等信息，向全球招募“保护
人”。在认养的过程中，当地住建部门会对认养人的改造和装修方
案进行审核，以保护其原有风貌和相关建筑结构。

对于尝试“唤醒”古宅的人们来说，每栋古宅的修复和再利用都
是漫长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第一个“认养”婺源古民居的九思堂
负责人吴志轩说，只做到保护，对于一栋古宅来说远远不够。一栋
古宅所有的不仅仅是建筑层面，更多的是文化层面，比如过去人们
的生活艺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这些才构成了完整的古宅概念。

婺源县文广新旅局副局长陶开伟介绍，近年来，婺源县设立
2000万元专项资金，并出台《婺源县民宿产业扶持办法》等文件，引
导全县民宿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目前，全县精品民宿发展到800
余家，形成了3个百栋以上的古宅民宿村。数据显示，到婺源体验
民宿的游客人均停留2.5天，日均消费1300元，间接带动2万余人
就业，民宿体验游成为婺源旅游经济新亮点。

“我们将整合利用资源，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传统村落保
护、古建筑保护，继续开展生态价值转化工作，探索传统村落、古建
筑活化利用新路径。”陶开伟说。 （新华社南昌电）

从专用到共享，公交专用道优化改革即将开始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鲁畅 王阳 魏一骏 张骁

公安部近日宣布，优化城市公交专用
道管理改革措施将于6月1日起实施，该
措施包括优化公交专用道专用时段，允许
部分社会车辆使用公交专用道等。

全国公交专用道总长度已超过1.8万
公里。从专用到共享，背后是什么考量？
如何实现更科学、精准、高效的优化？怎
么做好公交专用道优化后的管理配套？
新华社记者进行了采访调研。

适时回应关切

4月，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早高峰。北
京南三环西路，内环方向车辆因前方事故
造成拥堵严重、走走停停，最右侧公交车
道却车辆稀少。记者观察，7时36分，一
辆300（内）路公交车驶过，随后七八分钟
内未再有公交车经过。

国内第一条公交专用道于1997年6月
在北京长安街启用。多年来，公交专用道在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推
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公交专用道平均
运送速度为44.45公里每小时，专用道启用
前则为25.1公里每小时，提速77.1%。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划的调整，私家
车保有量的攀升，轨道交通、共享单车、网
约车等其他交通方式飞速发展，地面公交
客流出现了下降趋势，公交专用道使用效

率也相应下降，各地不同程度存在利用率
低的问题。

一些地方市民反映：早晚高峰，社会
车辆拥堵，而一些公交专用道车辆稀少；
有的公交专用道限行时间设置不甚合理，
24 小时公交专用道利用率较低；双休日
和节假日依旧保持限行……

“公众对提高公交专用道效率的诉
求，表达了对交通精细化治理的需求。”北
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认为，提高
专用道利用率是大势所趋。

在 4 月初召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
上，公安部交管局局长李江平指出，实践
中一些城市公交专用道管理不够精细，存
在公交专用道与公交运行线路不匹配、专
用时段与公交运行高峰不契合、个别专用
道利用率低等问题。“为回应人民群众关
切，改进管理优化服务，公安部推出优化
城市公交专用道管理的改革措施。”

探索适时适度开放

近些年，在不影响公交车辆正常通行
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开始探索优化措施。

2017 年开始，济南结合道路实际情
况，科学调整公交专用道的专用时段，节
假日允许社会车辆通行，设置公交借道保
障高峰期班车、校车等大运力车辆通行
等。据统计，调整后，早晚高峰时段公交

车出行率平均提高约20%，平峰时段公交
车出行率平均提高约35%，公交分担率平
均提高约10%。

济南交警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探索优
化公交车道的专用时间，尝试限时与常规
混用；设置路口双排公交车道或公交借
道，最大程度保证通行效率；设置快速公
交系统与普通公交共用车道，公交车道与
非机动车道混用；优化站点设置等。

一些城市在确保公交享有优先路权
的前提下，探索有序推进利用率较低的专
用道向符合条件的社会车辆开放使用。
无锡兴源路将公交专用道变为多乘员合
乘车道，允许公交车和实载人数3人及以
上的客车通行；上海启用首条“公交专用
道+多乘员合乘车道”的复合型集约车道，
高峰时段载客两人小轿车可驶入……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系统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教授徐猛提出，在交通流呈现明显
潮汐特征的路段，可对公交专用道进行时
段划分：早晚高峰设为公交专用，在其他
平峰期允许社会车辆使用，以缓解整体交
通压力；允许社会车辆在不影响公交车运
行的情况下临时使用专用道，提升整个道
路通行效率。

进一步优化城市公交道路

公安部公布的优化城市公交专用道

管理改革措施中，在优化时段方面，将根
据道路类型、交通状况、公交车班次密度
等情况，科学调整公交专用道的专用时
段，其他时段允许社会车辆通行；在允许
部分社会车辆使用方面，在保障公交车运
行速度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允许
单位班车、专用校车等大运力车辆，在公
交专用道专用时段通行。

专家们表示，城市交通规划、建设和
组织管理单位要转变观念，强化服务意
识，建立高效协调机制。

“运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将城
市公共交通、常规交通与应急交通和智慧
城市建设相贯通，以全方位、精细化、高效
率管理，确保交通有序、市民方便、城市安
全。”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副教授
熊杰说。

徐猛认为，细化落实改革措施时，应在
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系统、科
学、有依据地给出公交专用道的设计和管
理措施，真正实现公交专用道的合理利用。

郭继孚建议，随着移动通信、精准定
位、车联网等技术发展，可以充分利用预
约技术对公交专用道实施灵活管控使其
成为公交优先道，“既能保障公交车优先
行驶，又能允许其他预约车辆在通行能力
限度内使用公交优先道，实现道路资源利
用最大化。”

（新华社北京电）

“土师傅”升级“巧工匠”
——湖南安乡乡村建设工匠培训见闻

■新华社记者 周勉

“五一”劳动节前一周，湖
南省常德市安乡县今年以来的
第 8 次乡村建设工匠培训在安
全乡恒丰村开课。这天，几十
名从事乡村建房的“土师傅”聚
集在村里的一处宅基地培训现
场，认真学习“偏坡建房”的技
术要领。

“这种位于斜坡上的宅基
地，地基一定要打木桩，用碎石
垫底。”培训师卞惠军是一家国
有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他一
边向学员讲解，一边拿着工具
演示。卞惠军介绍，安乡县共
有近500名“土师傅”，过去，他
们在建房时主要依靠土办法、
老经验，通过培训，大家将掌握
包括建筑安全、结构理论、法律
法规等系统化的知识，让施工
作业更加科学规范。

从去年底开始，湖南省拟
在全省范围内通过这种“送教
下乡”的方式免费培养8000名
乡村工匠。经过24个课时的学
习和考试，金美和曹大清成为
安乡县首批拿到“湖南省乡村
建设工匠培训合格证书”的师
傅，但他俩这次还是来到现场
听课，并向记者谈起了培训给
自己带来的变化和收获。

“首先肯定是技术提高了，
以前我们砌墙只擅长砌空斗
墙，通过培训学会了砌实心
墙。”金美解释，以面积 120 平
方米的一层民房为例，砌空斗
墙可以节省成本和人工约 1.5
万元，因此过去在农村非常流
行，“土师傅”们也习惯如此操
作，但它的稳定性和承重性都
不如实心墙。除此之外，金美

还学会了识别水泥、沙子等建
筑材料的型号，掌握了各种材
料的使用范围。

“我现在除了吃饭、睡觉，脑
袋里想的都是怎么把房子修得
更好。”曾经闲暇时喜欢在村里
串门的曹大清如今经常会抱着
培训资料学习到深夜，走在路上
如果看到哪家新修了房子，他会
停下来仔细琢磨：这房子哪里修
得好、哪里需要改进；如果交给
自己，又会怎么修……

两人告诉记者，以前修房
子，只要没啥大问题都由房主说
了算，现在可以用学到的知识去
说服房主怎么修才更安全、更划
算，有理有据跟对方讲得清清楚
楚。曹大清拿到证书后已经参
与了好几栋新房的建造。“以前
修房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现在
我会把每一栋房子都当自己的
作品来对待。”他说。

除了强烈的职业认同感，
知识的完备、技能的提升也增
加了师傅们的责任感。

“前段时间，有户村民的新
房选址和村里打算新修的一条
路冲突了，我一直在负责协调。”
金美说，放在过去这样的事自己
根本不会管，也不知道该如何
管。但这一次，他不仅重新帮村
民选了址，还利用自己所学，主
动当起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协调
人，成功把问题解决了。

金美说，作为一名乡村建
设工匠，理应提升自己的专业
技能和理论水平，这样才能适
应农村越来越好的发展，更好
地为村民服务。

（新华社长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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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气温回暖，江西婺源迎来赏花季，花
海层叠掩映在古镇白墙黛瓦间，吸引游客前来踏青
赏花，享受美好春光。（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春日的新生
近期，在位于湖北天鹅洲长江故道边的石首麋

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大家庭迎来了一批新成
员。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1年，
这里牧草丰富，湿地生态系统完整。30多年间，麋
鹿种群繁衍扩散，逐渐形成了保护区、东升三合垸、
小河杨波坦及湖南洞庭湖4个小种群，从最初引进
的64头发展到2500余头，全部实现自然繁衍，恢复
了野生习性。

在1567公顷的保护区内，一支由两名工程师
和八名巡护员组成的队伍默默照顾着这些麋鹿。
家住保护区周边村庄的王传军去年成为一名巡护
员。他说：“以前是麋鹿的邻居，现在是麋鹿的家
人，看着这些活蹦乱跳的小鹿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
样。”

巡护队伍通过望远镜、长焦相机、无人机、视频
监测塔、红外相机等工具，对1500余头麋鹿进行日
常监测、年节律周期监测、种群动态监测，并对保护
区内的气象数据、水文数据、地表水质数据、植被类
型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情况进行监测记录。他们还
需要承担卡口值守、应急管理等工作。在他们的悉
心照料下，这里成为适宜麋鹿种群栖息的家园。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