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元老”纷纷“点赞”

在中核能源的一间员工休息室，记
者与刚开完会的中核能源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陈景攀聊，先打听打听这个工
程的究竟。

原来，高温气冷堆是我国自主研发
的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它不仅能高效
发电、应用领域广，而且十分安全。在
山东荣成石岛湾工程建设现场，世界首
座球状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商用示范电
站已从地下 18 米“长”成地上 20 米高的

“大个子”，将在 2017年并网发电。
“刚过去的 2014 年，这一重大专项

的一系列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这个
本硕博都就读于清华大学核专业的“三
清人”一聊技术，难掩兴奋。

这一年，高温气冷堆有了一枚强大
“心脏”——主氦风机。它由原理类似
于磁悬浮列车一样的电磁悬浮轴承、高
性能叶片等构成，能提供足量的氦气来
冷却发热堆芯，让反应堆时刻保持“冷
静”头脑。工程样机已顺利完成 500 小
时热态满功率连续运行试验。

这一年，高温气冷堆有了强健的
“ 神 经 系 统 ”—— 数 字 化 控 制 保 护 系
统。它能对核电站实行可靠的监测和
控制，完成了包括 7 项环境应力试验、
13 项电磁兼容试验以及抗震试验在内
的全部样机鉴定试验。

这一年，高温气冷堆有了保障运行
所需的“食物来源”——球形燃料生产
线。一条在内蒙古建造的年产 30 万个
球形燃料元件的生产线已经全部完成设
备安装。这些网球大小的“食物”由自主
研发的先进工艺生成，在提供强劲能量
的同时不会出现堆芯融化等问题。

“不只这些。”陈景继续介绍说，他
们还自主开发了高温气冷堆三维协同
设计平台，实现了反应堆设计的数字
化。同时，开发了“模块化”的建造方
式，避免了工人在有限的空间内安装复
杂管道，而是在场外就装成类似于“积
木”的模块，然后再放进电站，这种方法

至少可以节约两个月工期。
去年10月底，第七届国际高温气冷

堆技术峰会在山东荣成举行。来自美
国、德国等地区的“元老级”人物纷纷对
石岛湾电站“点赞”。“我印象最深的一句
话是，有专家说，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
在了世界最前面。”陈景自豪地说。

工程派“联姻”学院派

高温气冷堆项目由一个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大团队完成：清华大学核研
院是技术源头，中核能源是工程实施
主体，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公司负责
投资运营。在这个链条中，中核能源
起到了承上启下，将实验室的技术进
行产业化、商用化放大的重要作用，是
直观体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实体。

陈景带着记者来到设计部，只见科
研人员们正在电脑和图纸前忙碌。设
计部经理谷秀萍招呼了几位资深设计
师和记者开了一个“圆桌会”，让这群

“神秘人”畅谈自己的创新感悟。
“这是一个协作攻关的项目，刚开始

各个单位之间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高
校是学院派，站得高，追求技术的前瞻与
完美；我们是工程派，注重工程的可行性
和实用性。所以双方在一些技术问题上
会产生分歧，甚至互相不理解。但因为
大家的心都冲着一个目标，所以很快就

度过了磨合期，实现了互相融合和良性
互动。”设计部副经理高旭说。

“现在已经没有了学院派和工程派
之分，只有学院派中的工程派和工程派
中的学院派。”设计部副经理孙运轮补
充道，重大专项最大的难点就是它不全
是根据某项标准去实施，而是在实施过
程中还会产生一些新标准。“即便是实
验室的技术成功了，我们还要进行放大
化、标准化，实现可复制。不是简单地
追求一次成功，而是面向长远谋划。在
这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位系
统里的青年岗位能手感触颇深。

“一般工程有三大控制：质量、成
本、进度，而我们这个项目还要再加上
两个：安全和技术创新。”设计部建筑结
构室主任钱宽说。

“我们这里很多人一干都是 10 多
年，这个工程没有太多前人经验可供参
考，都得靠长期冷板凳上的探索，靠一
种坚持。”谷秀萍说。

小细节中的大理想

记者和科研人员聊天时，留意到了
很多小细节。

钱宽说：“设计高峰期时，我们有时
是‘9+1’模式，就是每天晚上 9 点以后
下班，周六或周日还需要继续上班。”

造价工程师余瑞霞说：“我们每天

都要面对大量的图纸做预算。有一次，
有位同事眼睛充血，去医院看了下就马
上返回岗位。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人不能按照进度完成任务，其他人的活
也要被耽搁。”

在设计部，谷秀萍、高旭、李晓红等
都是优雅的女同志，可一旦投入工作，
都变成了“女汉子”。

高旭在坚持自己的科研观点时，哪
怕对面坐的是领导，她也敢拍桌子指出
不对。

李晓红虽身材瘦弱，可到工程现
场，三四米高的钢架很快就爬上去了。
一线工人对这位主任工程师是又怕又
敬，怕的是她在工作上的严格和一丝不
苟，敬的是这位美丽的女专家能席地而
坐和工人们商量工作。

“我从高温气冷堆开始挖坑起就全
程参与建造。土建是工艺设计的下游
专业，我们既要满足特殊的工艺要求，
还要确保结构安全性，这个过程有很多
挑战。”李晓红说。但当她看到自己设
计的图纸变成世界首创的实物时，那种
满足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李晓红拥有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工程
师、结构工程师两张王牌资质。他们一
帮同学聚会时聊起收入，不少人都比她
挣得多。同学笑问：你这是图啥？李晓
红半调侃半认真地来了句：我是有理想
的人。

为核而拼的“神秘人”
本报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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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五环外的中关村软件园

26 号楼有点“神秘”。因为它是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项目的工程实施主体——中核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一个“核”

字，让这栋楼里的人们成了外界眼

里的“神秘人”。春节前夕，《经济

日报》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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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介绍高温气冷堆模拟机实验中心陈景介绍高温气冷堆模拟机实验中心。。

一走进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马咀
村，就看到一块大的电子显示屏矗立村
头，显示屏上正醒目地滚动着当天的天
气实况，颇有现代气息。离显示屏不远
处，自动化的气象观测站正高速运转，
实时传递着观测信息。不一会儿，村头
的大喇叭开始播放气象预报，声音响彻
整个村庄。

“多亏了这些气象信息，我今年种
植的樱桃长得特别好。”马咀村村民李
学龙说，当下正值樱桃树的萌芽期，记
者看到李大爷的樱桃树上已经是新芽
满枝。

“以往想知道天气情况，都是在电视
上看天气预报，局部有雨这类信息太模

糊。就我这大棚而言，温度湿度棚内和
棚外都不一样，我需要掌握更细致的小
气候信息以保障种植管理。”李大爷说。

并非李大爷“矫情”，对农业生产而
言，关键农时的气候条件差之毫厘，最
终的产量都可能失之千里。李大爷种
植的大棚樱桃更是如此。“一朵花就是
一个樱桃，一斤樱桃平均下来卖三四元
钱，第一年种植因为没有掌握好温度，
树上的花掉落了一地，当年损失惨重。”
李学龙说。

如今，气象服务走进耀州区各个村
庄的田间地头。记者看到李大爷的大
棚内悬挂着各种测温测湿的仪器设备，
这些被李大爷亲切地称为“气象宝”的

设备可以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进行 24
小时严密监测，便于农民随时调整棚内
通风和温湿度。与此同时，马咀村许多
樱桃大棚还安装了报警仪，一旦棚内温
湿度达到临界点就会报警，报警信息直
接发送到农民手机上。而报警后，会有
工作人员联系气象部门分析原因，提出
对策。过去的“看天吃饭”，变成了如今
的“问天种田”。

让气象精细化服务敏感的农业生
产，是气象系统近年来实施的创新举
措。记者就地采访了许多农户，听得最
多的就是农民们表示致富离不开气象服
务。“自从有了气象部门的帮助，我们村
民的收入不断攀升！”“多亏了气象部门

的帮助，我家的苹果品质特别好，卖上了
好价钱！”⋯⋯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谈
论着。

像马咀村这样的气象防灾减灾示
范村在耀州区共有 10 个。一年来，这
些村的农民种地更加轻松，种植管理更
加精细，效益显著提升。

除此之外，耀州区整合资源，建成
了“耀州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和

“耀州区气象为农服务中心”，完善乡村
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组建了以“大学生
村官”和村干部、专业合作社、种植养殖
大户为主的气象信息员队伍，乡村气象
服务“绿色通道”初具雏形，有效减少了
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

“ 气 象 宝 ”成 了 致 富 宝
——探访陕西耀州气象防灾示范村

本报记者 杜 芳

从北京西站北广场进站，乘扶梯
上二层，专为“老弱病残孕”旅客提供
爱心服务的“036”爱心候车室格外显
眼。作为候车室里的“主心骨”，32 岁
的王琳娜已在这儿工作了 12年。

2 月 15 日晚上 8 点整，乘 K573 次
列车回包头的张垏该上车了。因膝关
节前交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损伤，她刚
在北医三院做完手术，右腿不能弯曲。

“大姐，您车票给我看一下。”核实
信息、检过车票，王琳娜推起轮椅，乘
直梯送他们上站台。“您稍微往后靠
靠。”随着轮椅重心后移，她翘起轮椅
前的小轮，稳稳地把轮椅推过了电梯
门口的坎。为了他们的返程舒适一
点，王琳娜找到列车长，帮他们把三张
硬座票协调成卧铺票。

“真是太感谢了！”张垏的丈夫智
先生告诉记者，为了让妻子躺下，他和
岳母已经做好站着回家的准备。“036”
贴心的服务，解决了他们的大难题。

作为全国发送旅客人数最多的铁
路客运站，北京西站平均每天发送旅
客 13.5 万人次，到达 12 万人次，春运
期间最高发送量达 26.5 万人次，到达
24 万人次，很多“老弱病残孕”旅客需
要进行重点照顾和服务。

“我们提供的是最后一公里服务，
尽量让旅客出行能更方便一点。”王琳
娜所在的爱心候车室，通过北京西站官
方微博、“036”爱心微博、12306客服电
话等方式接受爱心通道预约服务。

为了方便乘客，“036”的工作强
度很大。接一趟旅客，推轮椅从二楼候车室到较远的站台，来回
就是 1 公里，然后还要将旅客送到停车场或出租车调度站。春
运客流高峰，王琳娜每天要接送 20 多趟轮椅，一趟少则十分钟，
多则三四十分钟。

“036”原是北京北站客运服务员李淑珍的胸牌号，她以真
心和热诚赢得了广大旅客的赞誉。秉承“诚心待客、热心服务、
真心助人、实心爱岗”精神的北京西站“036”候车室喊出了“有
困难找‘036’”的承诺，实现了大厅迎送引导、重点旅客登记、特
殊需要预约、英语哑语双语服务、接力式畅通服务。

旅客的困难多种多样，服务的内容和方法也要因人而异。
作为新一代“036”的代表，王琳娜深知，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需要不断付出努力。工作中，她提炼出了“追踪服务法”，创
造出“服务反馈卡”等特色服务。

如今，北京西站“036”候车室有职工 44 人，平均年龄不到
26 岁。王琳娜也开始带徒弟,帮他们更好地融入集体，做好旅
客们“知冷知热”的贴心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
旅客得到了如阳光般的热情服务。

今年除夕夜，王琳娜仍是夜班。提到家人，王琳娜自觉亏欠
很多。她的新年愿望很简单：“希望女儿健康快乐成长，希望家
人都平平安安!”

今天是大年三十，车站里旅客还有很多，人们见面

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说声“过年好”，车站里的年味儿越

来越浓。今年是我在车站度过的第 25 个春节了，每年

看着旅客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是

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值得的。

前天沈阳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为了不耽误旅客的

行程，同事们全部取消了休假，从昨天开始全员上岗。

2 月 17 日沈阳北站旅客发送量近 8 万人，并没有因天气

不好导致旅客滞留。

2 月 17 日下午，车站还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情。下午 1 点左右我接到 D1312 列车长的电话，车上有

一个 20 多岁的年轻人突发脑溢血，需要下车赶紧送往

医院。我们在车站叫了辆救护车，安排好了接站人员，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列车停靠，一分一秒都不敢耽搁。

我们用最快速度将小伙子送上了救护车，后来听说他已

经脱离了危险，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

今年春运，我特别想叮嘱旅客一句，在公众场合请

不要吸烟。现在车站里还存在旅客抽烟的现象，有时旅

客会到卫生间去抽烟，未熄灭的烟头曾多次导致卫生间

垃圾桶着火。不过，经过工作人员劝导后，大家都很配

合。希望以后各位旅客在出行中多多关注自身健康，也

多多关心他人。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大 年 三 十 年 味 浓
2015 年 2 月 18 日 晴

沈阳北站值班站长 顾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