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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岛屿、礁盘和沙洲，就像漂浮在湛蓝波涛上
的朵朵睡莲，这里是海南三沙。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
青年团队，他们不像驻岛士兵那样经年累月驻守在三
沙的岛礁上，却被称为南海最美的“通信兵”。

这个 33 人的团队名叫海南移动三沙网络建维团
队。他们都是技术人才，承担着西沙、南沙群岛多个岛
礁上 20 个基站的设备维护、通讯安全保障和通信抢险
修复等工作。如今，三沙的岛礁上，这 20 个基站，以天
为幕，以海为席，为建设三沙的人们、为世代居住在南
海的渔民们提供着看不见的“贴心服务”。

勇于坚守使命

第一次去三沙的人，不禁会问：“那么远，有手机信
号吗？”三沙人会骄傲地说：“十几年前就有了。”

2003 年 4 月，西沙永兴岛基站开通。基站开通的
那一刻，在场的人欢呼雀跃，空间瞬间拉近了。5 年
后，“80后”苏训来到三沙，加入了基站维护的团队。

三沙网络建维团队需要克服高温高盐、淡水和食
物供应短缺等多重困难。2008 年 10 月，苏训和五个
队友站在西沙中建岛狭窄的礁盘上，望着周围苍茫的
大海和不远处的海军补给船，心情纠结。受台风影响，
中建岛的通信基站严重损坏，迫切需要修复。但基站
损毁情况远超预期，海军补给船由于要到其他岛礁运
送物资，留给他们的时间远远不够。大家很清楚，如果
错过这艘补给船，至少要再等一个月。

在一个面积约 1 平方公里的岛礁上生活一个月，
即使对渔民来说，都是艰难的考验。食物、水、睡觉的
床，所有这些，足以困惑毫无准备的他们。“在这里，是
走是留，你的一个选择能得到全然的人生体验。”苏训
告诉记者，最终还是留下的声音压倒了离开的声音。

“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把基站修好。”苏训说，那一刻，他
们想的更多的是履行职责和坚守使命。

补给船缓缓驶离，一群维护人员在烈日和海浪的
侵袭下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他们连晚饭都顾不上
吃，埋头干到夜里 10 点多，终于把岛上的通信修复
了！看着士兵们在欢呼声中轮流把电话打到几千里外
的家中，苏训和他的队友们禁不住击掌相庆，完全忘记
了即将到来的、难以想象的“岛礁生活”。

不畏艰难险阻

“威虎突击队”成员吴勇鹏首次远赴南沙是在
2011 年的台风季节。船只航行了 60 多个小时才到达
永暑礁。“船摇得很厉害，躺在床上很容易掉下去；没办
法炒菜，只能吃些用密封大圆筒煮出来的流食；有些晕
船的人吐到肠子打结，吃不下任何东西。”吴勇鹏说。

2012 年 2 月，吴勇鹏和队友吴经前往南沙“七礁
八岛”开展基站巡视和维护工作。当两人顺利抵达美
济礁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由于礁盘附近海水较
浅，补给船只能停在外海，他们需要换乘皮艇前往。途
中突然起了浪，海面暗涌翻腾，皮艇在浪中漂来漂去，
难以靠近补给船。如果强行靠近的话，很可能会被补
给船的反作用掀翻。无奈之下，吴勇鹏和吴经只能抓
紧皮艇，等待时机。此时又天降暴雨，两人瞬间被淋成
了落汤鸡。就这样，在海涌和雨水的折腾下，他们在皮
艇上度过了极为难熬的 2个小时。

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惊险时刻。队员们向记者
介绍说，在海上，有时风浪过大，小船根本无法靠近大
船，必须等到浪小一点，才得以靠近。当浪峰将小船推
到最高处时，船长一声令下“跳！”船上的人必须同时完
成朝大船跳跃的动作，不然很容易被夹在两船间毙命。

惊险也罢，困难也罢，队员们都不放在眼里。吴经
说：“只要想起一位军官对自己讲过的话，就感觉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位军官说，以前南沙通信不畅
时，士兵们常常坐在礁石上，面对北方默默流泪；如今，
虽然依旧远隔万里，但一通电话，就可以把自己的思念
传递到家人的耳畔。”吴经坦言，自己是去过三沙后，才
真正意识到作为一个通信工作者的责任和光荣。

南海上的最美
“通信兵”

本报记者 何 伟
他们不是专业登山队，却 6 次登上珠

穆朗玛峰；他们没有三头六臂，却敢于进
入无人区挑战生命极限；他们并非超人，
却勇于担当开路先锋，用一个个“第一”证
明不凡；他们不是钢铁侠，却用钢铁般的
意志，不吃不喝也要测天量地绘就一幅幅
祖国山河地图，一次次创下世界纪录⋯⋯
他们就是测绘“铁旅尖兵”——国家测绘
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曾被国务院
授予“英雄测绘大队”称号。

在国测一大队，队员怀有这样一个
梦：要测遍中国每一寸国土。为了实现这
个梦，一个人不行，那么一支队伍去；一代
人不够，那么几代人前仆后继。

填补空白:红色觇标高高
飘扬在世界屋脊

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仗着常人无
可企及的高度，肆意绽放着荒野的美丽。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是一个为勇敢者准备
的世界，也是测量技术的比武场。国测一
大队常年在这里进行天文、水准、三角布
测和重力测量。

1975 年 5 月 27 日，红色的觇标第一
次竖立在了珠峰峰顶。这次测量不仅测
出了世界公认的 8848.13 米的珠峰“身
高”，还彰显了我国国家主权，展示了国际
一流的测绘技术。而主要承担这一重大
任务的就是国测一大队。30 年后，国测
一大队再次攀登珠峰，这次他们精确测出
8844.43 米的峰顶岩石面海拔高度，重新
修正了珠峰身高。

今年 8 月 3 日，记者来到陕西国测一
大 队 办 公 所 在 地 ，有 幸 见 到 了 参 与 过
1975 年珠峰高程测量的几位老队员，听
他们讲述那时“战天斗地”的工作场景，感
受测绘精神代代传承的内涵。

珠峰精确高度究竟是多少，过去一直
是个谜。西方学者曾多次组成探险队寻
求测到珠峰的精确高度，但由于当地自然
环境险恶，加上没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测量
队伍，因此无法取得第一手材料。

“1975 年攀登珠峰时，我才 40 岁。”
一大队工程师、现年 80 岁高龄的邵世坤
回忆说，这天清晨，我和另一位队员梁保
根背上仪器，从海拔 5200米的营地出发，
向 6000 米和 6500 米进发，完成这两个
点的测量任务。到了海拔 5000 米，大气
含氧量只是内地的 70%。人即使不工
作，也如背负 30 公斤的重物。测绘队员
还要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加上坡陡路
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滑下冰川。1，2，3，
4⋯⋯两人各自在心里默默数数，数到
20，停下来大口大口喘气，等呼吸平稳
些，再继续前行。

到了第一个观测点，梁保根胃痛得不
行，豆大的汗珠滴滴答答往下淌。见过

“世面”的邵世坤此时也没了主意。“完不
成任务不行，背又背不动。这时，梁保根
对我说，‘假如我真死了，你回去给我爱人
捎个信，说我是光荣捐躯的，死神面临时，
我们想的仍然是完成任务。后来，我俩拼
尽全力，圆满完成任务，安全回到了大本
营。”邵世坤说。

“能在国测一大队坚持下来的人，每
一个都是好样的，意志力都非常坚强。”大
队工程师、80岁的张志林老人说。

冰雪严寒、高温酷暑、沙漠干渴、雪崩
雷击、山高路险⋯⋯种种威胁，对英雄的
测绘队员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为建设新
中国的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国测一大队先
后有 46 名同志在野外作业时，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
宋超志说。

61 年过去了，从 1954 年成立之日
起至今，国测一大队一代代测绘队员 32
次深入西藏无人区、37 次踏入新疆腹地、
徒步行程 5700 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1400 多圈。累计完成国家各等级三角测
量 1 万余点，建造测量觇标 10 万多座，提
供各种测量数据 5000 多万组，得出近半
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出色完成了
2000 国家重力基准网、中国地壳运动观
测网络等国家重大测绘工程项目，用血汗
乃至生命绘出了祖国壮美的山河。

薪火相传:困难面前干部
上、党员上

测绘是国民经济中的开路先锋。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就是
这样的开路先锋。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
再苦再累、再危险再艰难的活，国测一大
队队员都能拿下来，而且出色地完成？国
测一大队党委书记刘键告诉记者，如果你
跟随一大队测绘队员在测区待上个把星
期，就会发现这里的“秘密”。这支队伍有
一种代代相传的团队气质。凡是苦活、累
活、重活、危险的话，干部先，队员后；老队
员先，新队员后；党员先，群众后，这是国
测一大队不成文的队规。

“身教胜于言教。”原国测一大队高级
工程师、80 岁的老测绘队员薛章说，党
员、干部上了，队员不自觉地会跟着上。
当队员逐渐成长为干部，就会有新队员跟
着上。

队员吴昭璞为了保护一台非常贵重
的进口仪器，将生的希望留给了队友，牺
牲时年仅 31 岁；队友突然脚下打滑，连人
带仪器往山涧里滑去，队员宋泽盛毫不犹
豫，抢上一步，用双手使劲拉住下滑的队
友，而自己却失去平衡，掉进深涧牺牲了
⋯⋯老队员的一言一行，徒弟们都看在眼
里，印在心里，照着去做。

记者手里有这样一组数据：国测一大
队现有职工 315 人，在职党员 120 人，高
级工程师 30 人，工程师 67 人。这些本该
令人艳羡的骄子们，每年都如候鸟般，春
暖花开时出发，去野外测量；秋天叶落时
回家，整理测量数据。他们远离家人，整

日与各种测量仪器为伴，孤独而又寂寞。
国测一大队测绘队员对妻子有着一

份愧疚。肖大队长开玩笑地说，一大队的
丈夫们都是“妻管严”。然而，在家庭和工
作之间，他们永远选择工作第一。“家庭的
任何事情，都要等到工作完成之后，再想
办法补救。”队员高付才是队里的技术能
手，他的女儿得了脑瘫，每天要去做康复
训练。为了不影响工作，高付才没有告诉
任何人，坚持在一线作业。妻子王锦说，

“一大队里的男人们都这样，在这个集体
中工作会感到很光荣”。

勇攀高峰:科技创新服务
经济建设

科技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国测一大队
继承传统，更注重依靠人才，实现科技创
新，队员们的发展空间越发广阔。现任 4
中队队长的何志堂是队里培养出的野外
重力测量专家，别看这个 43 岁、戴眼镜的
书生说话声音不大，他可是随我国南极科
教队到南极进行重力测量的关键人物。

近年来，国测一大队实现了从模拟测
绘、数字测绘到信息化测绘体系的转变，
技术装备、作业水平等得到显著提高。“桥
梁要顺利对接，核电站封顶要严丝合缝，
国界勘定要寸土不让，国家建设的各个领
域都需要测绘。更重要的是，国家需要有

一个准确的属于自己的大地原点。当时，
全世界只有几个大国具备测绘大地原点
的能力。”站在我国大地原点旁，国测一大
队队长肖学年不无自豪地说，“1975 年
起，经过 3 年的野外选点、建设，肩负着国
家重任的国测一大队终于建立起我国自
己的大地原点。有了这个原点，在不到两
年时间内，我国自己的坐标系也迅速确
立。”肖学年告诉记者，一大队是目前世界
上保留测量类型最多的单位。比如基线
测量、空天地一体化的重力测量等，都是
世界上唯一保留的测量方式。

作为国家测绘事业的尖兵铁旅，国测
一大队一直活跃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在城
市建设、灾后重建、工业安监、文物保护、
桥梁建设、油田开发等领域，到处可见他
们苦战拼搏的矫健身影。

近年来，国测一大队在跨海高程传递
测量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填补了测量学
科的一块空白，满足了建设现代特大型桥
梁的测绘需求。队员们采用世界先进仪
器装备，运用跨海高程传递测量技术，为
港珠澳大桥、深港西部通道、上海市东海
大桥等重大工程提供了高精度测绘成果。

不论时空如何变幻，英雄的测绘一大
队始终不改初衷，“热爱祖国，忠诚事业，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铁军本色在代代
相传。

用生命测绘祖国壮美河山
——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本报记者 徐 红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有一位青年专家，13 年如一日奋斗在黄瓜
育种第一线。他的名字叫张圣平，其所在
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 20 多个黄瓜重
要农艺性状在染色体上的遗传定位，实现
了我国黄瓜育种由常规育种到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育种的变革。

张圣平生长在农村，早年的田间劳
动，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清苦生活，
激励他立志为改变农村面貌贡献力量。

18 岁那年，成绩优秀的张圣平毅然考
取山东农业大学，踏上了农业研究道路。
4 年本科和 3 年研究生期间，他像块干燥
的海绵，尽情吮吸知识的甘霖。

“人生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为了更
好从事农业科研工作，我需要到更广阔的
平台上去学习工作，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
献。”张圣平说。

2002 年，张圣平通过考试，顺利进入
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中国农业科学
院。至今，张圣平还清楚记得当年求职面
试的场景：课题组负责人问他：“黄瓜育种
研究工作很辛苦，你怕不怕？”张圣平不假
思索地回答：“不怕！”在此后的十几年里，
张圣平践行承诺，从不言苦。

黄瓜是我国的主要蔬菜作物，生育周
期短，一年之中的播种茬口可多达 6 次。
夏季，温室大棚内的温度比外面要平均高
出 8 至 10℃，酷热难耐，而张圣平他们需
要把试验田里十几亩地的黄瓜逐一地人
工授粉、选种，观察并记录生长情况，十分
辛苦。每年从 4 月份到 11 月份，每天超时
工作三四个小时，对张圣平和同事们来说
是家常便饭。

工作中，张圣平全身心投入。而生活
中，他对家人充满愧疚：“工作十几年来，
我从来没有休过一次长假，总说带家人出
去玩玩，但一直没有实现。”他回忆说，儿
子刚出生时，由于工作忙，他没法帮妻子
照顾孩子。孩子上了小学，他又因自己工
作繁忙无暇接送。还有一次，正是紧张的

授粉旺季，由于每天加班加点，他都没能
回去看看远在老家病重住院的父亲⋯⋯

近几年，不少跨国公司开始进军国内
黄瓜市场，有些地方开始使用国外引进的
黄瓜品种，这给黄瓜育种研究和推广带来
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黄瓜在我国已有 2000 多年的种植
历史，几代黄瓜育种专家为此付出了巨大
心血，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黄
瓜育种做到世界领先水平。”张圣平说。

于是，张圣平和团队针对生产实际情
况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在分子标记辅助选
择育种上做起了文章。通过不懈努力，他
所在的团队首次完成了 15 个黄瓜品质性
状和 6 个抗病性状在染色体上的遗传定
位，率先开发出紧密连锁的基因组 SSR 和

Indel 标记 36 个，用于抗病和品质分子育
种的平均准确率达到 92.3%，提高选择效
率 5倍以上，缩短育种周期 2至 3年。

他们还利用分子育种技术，培育出第
三代中农系列优质多抗黄瓜新品种，实现
了品种的更新换代。密刺类型品种产量
较原主栽品种平均增产 10%以上；水果型
品种与国外同类品种相比，产量水平相
当，但耐寒性和品质显著提高。

在搞好科研的同时，张圣平一有时间
就深入生产第一线。十多年来，他几乎跑
遍了国内主要的黄瓜生产区，为新品种的
大面积推广立下汗马功劳。中农系列黄
瓜新品种成为北京、辽宁、广东等多个产
区的主栽品种，累计推广超过 650 万亩，
累计增加经济效益 86亿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张圣平：

把黄瓜育种做到世界领先水平
本报记者 常 理 8 月 6 日，湖北省竹山县宝丰镇部分留守儿童在该

镇舞音艺术教育中心练习武术基本功。暑假期间，该

县教育局组织留守儿童纷纷利用假期参加跆拳道等武

术基本功培训，锻炼体魄，磨炼意志，在强身健体的运

动中“武”出精彩、充实、快乐的暑假。 朱本双摄

“武”出精彩

图①图① 队员在南极进行测量队员在南极进行测量

工作工作。。

图②图② 队员在阿尔及利亚进队员在阿尔及利亚进

行水准测量行水准测量。。

图③图③ 20052005 年年，，队员在珠峰队员在珠峰

GPSGPS测量测量。（。（国测一大队供图）

一种精神 一脉相传
徐 红

国测一大队的队史，是一部平凡人挑

战自身极限的英雄史诗；国测一大队发展

史上的每一页，都闪耀着奋斗与奉献的英

雄光芒。在这支队伍中，野外工作中的坚

韧、为国测绘的荣誉和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感交织在一起，老队员传递给新队员，使

普通人也慢慢变得不再普通。

61 年来，国测一大队凭借英雄气概

形成了敢打硬仗、纪律严明、团结协作的

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

度；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和谐共建、科技

兴队的工作氛围。队员们不畏艰险、吃苦

耐劳，为事业付出青春、付出爱情、付出了

家庭的温暖。在戈壁荒原上，在死亡沙漠

里，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织就出了一条

条绿色的经纬线。

国测一大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

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险的活，党员干部

先，普通队员后，老党员老队员先，新队员

后。规定虽然不成文，但爱党、为党、敬

业、奉献的价值观早已深深融入每个人的

血液里，犹如一颗种子，在一代又一代党

员、队员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断

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激励着队

员们舍小家为大家，圆满完成一项项国家

重要任务。

国测一大队领导坚持做到吃苦在

前、享乐在后，这种示范作用营造了优

良而独特的团队风气。无高不可攀，无

坚不可摧。在一大队的荣誉室，每位来

到队里的新队员，上班第一天都要在这

里上第一堂“党课”，了解一大队和测绘

事业发展史，感受一大队无私奉献、薪

火相传的同志情。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图④图④ 由于常年在低气由于常年在低气

压的高寒缺氧环境中工作压的高寒缺氧环境中工作，，

队员们常常要吃夹生饭队员们常常要吃夹生饭。。图图

为队员们使用的压力锅为队员们使用的压力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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