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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为 硕 果 满 橘 园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中铁建工集团雄安城际站项目常务副指挥长许慧——

步 履 不 停步 履 不 停 热 忱 不 减热 忱 不 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齐 慧慧

跨界培养复合型文物人才

覃皓珺

雄安城际站施工现场。

张 权摄（中经视觉）

曹立新（左）在为果农讲授病虫害

防治知识。 彭 强摄（中经视觉）

在雄安新区启动区，连片的工地一

眼望不到边，一项庞大的工程——雄安

城际站，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雄安城际站是雄安新区东西轴线的

核心工程，工程施工范围广、里程长，

建设意义重大。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雄安城际站项目常务副指挥长许慧每天

在施工现场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认真

进行技术指导和协调调度，及时解决各

类施工问题。

在 30 年职业生涯中，许慧主持了

雄安城际站、北京丰台站、南极中山站

等多个大型工程项目的技术管理工作，

带领项目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关 。“ 作 为 一 名 工 程 师 ， 最 大 的 成 就

是，看到浸透自己努力和汗水的宏伟建

筑平地而起。”许慧说。

唯有热爱才有动力

1994 年，许慧从原兰州铁道学院

（现兰州交通大学） 毕业后，怀揣着对

建筑行业的向往，进入中铁建工集团工

作 。 自 此 以 后 ， 她 一 直 奋 斗 在 工 程

一线。

大型基建项目作业人员常年露天作

业，经历风吹日晒，但许慧不怕苦、不

怕累，始终严谨细致地对待工作，精益

求精钻研技术，在工程管理行业闯出了

一片天地。“干工程比较辛苦，风里来

雨里去的，工作地点也飘忽不定。唯有

热爱，才有动力。”许慧说。

刚一入职，许慧就被分配到北京西

站项目工程中。她全身心投入火热的建

设中，把握每一次实操机会，遇到不懂

的就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凭借勤学苦

练，工作不到 1 个月，她就能独立完成

钢筋工程的翻模、下料等任务，技术水

平得到迅速提升。

北京西站东侧出站通廊开工后，许

慧负责盯控无粘结预应力通廊结构的加

工和安装，以及钢结构和外墙舒乐舍板

的加工及安装。

“ 我 不 仅 要 做 ， 还 要 把 它 做 好 。”

许慧回忆，那段时间，她白天扛着测

量 仪 器 在 现 场 测 量 ， 晚 上 还 继 续 学

习、整理资料。“建筑工程管理是系统

工 程 ， 要 以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的 理 念 ，

严谨认真对待每一个施工节点，不断

学习和总结经验。”

2006 年，许慧在山西省阳泉市文

化广场项目中担任总工程师，后续接

任项目经理。“接到任务后，我很快就

被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建 筑 风 格 所 吸 引 ，

迅 速 思 考 如 何 完 成 好 这 项 工 程 。” 许

慧说。

从规划基础结构到装修安装，许

慧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环节。她先

是对工程结构和装饰特点进行细致分

析，制定多个施工方案，再逐步进行

优化筛选。施工过程中，她带领团队

创 新 应 用 10 项 新 技 术 手 段 。 经 过 努

力，工程队提前 84 天实现主体结构封

顶，提前 83 天实现竣工交验。该工程

获评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其采用的 《镂空铝型材幕墙施工工法》

获评国家级工法。

谈及为什么能够在建筑工程领域坚

持工作几十年，并带头完成诸多重点项

目，许慧笑着说：“我觉得人生的意义

就在于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并倾尽

全力把它做好。再长的路，一步步走

完，也不会觉得累。”

因地制宜探索路径

在国际工程项目中，许慧采用先进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以高水准完成重大

国际工程建设。

2008 年，许慧到中铁建工集团国际

工程公司担任总工程师。此后 10 年，许

慧每年有大半年时间忙于海外项目，洲

际航行成了家常便饭。

“ 作 为 建 筑 工 程 师 ， 必 须 实 事 求

是、因地制宜。”在国际工程项目建设

中，许慧总是提前到达施工现场，仔细

勘察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学习了解不同

国家的施工标准和规范、文化以及思维

方式，带领团队在管理、设计、施工技

术上大胆探索。现场施工结束后，她还

会组织技术团队收集整理并翻译不同国

家的建筑标准，为开展项目打下坚实的

基础。

“从事国际工程项目，需要构建国

际化项目管理思维。”许慧说。

在开展国际工程项目期间，她组织

施工团队学习国际通用项目管理知识体

系，深入研究 EPC 管理模式 （工程设

计、采购和施工） 的深度融合，制定适

应国际化管理的制度和流程，解决技术

人员的水土不服问题，培养出一批

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综合型国际

化人才。

在开展海外项目的过程中，许慧注

重兼收并蓄，努力推动中国建造向国际

化发展。“目前，中国建筑业仍在高速

发展阶段，随着越来越多高精尖项目的

建成，建筑业的科技水平也将随之发

展。”她希望，中国建造能够从材料、

标准、规范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标准接

轨，建筑材料精细化加工水平也能更上

一层楼。

“我们要更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理

念，探索更多绿色设计、绿色建造、智

能建造和数字建造技术。”许慧说。

勇于突破攻坚克难

“ 这 些 年 来 ， 我 参 与 建 设 过 商 品

房、安置房等住房，还有剧场、体育场

这样的场馆。”许慧说，“每一个工程都

存在难题和挑战，在攻坚克难的过程

中，我长出了真本领。”

2018 年，获知北京丰台站开工建

设的消息后，许慧主动请缨担任项目总

工程师。她带领团队摸着石头过河，不

断进行技术创新，用经验和智慧解决了

很多项目建设中的难题。

“大型铁路站房项目通常为综合交

通 枢 纽 ， 不 仅 存 在 深 基 坑 、 大 跨 度 、

复杂异形结构等房建项目的难点，而

且也要考虑既有线路施工、列车动荷

载、交叉施工相互制约等因素。”许慧

介绍，北京丰台站站房及站场面积近

64 万平方米，采用高速、普速双层车

场 重 叠 布 置 ， 既 要 满 足 静 荷 载 的 要

求，也要考虑不同速度等级列车运动

等 扰 动 因 素 影 响 下 的 站 房 结 构 承 载

力，施工难度大。

“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这么多

年，我最不怕的就是困难。越

是遇到困难，越要‘钻’透

一 切 困 难 。”许 慧 带

领 团 队 不 分 白

天黑夜地钻研，组织编写和审查 400 余

份北京丰台站站房方案，组织 60 余次方

案论证，自主研发出精确到厘米级的塔

吊与履带吊防碰撞系统和能够追溯数万

个钢结构构件的“钢结构全生命周期管

理平台”。最终，他们破解了双层车场

“空中跑高铁”带来的站房综合体施工关

键技术难题，获得中国建筑业协会行业

年度十大技术创新、中国钢结构金奖年

度杰出工程大奖等荣誉。

许慧很享受和项目团队在一起攻

关的过程，也经常组织团队人员进行

技 术 培 训 。 对 于 别 人 的 请 教 ，她 不

吝 倾 囊 相 授 。“ 我 要 求 工 程 管 理 人

员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这

对 他 们 的 工 作 大 有 裨 益 。”许

慧说。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

难，做则必成。许慧一直

践行着这句格言，如今，

她仍奋战在建筑工

程一线，把经验和

技术毫无保留

地传承给更

多工程建

设者。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了 2024 年度

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项目拟入选团队

名单，聚焦考古综合研究、考古科技方法

研究、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等领域。此举

旨在建立健全文物考古人才队伍选拔培

养 机 制 的 基 础 上 ，发 挥 人 才 引 领 带 动

作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遗产浩如

烟海。文物保护修复是让文物活起来、

发挥文化传承作用的基础性工作。近年

来，文物修复师、考古探掘工职业标准相

继制定，相关学科专业设置不断优化，为

我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人才基

础。然而，相较于全国拥有的 76 万多处

不可移动文物、1.08 亿件/套国有可移动

文物，现有的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仍不

充足。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

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培养

一 支 数 量 足 、质 量 高 、结 构 优 的 人 才

队伍。

涵养文化底蕴。对于不同考古环

境、不同文物门类，相关人才所需掌握的

知识储备、技能类型各有不同，涉及历

史、物理、化学等多学科背景。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不仅要加强考古和文物保护

专业方面的教育，也要丰富历史文化、艺

术知识等储备，才能更好感受文物蕴含

的历史与人文价值。比如，故宫博物院、

敦煌研究院等机构与海内外高校合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

操 作 相 结 合 ，兼 顾 技 术 与 艺 术 能 力 双

提升。

借用先进技术。高光谱遥感、数字

化采集⋯⋯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先进技术应用于考古和文物保护领

域。人才培养既要鼓励专业人才敢于尝

试和创新，大胆使用新方法；又要引进虚

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人才培养

提供科研平台和实验条件。比如，北京

市考古研究院依托新技术培养人才，自

主研发出微钻阻力仪为文物“体检”，更

好实现文物预防性保护。

跨界培养人才。更好挖掘文物和文

化遗产的多重价值，离不开跨领域专业力量的联合。《我在故宫修文

物》《何以中国》等作品口碑、流量双丰收，故宫“数字多宝阁”、敦煌

“数字藏经洞”线上火爆⋯⋯文物出圈成为新潮流，越来越多普通人

爱上考古和文物。既要鼓励和支持有能力和有意愿的人拥抱文化产

业，也要进一步探索建立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的行业联盟等人才

培养联动机制，汇聚文物保护机构、高校、企业、社会团体等各方力

量，推动形成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良好局面。

考古和文物保护是长期任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久久为功。

在文化建设新征程上，需全社会共同推动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成长

成才，提升文物保护科技水平，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各类文化遗产。

初冬时节，在有着“中国脐橙之乡”

美誉的湖北省秭归县，黄灿灿的柑橘挂

满枝头，果农穿梭在田间采果，无人机盘

旋在果园上空，转运柑橘出山。

柑橘是秭归的当家产业，种植面积

达 40 万亩。当地 90%的乡镇、80%以上

的行政村、70%以上的人口，都从事柑橘

相关产业，年综合产值近 200 亿元，产品

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离不开秭

归县柑橘良种繁育中心主任曹立新的

付出。

2012 年，刚从华中农业大学硕士毕

业的曹立新，没有选择留在从小生活求

学的武汉，而是一头扎进秭归大山里的

柑 橘 园 ，从 事 柑 橘 品 种 的 培 育 和 扩 繁

工作。

“学有所用，用有所长。柑橘育苗就

跟做饭时加少许盐是一个道理，什么时

候嫁接，什么时候修剪，只有通过实践才

知道。”怀揣着对农学的热爱，到单位报

到后第二天，曹立新就拖着行李前往位

于九畹溪镇砚窝台村的柑橘种苗繁育基

地工作，这一干就是 6 年。

一年 365 天，有将近 300 天曹立新都

奔波在田间地头。他常年吃住在基地，

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种子消毒、营养配土、

播种移栽、接穗贮藏、嫁接指导、芽蘖处

理、水肥管理、病虫防控等柑橘栽植技术

的探索上。遇到不懂的技术，就虚心向

“土专家”请教，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

回 忆 起 那 段 时 光 ，曹 立 新 记 忆 犹

新 ：“当时村里有一块 500 多亩的示范

园，由我负责管理。在观察病虫害生长

发育规律的过程中，我逐渐摸索出绿色

植保的方法。”

曹立新创新推出立杆通风绿色化育

苗、地膜覆盖省力化育苗、砧穗组合优质

化 育 苗 等 技 术 ，每 年 培 育 优 质 苗 木 约

100 万株，秭归县早红脐橙、伦晚脐橙种

植面积分别发展到 6.6 万亩、9.5 万亩，脐

橙销售至重庆、广西、广东、海南等地。

选育新品种，曹立新的脚步从未停

止。他努力寻找一些本地的柑橘良种，

进而培育出特有的柑橘品种，拓宽市场，

增加农民收入。为了找到这些新品种，

曹立新走遍了秭归县的每一个柑橘产

区、每一片示范园，在大山里经常一待就

是几天。

查看曹立新的微信头像，是一枚圆

润饱满、棕色果皮的柑橘，那是他翻山越

岭苦苦找寻的新品种，也是秭归果农新

的致富果——宗橙。

2017 年，曹立新和团队在秭归县归

州镇向家店村开展群众性选种时，意外

发现一种棕色果皮的柑橘，他立即将样

品寄给华中农业大学邓秀新院士的团

队，开展基因测序，证实为伦晚脐橙的芽

变品种。

宗橙口感甜腻，特征明显，是继“早

红脐橙”“金峡桃叶橙”之后，秭归农业技

术人员选育的第 3 个本土品种，也是曹

立新参加工作后选育出的首个新品种。

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精心呵护。

如今，宗橙种植覆盖郭家坝镇、归州

镇、水田坝乡等多个乡镇，种植面积超过

1000 亩。近年来，“宗橙等柑橘新品种

优质高产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推广”成

为湖北省重点研发项目，柑橘新品种“宗

橙”入选 2024 年度中国农业农村重大科

技新成果。

不仅如此，他还负责三峡库区脐橙

综合试验站的科研工作，长期奔走于兴

山、巴东和宣恩等地试验站的乡村果园，

开展柑橘栽植技术培训、现场指导，助力

三峡库区柑橘产业发展，多次在现代农

业（柑橘）产业技术体系考评中获得“优

秀”等次。

扎根基层十几年，曹立新忠诚履行

着 一 名 农 业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社 会 责 任 。

他先后荣获湖北省先进工作者、湖北青

年五四奖章、湖北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荣

誉，参与的课题荣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

奖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稀疏的头发、黝黑的皮肤，因常年在

外做研究，风吹日晒，曹立新看起来比同

龄人年龄大。“我是一名农业工作者，更

是一名共产党员，走进田间地头、发展柑

橘产业是我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曹立新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漫山遍野的柑橘年

年丰产，果农脸上满是笑容，是他辛勤耕

耘的最美见证。

许慧（右）在施工现场进行技术

指导。 张 权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