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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8 月 28 日电（记
者解园 申峰）在山西太原举行的
第二届中国空间科学大会上，一场
青年学术沙龙吸引了来自中国多
地的年轻人参加。青年科技工作
者、科技爱好者们步履轻快地步入
会议厅，期待着与中国空间科学领
域的顶尖科学家们交流思想、碰撞
智慧。

3位航天器总体设计、地球科学
等领域的学者分别发表演讲，激励
在场青年脚踏实地、胸怀理想，为中
国空间事业贡献力量。

“青年是有朝气、有创新能力和
意愿的群体。”先后担任中国月球、
火星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的孙泽洲
在致辞中说。

在中国空间科学领域，越来越
多年轻人正在走向“舞台中央”。中

国国家航天局在1月举行的一场新
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尖端空间科
学项目如“嫦娥”“天问”“神舟”“北
斗”等，其科研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
都在30到40岁之间。

在26日举行的大会开幕式上，
45岁的张爱兵荣获中国空间科学领
域2022年度“最美科技工作者”奖
项。

自200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张爱兵就一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国
家空间科学中心。在过去的近20
年里，他负责了中国探月工程、火星
探测、风云卫星等多个空间探测任
务中的空间等离子体就位探测载
荷。

在空间等离子体就位探测技术
这一领域，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一系
列新型探测载荷，部分载荷性能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
多项空白，实现了中国空间等离子
体就位探测载荷技术的跨越式发
展。

“目前正在研发小天体探测任
务的粒子探测载荷。”张爱兵透露
说，团队中60%以上的成员都是40
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认为，青年科研工作者好奇
心强、有冲劲，更善于跳出特定领域
思考问题，有时会对科研工作起到
意想不到的推动效果。

青年正在成为中国各类前沿学
科的“弄潮儿”。中国科协战略研究
院发布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
研究报告（2020）》显示，中国科技人
力资源以中青年为主，39岁及以下
人群约占四分之三，年轻化特点和
趋势明显。

与往年不同，正在攻读博士学
位的李庆回这个暑期没有回老家，
对她所在的科研团队来说，眼下最
要紧的是设计一套光学系统，为山
西省“基于量子光源的引力波探测
大型地基观测装置”提供技术支
持。

李庆回就读的山西大学正在谋
划建设臂长10公里的地基引力波
探测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建
成，将填补中国地面直接探测引力
波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空白，从而能
够帮助人类更好地研究宇宙演化规
律，了解宇宙运动。

“一周6天，每天早上8点到晚
上10点，都泡在实验室，忙的时候
饭都顾不上吃。”25岁的李庆回说，
相比于在科研上取得的成绩，她并
不觉得辛苦，“能够参与这项前沿科

学项目非常幸运，希望把毕生的精
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

中国历来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
养。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审议了《国家“十四五”期间
人才发展规划》，强调要造就规模宏
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八
部门于5月联合发出《关于支持青
年科技人才全面发展联合行动倡
议》，号召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开展
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全面发展联合行
动，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提供不竭动力。

“希望青年人才保持自己的好
奇心与创造力，在脚踏实地做科研
的同时，不断调整眼界格局，为中国
与人类的空间科学发展作出贡献。”
孙泽洲说。

青年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新华社长沙8月28日电（记者 周勉 陈思汗）

山塘干涸、禾苗“喊渴”、“热浪”滚滚，最近高温干
旱持续，在湖南常德抗旱一线的普通人，正用各自
的方式默默坚守。

找水——“这是我打井最多的一个月”

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岗市村的一棵
桂花树下，沈运祥和工友们找到一处地下水源，搭
好塔架，摆好工具，开始打井。8月以来，沈运祥打
了20多口抗旱井，这棵桂花树，是所有作业现场里
出现的唯一一个遮阳物。

“我从1985年开始专职打井，这个月是打井最
多的一个月。”58岁的沈运祥说，他的团队共有20
多人，目前兵分五路在湖南多地作业。

沈运祥粗略统计，这轮旱情发生以来，他们打
出的抗旱井共灌溉了一万多亩农田。

打井是一项技术活，关键是要找准地下水源位
置，除了依靠先进的找水仪等设备，还要结合经
验。“山嘴对山嘴，嘴下有好水”“撮箕地，找水最有
利”……沈运祥在手机里保存了大量前辈和同行编
写的找水“秘诀”。

作业现场，沈云祥还不停地接起工友打来的电
话，远程指挥他们解决设备故障等问题，几乎顾不
上跟记者说话。

打井还是一场“持久战”，一口井要成功出水，
短则三五天，长则十天半个月，打井人每天要连续
工作十多个小时。

“最快三天，岗市村的这口井就能出水。”沈运
祥说，一出水，他们就立即赶往下一处，后面还有
十多个村在等着他们。

管水——“我每天最多睡4个小时”

头顶是数不清的繁星，身边是赶不尽的蚊虫。
连续一个月，曾迪华就这样度过每一个夜晚。

老曾是常德市汉寿县崔家桥镇肖家冲水库的
管护员，肖家冲水库是一座小（1）型水库，为当地
4000亩农作物提供灌溉水。为了用水安全，他必须
通宵在水库堤坝上值守。由于持续干旱，目前蓄水
量只有40万立方米，不到正常时期的三分之一。

水少了，就得精准利用。何时放水、一次放多
少、放到哪里，都需要镇上根据各村旱情程度合理
安排、统一调度。老曾只有在接到镇上的指令后，
才能开闸放水。

老曾是个热心肠，他晚上管护水库，白天到各
村帮忙，要么跟村民抬着抽水机到水源提水引流，
要么与村民一起疏通年久失修的水渠。“这段时
间，我每天最多睡 4个小时，身上的衣服就没干
过。”老曾说，能把水库里每一滴水送到最需要的
地方，自己熬的每一个夜、流的每一滴汗都值得。

送水——“做力所能及的事，心里踏实”

53 岁的龚文科是汉寿县军山铺镇太常山村
人，平时在县里做生意。8月初，当地出现旱情，向
来热心公益的他自掏腰包购买桶装纯净水，免费
送给老乡们饮用。目前已累计送水 200 多桶、
4000多升。

军山铺镇有一座中型水库，但由于当地面积大、
人口多，加上目前水库蓄水量只有正常时候的50%，
镇里生活用水紧张，因此白天由消防车统一送水。

龚文科告诉记者，他觉得消防车送水不能解决
所有问题，于是开始了自己的送水计划。最初龚
文科自己送水上门，老乡们总想塞蔬菜、土鸡蛋谢
他，后来他尽量安排公司员工去送，并叮嘱他们不
许收老乡们的任何东西。

近一个月来，64岁的村民张伏安每周定期都
会收到龚文科送来的4桶纯净水。这些水对家里
有4个小孩的张伏安来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送水，龚文科还给村里购置了上万元抗旱
物资。他说，看到家乡受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心里踏实。

找水、管水、送水
——湖南抗旱一线的故事

新华社重庆8月 28日电（记者
周闻韬 朱高祥）28 日清晨，位于重
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大学第三运动
场上，300 多名云南森林消防队员
整齐列队。在取得森林灭火的阶
段性胜利后，他们即将启程返回驻
地。

受持续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影响，
近期重庆多个区县相继发生山林火
情。1000余名来自云南、四川、甘肃
等地的消防队员驰援重庆，深入涪
陵、北碚、巴南等多个区县，连续执行
灭火任务。

第三运动场背靠缙云山主峰狮
子峰，远远望去，山火过后的缙云山
重归安宁。得知消防官兵们即将返
程的消息，众多重庆市民自发前来送
别消防队员。

上午9时许，官兵们整队完毕、登

车出发。此时，送别的人群已经挤满
了道路两旁。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三年级二班
的一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昨天傍晚
得知消息后，家长们专门赶制出一条

“向英雄致敬”的横幅，一大早便带着
小孩来到现场。

“小孩今天没赖床，6点就洗漱完
了，他们想送送守护这座城市的英
雄。”另一名家长王攀告诉记者。

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博士生李
颖手捧一束麦穗，站在人群中第一排：

“希望这束麦穗能永远留在这群可敬、
可爱、可亲的人身边。”

送别的队伍从校内延伸至校外，
双向四车道的天生路上，重庆市民们
敲响锣鼓，用各自的方式表达感谢之
情。

“致敬最美逆行者”“感谢有你

守护北碚”……横幅和标语上书写
着感动，不少人早早放置好矿泉水、
西瓜、火锅底料等，准备送给官兵。

“谢谢！谢谢你们！”
“欢迎你们来重庆吃火锅！”
大家向消防队员喊着，难掩激动

之情，不少人上前与他们握手，队员
们也挥手致意，一些人流下了激动的
泪水。

小朋友骑在爸爸的肩膀上，敬着
不太标准的军礼，迟迟不肯放下。

与消防员并肩作战的志愿摩托
车队也前来送行：“和你们并肩作战
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不到3公里的路程，车队行驶了
约1小时……

绕城高速北碚路口，送别的长队
在这里结束，消防队员们的车队从这
里驶入高速、踏上归途。

重庆北碚群众送别云南森林消防官兵

暑假期间，在河北省青县木门店镇“哈哈
腔”传承示范基地，小学员们在老艺人的带领
下学习“哈哈腔”，度过充实的假期。“哈哈腔”
是一种地方戏曲，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图为8月28日，在河北省青县“哈哈腔”
传承示范基地，老师为小学员指导戏曲动作。

新华社发（苑立伟 摄）

8月27日，“成（都）德（阳）
高端能源装备”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正式宣布启动建设，预
计“十四五”期间，四川将新增
清洁能源装机 4600 万千瓦，

“六电齐发”，直接拉动万亿级
清洁能源装备市场需求。

当日在德阳举行的 2022
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上，四
川省宣布了这一举措。四川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明显，
天然气探明储量和年产量均
居全国第一位，拥有充沛的水
能，目前全省水电装机近9000

万千瓦，加上光伏、风电快速
发展，清洁能源装机达到1.02
亿 千 瓦 ，占 能 源 总 装 机 的
85.8%。

成都和德阳是四川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重心，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成都
和德阳坚持同城化发展，实施
产业同构。这一集群具备水
电、火电、核电、风电、燃气和太
阳能发电的全产业链能力，发
电设备产量累计突破 6 亿千
瓦，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记者 谢佼）

四川高端能源装备“六电齐发”
拉动万亿级清洁能源装备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