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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规范施工程序，严格按照参数开展灌浆作业，确保施工质量。”
“五一”前夕，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正酣，通过视频连线，秦名奎远
程指导现场钻探灌浆施工作业，全力冲刺大坝下闸蓄水节点目标。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由
于灌浆施工的部位点多面广，最深需穿透近50米的松散砂卵石层，工程
任务艰巨。自2020年基础处理工程开工以来，作为技术专家的秦名奎就
带领队伍以“分片包干、动态调整”的方式“钉”在工地上。

墨脱，藏语意为“隐秘的莲花”，地处喜
马拉雅山脉南麓。这里雪山高耸，林海苍
茫，从海拔150米的河谷到7782米的南迦巴
瓦峰，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复杂多样的生
态系统，既有热带雨林，又有高耸雪峰。

雄伟神奇的景观背后，是复杂恶劣的气
候条件和极为不便的道路交通。自上世纪60
年代开始，西藏军区某团边防营就进驻戍守
在这里。1992年，中央军委授予该营“墨脱
戍边模范营”荣誉称号。一代代官兵前赴后
继，扎根边关，守护祖国边疆安宁。

记者两进墨脱，聆听这群“最可爱的
人”用青春热血忠诚戍边的故事。

一段段艰险路
被一双双“铁脚板”踏平

谈及墨脱，不得不提到路。
墨脱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

曾被称为“雪域孤岛”。“进墨脱，难！”从
“墨脱戍边模范营”成长起来的干部张文刚
感慨。

他2004年入伍，次年6月结束新兵训练
后，第一次走进墨脱。张文刚说：“老虎嘴、
多雄拉、蚂蟥山……一个个雄奇险峻的地
方，我都曾用脚步丈量过。记不清多少次，
双脚磨满血泡、血泡摞成老茧，甚至脚指甲
盖走掉了，鲜血沁出鞋面。”

2013年10月，墨脱公路终于建成，打通
了这片秘境与外界的联系通道，也结束了全
营官兵徒步进墨脱的历史。

进墨脱的路险，墨脱的巡逻路更险。
清晨，迎着朝阳，记者跟随该营官兵踏

上巡逻路。官兵巡逻的路线，多是人迹罕至
之处。走的人少，路线又远，加之当地雨水
丰沛，植被生长极快，许多地方根本没有
路，每一步巡逻路都要一边开路一边前行。

喜马拉雅山脉的天气复杂多变，刚还
是艳阳高照，顷刻间就大雨滂沱。云雾裹
住了密林，能见度骤降。“大家跟紧点，抓
住前面人的背包绳。”哨长次仁顿珠大声提
醒道。

丛林荆棘，峭壁林立，有些路段坡度在
70度以上，只得双手双脚找好支撑点，一点

点挪动攀行。从低海拔的酷热难耐到高海拔
的严寒缺氧，记者一路走一路添加衣物。巡
逻队伍里人均负重20公斤以上，官兵们的衣
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累到极点，记者忍不住一次次发问：“班
长，咱还有多远到点位？”得到的回答总是：

“拐过那个弯儿就快到了。”可眼前依然是悬
崖与绝壁，密林和飞瀑。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绝不把领土守小
了，绝不把主权守丢了。边防有我在，请祖
国放心！”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了目标点
位，巡逻官兵神情坚毅、紧握钢枪，面向国
旗，庄严宣誓。

“这还是比较短的巡逻线，我们防区最远
的巡逻点位得走上半个月呢。”下山途中，带
队巡逻的营长陈显刚笑着向记者介绍，由于
防区海拔高差大，气候多样，该营不同点位
的官兵穿着也有不同，“山下着短袖，山上戴
棉帽。”

“勇敢、坚韧、无畏，是常年行走在墨脱
路上的边防军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也是他
们内心深处始终不变的价值追求。”该营教导
员许伟杰骄傲地说，一段段艰险路，被一双
双“铁脚板”踏平，见证着一茬茬戍边战士
的青春。

信息化管边控边装备
给官兵装上了“千里眼”

在“墨脱戍边模范营”某哨点，记者正
好遇到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军区某团参谋海
金航，他正与战友们分享今年参加全国两会
的感悟。

“现在边防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对守边固
防也越来越有信心了。”谈起边防变化，官兵
们越聊越兴奋。通路、通电、通网……新营
房排列整齐，新宿舍阵阵暖意，新鲜餐品丰
富健康，巡逻执勤更加智能，逐步改善的驻
防条件让官兵的工作、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军民开山筑路，连接哨点，畅通巡逻点……
边防路成了墨脱路网建设的重中之重，辖区
各单位合力改善部队道路条件。路，一点点
向着边防线蜿蜒拓展，逐步构建成一张紧密
高效的边防路网。

“过去往山上运输物资，可费劲了。”戍
边13年的老兵史建红说，由于地形限制，该
营不少哨点都设在危峰峻壑之间。以前物资
运补全靠人背马驮，“跟蚂蚁搬家似的，不仅
人容易受伤，运到的物资量还非常小。”

“起飞！”只见一架挂载“包裹”的无人
机垂直升空，进入预设航线后往大山深处飞
去，20分钟后精准抵达目标点位。

“空中快线，方便高效！”史建红竖起大
拇指。得益于无人机“航线”的开通，燃
料、生鲜副食等补给物资可以高效便捷送抵
哨点。如遇突发情况，还能将急需药品器材
快速送达。

不仅如此，无人机还在侦察领域得到运
用。只见带队干部吴正涛操作着手中的遥控
器，屏幕上实时传回边境线高清画面。“过
去我们巡逻要翻山越岭走一整天，现在无人
机 20 分钟就能完成该区域侦察。”目前，

“墨脱戍边模范营”多个边境哨所实现了
“空中巡逻”。

“卫星导航指引巡逻，巡逻信息可实时传
回指挥中心，紧急情况还可实现语音连线。”
吴正涛说，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建设提速，
制约边防发展的瓶颈被一一突破。

“随着无人机、边防巡逻车等装备配发一
线，高原边防管控已经呈现出‘空地一体’
全域管控模式，人防、物防、技防‘三结
合’的智能化管控体系基本形成。”在巡逻路
上，史建红和战友们体会到科技赋能带来的
变化。即便徒步巡逻路还需要穿密林、越险
山，有了无人机提前侦察，能够让巡逻队伍
避免往年常见的险情。

一条条延伸到边防一线的公路，让蜿蜒
山路变成坦途；信息化管边控边装备陆续配
发边防一线，更是给官兵装上了“千里眼”。

从“雪域孤岛”到“钢铁前哨”，新时代
边防官兵守护祖国山河的初心依旧没变，信
念越筑越牢。

不论新兵老兵、干部群众
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医院、第一座铁索
桥……在“墨脱戍边模范营”军史馆墙壁
上，醒目地列出该营在墨脱建设发展过程中
留下的多个“第一”。

该营进驻墨脱之初，当地没有一所学
校，百姓患病无处就医。官兵们边建营房边
抓教育，一位位“兵老师”走进课堂，一位
位“门巴 （藏语意为‘医生’） ”深入村
落，帮助墨脱教育、医疗事业从零起步。

“我是周老师的学生。”在墨脱采访多
日，多位采访对象这样告诉记者。他们口中
的“周老师”，名叫周国仁，从军24年，也
戍守墨脱24年。

来到墨脱后，周国仁发现驻地学校急缺
教师。“白天教书，晚上备课，训练还不能落
下。”此后十八载，周国仁成了背崩乡小学的

“兵老师”。
“我也是周老师的学生。”甘登乡格林村

村委会主任多杰平措骄傲地说。无论是护边
巡逻，还是组织村民开展农业生产，多杰平
措常常身穿迷彩服、胸佩党员徽章。

受到周国仁和当地驻军的影响，多杰平
措从小对军旅生活充满向往。他 2008 年入
伍，退役后回到格林村，加入民兵队伍，继
续服务军地建设。“每逢节日慰问、欢送退伍
老兵等活动，我们村民都会和部队官兵一起
过。”多杰平措说，不论新兵老兵、干部群
众，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随着办学扫盲范围从城镇拓展到乡村，
“墨脱戍边模范营”还帮助地方办起文化夜
校、希望小学。据统计，部队官兵所教的当
地学生有200多人考上大学，不少学生毕业
后返回墨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稳边固边
兴边的主力军。

当年，在墨脱，你会发现极具特色的一
幕：教室里，给孩子们授课的，是军人；操
场上，带着孩子们运动的，是军人；放学路
上，护佑孩子们平安回家的，还是军人。

随着墨脱教育事业发展，“兵老师”不再
需要教授主干课程，但由“墨脱戍边模范
营”官兵担任“国防副校长”的做法一直延
续至今。

2018年，一级上士曹世学接棒来到背崩
乡小学，利用业余时间给孩子们上国防教育
课，并担任“国防副校长”。“青少年是国家
的未来，国防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要精心
准备好每一节课，将更多的国防知识传播给
孩子们。”曹世学说。

“阿妈给你带了花，你在天堂里看一
下。”今年清明节前夕，65 岁的门巴族阿妈
嘎玛措姆再次背上背篓，走进墨脱县背崩乡
烈士陵园。她轻抚着墓碑，呢喃着21年来不
变的承诺。

20 多年前，年轻的陕西籍战士饶平是
“墨脱戍边模范营”的一位班长，驻守期间，
饶平和战友们经常帮助当地老百姓修房子、
干农活、修电器。看到部队补充生活物资不
易，嘎玛措姆时不时把家里种植的蔬果送给
部队官兵改善伙食。一来二往，饶平成为嘎
玛措姆家的常客，结下了深厚情谊。

2004年7月，饶平和战友们例行巡逻时
突遇泥石流，不幸牺牲。得知噩耗的嘎玛措
姆常常以泪洗面。“饶平是我优秀、善良的孩
子，更是一名英雄。”嘎玛措姆说。

如今，白发爬满了嘎玛措姆的双鬓，但
她依然坚持每年为饶平扫墓。在墓碑前，她
总爱把家乡的变化一五一十地讲给饶平听。

长久以来，“墨脱戍边模范营”官兵与全
县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部队积极支援
地方建设发展，我们也主动配合部队巡逻执
勤、基础建设等活动。”林芝市委常委、墨脱
县委书记符永波说，“军爱民，民拥军，墨脱
军民鱼水一家亲，同心共筑边防线。”

人民日报

每小时60.9个自然箱！在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桥吊的平均单机作业效率再一次刷新了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装卸效率
的世界纪录。

作为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带头人，张连钢与团队第十二次刷新这
一世界纪录。

1983年，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前身之一）毕业后，张
连钢来到青岛港。在机关工作不到10个月，他便主动请缨参与青岛港第
一个集装箱泊位建设。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但也有短板——
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

“要给中国人争口气。”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主持
过多项科技攻关项目的张连钢，扛起了自动化码头筹建重任。

“出国学？人家都不让下车拍照。花钱买？卖家开出天价。”张连钢
下定决心，“核心技术买不来、换不到，唯有自立自强。”项目启动时，张连
钢正处于肺癌手术后的康复期。“拼命都不一定能干好，不拼命肯定干不
好。”张连钢带领团队通宵达旦连轴转。面对自动导引车（AGV）控制系
统的研发瓶颈，张连钢吹响了团队攻坚的冲锋号。

2017年5月11日，青岛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开港运营，一声令下，数
千个集装箱开始装卸，大家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数据跳上屏幕：“桥吊单
机效率26.1个自然箱/小时”，创下世界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商业运营首船
作业最高效率！那一刻，团队成员泪湿眼眶。

二期建设时，他们定下“超越一期、引领世界”的目标，引入“氢动力+
5G技术”等大胆设想；三期工程中，推出全国产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能
管控系统A-TOS，实现了从底层软硬件到上层应用关键核心技术的完
全自主可控……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张连钢说。在“传帮
带”机制下，前浪奔腾澎湃，后浪生生不息——

“初来乍到，发现这里所用的技术、需要的能力，远超我所学，曾想过
打退堂鼓。”90后团队成员许浩然说。

“大家都是从无到有、克服重重困难，才走到今天。”听前辈们传授经
验，许浩然重拾信心。

AGV路径规划算法是全自动化码头生产控制系统的“灵魂”。为了
模拟真实工况，许浩然与团队成员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环境里连续
测试 48 小时，经历无数次推倒、重建，一种全新的、高效率自动化码头
AGV路径规划算法成功上线。

“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才能紧跟时代步伐。”80后团队
成员张常江深有感触，他曾用三天三夜破解AGV充电难题，使设备减重
12吨、电池寿命延长至12年以上。

从“跟跑”到“领跑”，“连钢创新团队”的步伐从未停歇——
张连钢的手机里存着港口规划蓝图，“我们正在谋划多项技术创新：

一是推动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开花结果’；二是做好新一代智能
高效、绿色、轻量化港机装卸设备等原始底层创新；三是构建新一代智慧
绿色港口。”

暮色下，码头装卸繁忙。张连钢登上眺望台，海风掠过他斑白的鬓
角，“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港口屹立于世界领先之列，为世界级海洋港
口群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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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官兵。

踏雪巡逻。

艰辛巡逻。

“灌浆工程属于隐蔽工程，是大坝安全运行的一道防线，其质量好坏
直接关系水利枢纽的安危，容不得半点马虎。”秦名奎说。

今年38岁的秦名奎是中国能建葛洲坝市政公司所属能源基础工程
公司的负责人。自2007年成为新疆下坂地水利枢纽施工员以来，他先后
参与新疆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八大石水库、尼雅水库、策勒河昆仑水利
枢纽、大石峡水利枢纽等多个重大工程的建设。

18年间，秦名奎从一名施工员成长为钻探灌浆领域的行家里手，秘
诀是肯吃苦、善钻研。

在八大石水库项目，灌浆作业遇到强风化地层吸水不吸浆、易抬动、
地基承载力差等问题，严重影响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他带领团队查资
料、研究地层特性、做试验论证，创新采用断层带浅层化学灌浆技术，有
效提高了地层的防渗性能和承载能力，也为后续类似项目提供了宝贵的
技术参考。

每个项目的重难点不同，秦名奎上工地时，总是腰间别着强光手电
筒、钢卷尺和记录本，每遇到难题，他都反复观察、测量、记录，寻找解决
办法。

尼雅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和田地区民丰县。这里海拔高、温差大、地
震多、隧洞围岩地质不良，前期灌浆试验始终难达预期，秦名奎便带着攻
关小组吃住在工地，反复试验摸索，创新采用“水泥灌浆+硅溶胶化学灌
浆”复合技术，精准封堵围岩微裂隙，成功将工程防渗性能提升30%。

这些年来，秦名奎先后取得“具有可拆卸式轴芯的水龙头”“一种基
坑局部自动降水装置”“一种室内自动喷淋养护装置”等3项国家级新型
专利，科研成果“水利工程基础处理技术分析研究”受到业界关注。

如今，秦名奎除了开展技术攻关，浇灌“行业新苗”也是他的重要工
作。为了让新员工尽快成长，他制定理论打基础、案例学经验、实践练本
领的培训计划，指导的7名员工先后成长为技术骨干。

“初心须坚守，匠心要锤炼。”秦名奎说，未来，他还将继续扎根一
线，深耕专业领域、不遗余力培养人才，为行业蓬勃发展贡献智慧与
力量。

新华社

深耕钻灌施工18年的
匠心与坚守

秦名奎（右一）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钻
探灌浆施工作业。

“连钢创新团队”：
十二次刷新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