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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古城的新生活喀什古城的新生活

一 位 桥 吊 司 机 的 拧 劲 儿 和 闯 劲 儿一 位 桥 吊 司 机 的 拧 劲 儿 和 闯 劲 儿

竺士杰在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穿山港区港口桥吊上
作业（2022 年 5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江 汉 摄

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万吨巨轮云集，桥吊高耸
林立，集装箱卡车往来不息。

一大早，桥吊司机竺士杰准时乘坐工程电梯，直达在
49米高空的工作岗位——悬挂在桥吊大梁下的司机室。

坐在这个相当于 16 层楼高、仅有几平方米的狭小空
间里，通过脚下的透明玻璃往下看，地面上的集装箱就像
一个个火柴盒，集装箱上的锁孔更是像针眼一样小。

竺士杰低头弯腰，瞄准集装箱四边，熟练地操作各种
手柄和按钮 ，控 制 着 重 达 千 吨 的 庞 大 桥 吊 ，将 带 有 4 个
锥形锁头的吊具缓缓放下，然后稳稳地送入集装箱四角
的锁孔。

着箱、闭锁、拉升、落箱、开锁……动作行云流水，不到
一分钟，一个庞大的集装箱被准确放在了指定位置，上下
层叠放误差不超过 2厘米。

这样的工作场景是竺士杰最熟悉的。在码头待了 20

多年，他的肤色黝黑，利落的平头，穿着略显褪色而又整洁
的工作服，看起来质朴敦厚。时间的磨砺，使他成为在高
空中“穿针引线”的桥吊高手，每一个动作的精细控制都早
已形成肌肉记忆。

不过近年来，码头设备智能化改造快速推进，远控操
作集装箱装卸成为大趋势。竺士杰这样的老司机遇到了
新挑战。

“过去我们工作时全凭肉眼。用上远控后，操作传统
设备‘望闻问切’的方法都不管用了，没有自己的直观感
受，只能依靠画面和数据。”竺士杰说，“驾驭这样的远控设
备，对我来说是全新课题。”

去年 6 月，穿山港区完成首台传统桥吊的远控改造，
竺士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分多钟！首次尝试，耗时比操作传统设备的平均用
时足足多出一倍。竺士杰心里不是滋味：“这哪行啊，用时
太长了！”

桥 吊 效 率 是 一 座 港 口 运 行 效 率 的 关 键 指 标 之 一 。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一流标准，远控操作效率必
须提高！”竺士杰“不服输”的拧劲儿上来了。

当年，技校毕业进入港口工作之初，竺士杰就憋着要
争上游。工作不到半年，他就成为操作 20 多米高龙门吊
的熟练工。“桥吊司机技术含量更高，我就想上 40 多米的
桥吊挑战自己。”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让他创造了一小时
起吊 185个集装箱的纪录，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

如今面对新挑战，竺士杰又成了刚入门的“学徒”，一
头扎进对远控操作的研究，也激起了自己的闯劲儿。

没有经验可循，就自己摸索。他和同事研发了一套
集装箱码头作业动态模型。“有了模型，能把抽象理论变
成直观动作，让司机理解设备运行原理，在操作端降低故
障率。”

采集数据、设计图纸、寻找材料……日常工作之余，竺
士杰把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开发这个模型上。没有模具
就自己开发，没有现成零件，就想方设法找东西替代，光是
吊具伸缩梁，就来回试了十几种不同规格的磁铁。

一个寻常的周六，早上 7 点，电话急促地响起，是模型
师傅打来的：“竺师傅，不好了，工作室着火了。”

竺士杰一下子蒙了，火急火燎赶到现场。设计图纸和
刚做完的桥吊大梁模型都烧没了，两三个月的努力付之一
炬。竺士杰心乱如麻。

幸好，模型数据保存在电脑里。冷静下来，竺士杰告
诉自己，哪怕回到起点，这条路也一定要走下去。自此，下
班后、节假日，只要一有空，竺士杰就上门找模型师傅，从
头再来。

“这套模型用了一年多才做成，近万个零件，精度误差
不到 1 毫米。”竺士杰操作模型遥控器，吊臂的收放、钢丝
绳的松紧、吊具的倾转角度……真实作业场景被最大限度
还原。“现在它可是我们司机培训的独门‘宝贝’。”

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里，还有不少“宝贝”
让竺士杰如数家珍：和高校合作开发的远控模拟设备，既
不占用码头作业资源，又提供了实践操作平台，培训司机
可少不了它；沉甸甸的操作手册，记录了自己 20 多年的操
作经验，这两年多，这本操作法越写越厚，司机远控吊箱的
平均时间越来越短……

竺士杰和同事们一边钻研理论知识，一边苦练操作技
术，终于有了收获——

宽敞明亮的远程控制室里，19 个摄像头传回作业现
场不同角度的画面，清晰呈现在 6 块屏幕上。竺士杰端坐
在操作台前，眼观六路，确认着码头作业面安全。

“一切准备就绪。”一挡、两挡、三挡……左手轻推摇
杆，千米之外的 49号桥吊无人司机室开始向前运行；右手
同时推动吊具起升手柄，吊具在空中划出一道流畅弧线，
精准定位，稳稳抓住集装箱。

“起吊环节我最不放心，一旦叠放的集装箱和下层有
勾带，可能造成掉箱，那麻烦就大了。”竺士杰缓缓拉着操
纵杆，敏锐的目光在各个屏幕扫过，不漏过起吊状态的每
一帧信息。

海陆两侧监控画面无误，重量显示器数据正常。竺士
杰放下心，一串熟练的操作，集装箱稳稳落在卡车上。

“ 1 分 36 秒！”数字在计时器上定格，竺士杰挥了挥握
紧的拳头，“太好了！基本接近传统设备的操作时间！”

“箱子运行环节还可以优化，在人工介入和系统之
间 ，尽 量 无 缝 对 接 。”拧 开 矿 泉 水 瓶 盖 ，还 顾 不 上 喝 一
口，竺士杰便和身旁的工程师交流操作感受，提出改进
建议。

远程控制室窗外，来自全球各地的万吨巨轮靠泊装
卸，桥吊与卡车娴熟配合，各环节流畅操作如同一首不间
断的码头协奏曲。

“到明年 3月，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会有 9台桥吊完成
远控改造，智能化、自动化将使码头整体运行效率进一步
提高。”竺士杰摩挲着远控摇杆，“到时候，我们朝着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打造世界一流强港的目标会再迈进一步。”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杭州 9月 24日电）

牢记嘱托建新功牢记嘱托建新功

十 年 一 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舰
——写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入列 10 周年之际

历史的时针回拨到 2012 年 9 月 25 日，大连。
天气预报中的阵雨没有如期而至，大连港风平浪
静，秋阳和煦。

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
正式交付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
宁舰”，舷号为“16”。

那一刻，全中国为之沸腾。从那一天起，中
国迈步进入航母时代。

砥砺十载，辽宁舰逐步建立起航母编队综合
攻 防 体 系 ，形 成 了 包 括 远 海 作 战 运 用 的 系 列 战
法，实现了从试验训练平台到备战打仗先锋的华
丽转身。

2020 年 3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波舟山
港穿山港区，冒雨察看码头现场集装箱作业场景，
听取港区情况和复工复产情况汇报，同港口职工代
表亲切交流。桥吊司机竺士杰作为代表向总书记
汇报工作。

看 到 港 口 职 工 精 神 昂 扬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称 赞
说：“港口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枢纽性设施，
你们是一支非常硬核的突击力量。”总书记对宁波
舟山港提出殷切期望：“要坚持一流标准，把港口建
设好、管理好，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强港，为国家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走进新疆喀什古城，纵横交错、曲径通幽的街巷，
层叠错落的古朴土屋、精美的砖雕窗棂……古城特有
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融合神秘感，令人流连忘返。

这个古城里曾有喀什市最大的棚户区。党的十八大
以后，喀什市棚户区改造工程全面铺开，喀什古城改造
工作进入快车道。短短几年，总投资逾 70 亿元、面积
达 8 平方公里的古城危旧房改造工程全面竣工，水、
电、气、路、网、绿化等社区配套基础设施全部完善配
齐，20多万人口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

喀什古城改造过程中，政府部门充分听取居民意
见，采取“一户一设计”方式，做到保持古城原风貌，符
合居民改造意愿，保证房屋安全抗震。

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少数民族民居特色被最大
限度保留下来。别具一格的木雕、铁艺、绘画在这里随
处可见，7000 多户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民居在保
留原有空间格局基础上被修缮加固。喀什古城改造项
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评价。

古扎社区位于古城的核心区。辖区内道路整洁、
屋舍井然，医疗、教育等机构齐全，居民 10 分钟就能赶
到社区卫生室，小朋友不出街区就能进入幼儿园、小学
上学。社区党支部书记热则耶·麦麦提说：“居民一步
迈进了现代都市生活。”

改造中，政府有关部门着眼提升古城综合功能，大
力开发商业和旅游业，增强当地居民就业、致富“造血
功能”。 2015 年，喀什古城荣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称号。

这些年，喀什古城名气越来越大，国内外游客慕名
而来。人们在欣赏古城独特民居、街巷的同时，可尽情
游逛极富民族特色的玉石巴扎、铜器巴扎、帽子巴扎、
陶器巴扎，以及艾德莱斯丝绸、烙铁烫画等各类店铺，
体验手工制作乐器全过程，品尝地道的新疆羊肉串、烤
包子、羊肉抓饭……

年轻的巴亚吉·库迪热特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古城改造后，他家的土坯房变成临街三层“小别墅”，房
子外墙贴着精致的民俗特色墙砖，每个楼层窗台外种
着鲜花，爬山虎从墙根攀援到屋檐下。眼下，房子的二
三楼住人，一楼改建成商店，货品琳琅满目，其中有不
少产自国外的酒、咖啡等。“我开的是国际超市，你说是
不是？”巴亚吉笑着说。

喀什古城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2020 年的一次旅
游，让河南姑娘王玮留了下来，在喀什古城开了民宿和
咖啡馆。她说，在这里感受最深的是和睦的邻里关系，

“平日我辅导邻居孩子写作业，邻居时常送我一些特色
小点心，很有温情”。

39 岁的吾斯曼·艾海提学习维吾尔族传统木雕工
艺已经 20 多年，如今在古城开了自己的店铺。他说，
游客把他亲手做的民族工艺品带到各地，是让他最自
豪的事情，“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

发自内心的笑，洋溢天山南北。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疆有效改善城镇居民生活环境，增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功能，优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形象
和 城 镇 化 质 量 ，切 实 增 强 各 族 群 众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 。 2012 年 以 来 ，新 疆累计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 238.53 万套，老旧小区改造 4762 个，惠及居民 74.23

万户。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乌鲁木齐 9月 24日电）

“前方有江豚！”24 日中午 12 时许，长江洞
庭湖口，粼粼波光中不时出现几个形似“轮胎”
的弧形黑点，时而喷水换气，时而随浪追逐，长
江江豚科学考察队目视组记录员龚海波兴奋地
喊出了声音。

继 2006 年、2012 年、2017 年之后，农业农
村部 19 日在长江中下游南京、武汉、荆州同步
启动第 4 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这也是
长江实施全面禁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颁布施行后，首次开展长江流域物种系统
调查。

来自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的“90

后”科研人员龚海波有幸参与其中。连日来，在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组织
下，20 余家科研院所和相关单位的 120 多名人
员采取分组分江段同步实施的方式，对长江中
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及部分长江支流江段
展开了“拉网式”搜索，开展长江江豚种群数量
及分布考察、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和未通航汊
江江豚种群及栖息地调查等一系列工作。

“与以往相比，此次长江江豚科考在考察范
围上更广，船只、人员投入更多，考察技术也有
所创新。”长期从事江豚研究和保护的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郝玉江介绍，除了
目视、被动声学等常规手段，此次科考还增加了
自 动 影 像 辅 助 系 统（VAOS）、水 环 境 采 样
（eDNA）等技术，便于更准确地考察长江江豚种
群分布情况及栖息环境情况。

郝玉江介绍，从目前的科考结果来看，长江
江豚的分布模式整体呈现相对集中、散点分布的
特点，和 2017年的情况接近，未发生显著变化。

“此次洞庭湖口发现的是较大的一个江豚
群体。”作为科考队目视组记录员，龚海波有着
相对直观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科考过
程中，江豚‘子母同框’的情况较多，这说明江豚
家族可能在发展壮大，但整体数量仍待后期计
算分析。”

脑 袋 圆 圆 ，前 额 凸 起 ，嘴 巴 上 翘 好 像 在 微
笑，长江江豚被称为长江的“微笑天使”。 2017

年 的 科 学 考 察 结 果 显 示 ，长 江 江 豚 数 量 约 为
1012 头，种群极度濒危。随着长江大保护逐步
深入，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
长江江豚近年频频现身，“江豚逐浪”成为长江
沿线许多城市的一道风景。

“本次科考将全面掌握长江江豚种群数量
分布和栖息地环境现状，整体评估其种群数量、
结构及变化趋势，科学分析长江江豚致危因素
和保护措施效果，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提供依
据。”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资源环境
保护处处长娄巍立说，摸清长江江豚“家底”，才能采取更
完备的保护，让母亲河的“微笑”更好绽放。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武汉 9月 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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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首舰

辽宁舰入列之时，世界航母已有百年历史。作为中国
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带给国人的是实现梦想的喜悦，留给海
军官兵的是民族的期盼和如山的重任。

海军从五大兵种和海军各级机关、院校中高起点、高标
准选拔了首批辽宁舰舰员。军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达 98%以上，硕士博士有 50 余人。曾任护卫舰舰长、驱
逐舰舰长的张铮出任辽宁舰舰长。“我干过的最大的战舰排
水量是 6000 吨，辽宁舰近 6 万吨。它所带来的训练、作战、
管理、安全等课目都是崭新的。”张铮坦言，一切从头开始。

面对 22 层甲板、300 多个直梯斜梯、3000 多个舱室、长
达几公里的内部通道，首批辽宁舰舰员在上舰之初，几乎都
有迷路的经历。有的舰员说，中国航母的启航，是从寻路开
始的。

时任机电部门士官的刘辉，光领到手的辅机冷凝水系
统资料，就有一尺多厚。全舰官兵叫响了“掌握新装备、勇
做开拓者”的口号，夜以继日地推动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

仅 两 个 月 后 ，11 月 23 日 ，舰 载 机 试 飞 员 戴 明 盟 驾 驶
歼-15 飞机成功阻拦着舰，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斗机上
舰的历史性突破。

又过了一年以后，辽宁舰通过台湾海峡，奔赴祖国的南海。
2015年 7 月，辽宁舰首次组织实弹射击，取得了全部命

中的好成绩。
2016年起，以辽宁舰为核心的航母编队多次赴南海、西

太平洋等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开始推动全要素、全流程整
体训练。

特别是 2021 年 12 月，辽宁舰编队历时 20 余天，跨黄
海、东海并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多个课
题综合演练、互为条件对抗训练。

海上飞鲨

很多参加首次着舰试验的人回忆，那一天渤海湾特别
冷，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仰望着天边。

寻舰、绕舰、触舰、着舰、阻拦成功。戴明盟一出机舱落
地，就被现场指挥员一把抱住，两人紧紧拥抱，哽咽无言。

舰载机，是航母的灵魂，也是衡量航母战斗力的重要标
准。舰载机飞行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2016 年 4 月 27 日，飞行员张超驾驶舰载战斗机进行陆
基模拟着舰训练时，飞机突发故障，他因弹射高度低跳伞坠
地后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就在张超牺牲前三周，飞行员曹先建在升空训练时，飞
控系统工作异常。为挽救战机，他直至战机坠海前 2 秒才
被迫跳伞，胸椎、腰椎等多处爆裂性骨折。

10年来，有人倒下，更有人跟上。一批批舰载战斗机飞
行员成功完成阻拦着舰，加入“尾钩俱乐部”，优秀的舰载机
飞行教官群体和飞行员群体快速成长起来。

2016年 8 月，飞行员王勇通过航母资质认证考核，后来

逐渐成为一名舰载机飞行教官。海军航空大学教官团队不
断刷新着飞行、带教、空域利用等极限，一整套专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的舰载战斗机飞行人才培养方案逐渐清晰。

2020年 11月，海军首批从高中招收的飞行学员取得昼
间航母资质认证，我国舰载战斗机飞行人才“改装模式”和

“生长模式”双轨并行的培养路径全面贯通。
从陆基到舰基，从单机到编队，从近海到远海，从单一

培养到双轨并行，从昼间到全时，舰载机飞行人才队伍以一
种加速度的方式传递着“火炬”。

深蓝印记

服役满 30 年的老兵阮万林退役前向组织提了一个请
求，希望能走上甲板，亲身感受“飞鲨”起降时的震撼。

作为一名机电舱段兵，阮万林多年来一直工作在主甲
板以下的底层舱室，始终与高温、油污、噪音和热浪为伴，穿梭
于管线之间，很难有机会亲眼目睹飞机起降那壮阔的场景。

当年“航母 style”“凌空一指”的画面曾风靡全国，如今
刚满 26 岁的吴永靖，成为辽宁舰上最年轻的起飞助理。面
对舰载机起飞时发动机剧烈的轰鸣和强大的尾流，他说，

“戴着头盔和耳罩仍感觉耳朵快炸了”。
10年来，一茬茬官兵守护着辽宁舰驶向深蓝，如果说舰

载机飞行员是站在光里的英雄，那么荣耀也同样属于那些
曾经来过却没多少人知道的普通官兵。

在迈向深蓝的航程上，更多的辽宁舰官兵像种子一样，
撒向了山东舰、福建舰和全海军部队。10年来，辽宁舰先后
为后续航母部队输送千余名骨干人才。舰载机飞行员徐
英，成为山东舰副舰长。辽宁舰首批舰员刘辉，如今成长为
山东舰上的一名一级军士长。同为辽宁舰首批舰员的张桂
忠，则成为海军士官学校声呐教研室的一名军士教员。

新学期开始，服役两年的王心仪把军装和领章、肩章悉
数上交，回到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两年里，王心仪随辽宁舰
参加了 10 余次演训任务，跨黄海、过东海、进西太平洋，亲
眼见证辽宁舰走向深蓝的壮阔航迹。她和众多退役老兵一
起，把辽宁舰的强军故事讲给了高山和海洋。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9月 24日电）

图①:辽宁舰起飞助理放飞歼-15 舰载战斗机（2021 年 9
月 15 日摄）。

图②:辽宁舰官兵进行舰载战斗机起降甲板保障（2021
年 7 月 26 日摄）。

图③:辽 宁 舰 航 母 编 队 在 南 海 某 海 域 进 行 补 给（资 料
照 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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