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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3日在上海调研技能人才工作时强调，积极适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

■李强将出席第七届进博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 （均据新华社）

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它是中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

铁路，一头连着“煤海”，一头通向渤海，

满载“乌金”的万吨列车像一条钢铁巨

龙，昼夜往复，奔流不息，将光和热送往

千家万户。30 多年来，它累计货运量突

破 85 亿吨——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单条

铁路货运量最高纪录。

它叫大秦铁路。

随 改 革 开 放 而 生 的 大 秦 铁 路 ，于

1985 年 动 工 ，1988 年 一 期 工 程 正 式 开

通，1992 年底全线开通运营。其西起山

西 大 同 ，东 至 河 北 秦 皇 岛 ，全 长 653 公

里，有“中国重载第一路”之称。大秦铁

路 是 连 接 山 西 、陕 西 、内 蒙 古 西 部“ 煤

海”和渤海湾港口的重要能源通道，煤

炭运量占全国铁路运煤总量的约 1/5。

自开通起，大秦铁路就肩负着能源

保供的重任，其运输能力也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求不断突破。2003 年起，大

秦铁路历经多次大规模扩能改造，运用

了大量新设备、新技术，开启了“速密重”

（快速度、高密度、大重量）并举的创新发

展模式，逐步实现“多拉快跑”的目标。

一组数据能够直观展示大秦铁路

重载技术的创新发展成果：开通之初，

大秦铁路年运量仅有 2000 多万吨，如今

早已实现 4 亿吨常态化运行。最早，每

趟车只能拉 4000 吨煤、每天最多开 50 多

趟，现在，大秦铁路每天有约 90 对重载

列车往返驰骋，其中，长达 2.6 公里、总重

2.1 万吨的列车就有 63 对左右，这些列

车以 10 多分钟的间隔接续驶出。装卸

效率也大大提升，每 30 秒可装满一节 80

吨车厢，最快 1 小时 46 分就可装满一列

2 万吨重载列车……

在没有成熟经验可循的条件下，大

秦铁路经过长期创新探索，形成了一整

套以“产运需”对接、“集疏运”协同、“速

密重”并举为主要特点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重载运输体系，并成功移植运用

在瓦日、浩吉等重载铁路中。

近年来，大秦铁路坚持创新驱动，

装备不断迭代升级。国产的大功率电

力机车担当主力，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

字化调度指挥中心也为线路持续高负

荷运转提供着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撑。

30 多 年 来 ，一 代 代 大 秦 人 践 行 着

“负重争先、勇于超越”的大秦精神，让

大秦铁路不断实现自我突破，成为中国

重载铁路的一面旗帜。随着各地陆续

进入供暖季，大秦铁路再次开足马力，

全力保障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需求，

守护万家灯火。

（新华社大同11月3日电 记者杨晨光）

下图：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太原局

调度指挥中心。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探访“重载第一路” 感受“流淌”的光和热

中 华 民 族 一 家 亲 ，同 心 共 筑 中 国

梦。近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主题文化活动在江西圆满收官。2023

年以来，国家民委先后在贵州、云南、浙

江举办系列主题文化活动，紧紧围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传承红色

基因、厚植古色底蕴、弘扬绿色新风、奋

斗金色年代，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多彩

画卷徐徐展开。

红色，彰显共同理想信念——

江西，一片红色热土。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走过“红军洞”、望向八角楼的灯

光，来自安徽的小学校长刘涛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

“这种沉浸式参观，代入感很强，让

人仿佛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英雄们饥寒

交迫却依然勇往直前，他们的精神和故

事一下变得立体生动。”他说。

跨越时空，一串串精神密码浸润各

族儿女心田，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的重要内核。

“红色资源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

族精神的鲜活载体，此次活动将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作为参观点，我深感意义重

大。”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袁海晓说，

我们要不断创新红色资源的打开方式，

打造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井冈山精神绽

放新的光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着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推进共

有精神家园建设，重在价值引领。

在贵州，主题团课以情景剧形式，帮

助学生领悟各民族共同价值追求；在云

南，“格桑花小小讲解员”的实践，激发青

少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厚植爱国情怀、培育时代新人，共同理想

信念潜移默化嵌入心中、融入血液、铸入

灵魂。

古色，涵养共同文化使命——

之江大地，文脉绵长。“尼山杯”衢州

市中小学生《论语》学习系列大赛现场，

传来琅琅书声。

“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在

现场观摩的湖南省民宗委干部刘勇庆

说，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

活动，讲好湖湘文化故事，不断增强各族

群众中华文化认同。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关键要增进文

化认同。

多彩贵州，民族团结“村 BA”在赛场

内外促民族文化交融；彩云之南，千年黑

陶技艺活化传承、走向世界，展中华文化

之美；江西乐安乌江之畔，“古村跑”“共

同的家”文化惠民演出不断激发群众文

化自豪感……

“‘古村跑’让全国各地的参赛者感

受到我们这里的优秀传统文化，目前我

们正探索以文旅融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希望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江西

乐安县教师余栋良说。

借助主题文化活动这一平台，各民

族文化创新活力大大增强、时代特色充

分彰显，中华文化焕发出蓬勃生机。

绿色，培育现代文明风尚——

云 南 丽 江 拉 市 镇 洋 溢 着 文 明 新

气 象 。

“以前村里环境跟不上，如今完成

了‘三线’入地、‘四水’收集、‘五整洁’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昔 日 沼 泽 荒 地 成 了 全

省‘绿美乡村’！”拉市镇海南村村民木

国章说。

培育文明风尚是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的时代要求。放眼各地，新发展理念渐

入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地生根。

浙江景宁，“生态旅游、风情旅游”

推动当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

彰 ；云南迪庆，“文明实践+移风易俗”

带来各族群众从“等靠要”到自立自强

的转变……

“连续 3 次观摩主题文化活动，我深

刻体会到弘扬文明风尚对于精神家园建

设的重要意义。”辽宁省民宗委干部刘成

成说，在今后工作中将大力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加强现代文明教育，积极引导各

族群众移风易俗、勤劳奉献，让文明新风

融入生活点滴。

金色，同心共赴美好未来——

赶市集、看走秀、品美食……江西吉

安市金坪民族乡，9 个民族和谐融居，八

方来客载歌载舞。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

要过上好日子！”在乡里的共富之家，本

地农产品通过直播销往全国各地，金坪

民族乡优质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玉

莲，正向游客讲述自己带领乡亲们共享

科技兴农“致富果”的经历。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最

终实现共同迈向现代化。

夜幕降临，井冈山南山火炬广场，文

艺工作者携手各族群众同声高唱《走向

复兴》……

“身处黄金时代，我们更要珍惜机

遇，学好专业本领。”观众席上，来自福建

的音乐学专业大三学生吴烨红十分感

动，“下学期我想去乡村支教，用歌声守

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广袤大地上，精神力量已深深融入

各族儿女血脉，化为共有精神家园，推

动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奋

勇向前。

国家民委有关负责人说，举办系列

主题文化活动，旨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将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

实际相结合，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抓实抓细，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华社北京 11月 1日电 记者王

明玉）

同心绘就多彩画卷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综述

金秋时节，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百朋镇果蔗种植基地迎来收获季，蔗农们积极收割抢运，加紧供应市场。图为百朋镇

里团村的果蔗种植基地。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大 庆 油 田—— 我 国 陆 上 最 大 油 田

65 岁了。

1959 年，大庆油田的发现为新中国

石油工业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在累 计 产 出 25 亿 多 吨 原 油 后 ，加

快 推 动 页 岩 油 效 益 开 发 ，加 紧 布 局四

次采油技术，加强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开

发……大庆油田奋力描绘峰值更高、能

源总当量持续向上的成长“第二曲线”，

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加油”。

铆足干劲延续稳产奇迹

湛蓝的天空下，视野所及满是深秋

湿地芦苇的金黄，一台台抽油“磕头机”

点缀其间、上下舞动，这是油城大庆的标

志性风景。

“保持稳产是采油队的根本。”在大

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三作业区中四采油

队，班长王一伦白天“钉”在现场，晚上和

技术骨干研究开采数据，量身定制最合

理的注水采油方案，铆足劲抢产夺油。

截至目前，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25 亿 多 吨 ，占 全 国 陆 上 原 油 总 产 量 的

36%，如果用 60 吨油罐车装满依次排开，

可绕赤道 15.6 圈。

在大庆油田第七采油厂，多个存储

着液态二氧化碳的白色罐体依次排列，

工作人员按下按钮向地下注入二氧化

碳……这里正在进行致密油二氧化碳蓄

能压裂技术试验，以解决致密油层的开

采难题。

除了核心区，大庆油田外围区域多

是开采难度较大的致密油层。致密油

层 区 域 石 油 储 量 达 10 亿 吨 ，年 产 量 约

640 万 吨 ，占 大 庆 油 田 年 总 产 量 超 过

20%，这是油田保持高质量稳产的一个

重要领域。

对照世界同类油田，其稳产期一般

在 3 至 5 年，多则十几年。

大庆油田首席技术专家伍晓林说，

在长时间开发的情况下，国内外对大庆

油田枯竭的论调一直在持续。大庆油田

采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不断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目前油气产量

当量已经连续 21 年保持在 4000 万吨以

上水平，延续着稳产奇迹。

科技创新驱动能源增量

2021 年，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

获重大战略性突破，落实页岩油预测地

质储量 12.68 亿吨，为大庆油田开辟出增

储上产的“新战场”。

“ 我 们 要 为 祖 国 再 抱 一 个 大 金 娃

娃。”大庆油田工程技术部副主任张晶

说。大庆油田 1205 钻井队把古龙页岩

油钻井周期从 113 天缩至目前最短 9.98

天，加快推动页岩油效益开发。

松辽盆地含油面积 6000 多平方公

里，地下纵深几千米，常规油、致密油、页

岩油等交错，采油难度与日俱增。几代

大庆人以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为筑牢

国家能源安全科技根基贡献力量，3 次

问鼎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形成了世

界领先的陆相砂岩油田开发技术。

2024 年 1 月 19 日 ，在 北 京 举 行 的

“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上，大庆油田

化学驱油技术研发团队被授予“国家卓

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石油界把自喷采油称为一次采油，

二次采油通过注水将油“挤”出，三次采

油靠化学剂把油“洗”出来，即化学驱油。

化学驱油是世界石油界关注的重大

科技难题，水驱采油仅能采出原始地质

储量 30%左右。面对三次采油“卡脖子”

难题，伍晓林带领团队攻关，历经 5600

多次试验终于实现突破，使大庆油田采

收率在二次采油技术基础上提高 14 至

20 个百分点。2022 年，大庆油田又攻克

三次采油 2.0 版表面活性剂核心技术，进

一步提高了采收率。

目前，大庆油田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的三次采油研发生产基地，三次采油产

量累计突破 3 亿吨，年产量连续 22 年超

千万吨，三次采油保持领跑地位。

新能源领航“未来之路”

很多人不知道，油城大庆亦称“百湖

之城”，拥有 200 多个大小湖泡。

在第一采油厂群英西泡及北站泡，

一大片光伏板在水面上组成了“蓝色海

洋”。2022 年 7 月，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

伏示范工程并网发电，这是中国石油系

统首个水面光伏项目，年均发电 2750 万

千瓦时，可减排二氧化碳 2.2 万吨。

推进油气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离不开

技术赋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耗大户，大

庆油田将新能源技术创新和应用作为突

破点，为油田高产稳产、降本增效服务。

石油在开采和运输过程中易凝固结

蜡，需定期用热水清洗设备和管道。传

统的天然气加热方式能耗大、碳排放高，

为解决这一问题，工程师们研发出了“光

热+燃气”联合供热模式。

“这个项目的技术难点在于光热集热

器的布置上，油田管网密集、用地紧张，我

们经过大量排查调研，终于选出两处合适

的集热器布设点位。”大庆油田第三采油

厂工艺研究所副所长刘伟说，年底项目建

成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以节约天然气 51

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100多吨。

“像抓油气产量一样抓新能源。”大

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经理庞志庆的话，

是大庆油田从“一油独大”向构建风、光、

热、储、氢多能互补新格局加快转型的注

脚。大庆油田实施“清洁替代、战略接

替、绿色转型”三步走部署，迈向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

百湖上，有新风。在大庆喇嘛甸油

田低碳示范区，一期工程十几台巨大风

机向阳而立，与油井间 7 万余块光伏板

共同输出绿色电能。

地处敖古拉大风口的喇嘛甸油田，

风电年利用小时数可达 3000 小时以上，

光伏年利用 1500 小时以上。2023 年示

范区开工后，第六采油厂工艺研究所新

能源技术室主任阚宝春一头扎进施工现

场，“这是大庆油田单体规模最大的低碳

示范区，必须全力以赴”。

从“黑金”走向“绿电”，一台台白色

风 机 在 旷 野 里 转 动 巨 大 叶 片 ，一 排 排

深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下反射熠熠光

芒……老油田“追风逐日”，铺展开更多

绿色发展的“新风景”。

（据新华社哈尔滨 11月 3日电 记

者顾钱江、王春雨、强勇）

持 续 为 国“ 加 油 ”
—65岁大庆油田上扬成长的“第二曲线”

地上，绵延数百米的车队，浩浩荡

荡向东风着陆场挺进。

空中，数架直升机呼啸而过，按计

划抵近任务区域。

11 月 4 日 凌 晨 ，筑 梦 星 河 ，英 雄

凯旋。

这 是 东 风 着 陆 场 第 7 次 迎 接 航

天 员 回 家 。 这 也 是 继 神 舟 十 五 号 返

回 任 务 之 后 ，东 风 着 陆 场 再 一 次 跨

昼 夜 执 行 神 舟 系 列 飞 船 返 回 舱 搜 救

任务。

凌晨，戈壁气温接近零度。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指控大厅内，着陆场系

统工作人员紧盯着显示屏上神舟十八

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的飞行轨迹。

最 美 的 风 景 ，是 航 天 员 回 家 的

路。在许许多多个沙海为床、星夜为

被的夜晚，着陆场搜救人员展开高强

度训练，只为航天员的回家之旅更稳

更顺。

3 日 16 时 12 分，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分离前，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

在 地 面 人 员 的 配 合 下 ，完 成 空 间 站

组 合 体 状 态 设 置 、实 验 数 据 整 理 下

传 、留 轨 物 资 清 理 转 运 等 撤 离 前 各

项 工 作 ，与 神 舟 十 九 号 乘 组 完 成 了

工作交接。

出舱 8.5 小时，创下中国航天员单

次出舱最长时间纪录；“太空养鱼”，首

次进行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开展

各领域实（试）验 90 余项……神舟十八

号乘组 3 名航天员即将结束 6 个多月

的“太空出差”，重返地球家园。

指控大厅里，各搜救分队的汇报

声此起彼伏。“我们搜救人员会以最可

靠、最安全、最温暖的方式迎接英雄凯

旋！”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实时跟踪画面中，神舟十八号载

人飞船返回舱拖着长长的尾焰，顺利

冲破黑障区。很快，一朵巨大的伞花

在空中盛开，降落伞把返回舱的速度

进 一 步 降 低 到 安 全 着 陆 速 度 。 暗 夜

下，空中和地面搜救分队不断调整位

置，向预定着陆点收拢。

4 日 01 时 24 分 ，地 面 扬 起 数 米

高 的 沙 尘 ，返 回 舱 在 东 风 着 陆 场 成

功 着 陆 。 搜 救 人 员 跳 下 直 升 机 ，奔

向返回舱。

万众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

平衡气压、固定安全带、旋转开舱

手 柄 …… 开 舱 手 冯 毅 娴 熟 地 打 开 舱

门。“欢迎回家！”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

光富、李聪、李广苏第一时间听到了这

句代表着祖国亲人的亲切问候。

神舟奏凯，再回“东风”。

在 医 监 医 保 人 员 的 协 助 下 ，3 名

航天员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

良好。至此，“80 后”乘组太空之旅圆

满结束，航天员叶光富重返“天宫”的

圆梦征程完美收官，刷新中国航天员

在轨驻留时间的纪录，成为我国首位

累 计 飞 行 时 长 超 过 一 年 的 航 天 员 。

航天员李聪、李广苏的首飞之旅圆满

完成。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感谢伟大

祖 国 ，感 谢 全 国 人 民 ，感 谢 工 程 全

线 ，让 我 们 飞 天 圆 梦 、平 安 回 家 。”叶

光富说。

“探索太空永无止境，我们一定会

尽快恢复，争取早日投入训练，再次回

到浩瀚太空，在建设航天强国新征程

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李聪说。

“从太空家园返回地球家园，既有

回家的兴奋和开心，又有对太空的留

恋和不舍，此刻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伟

大祖国感到骄傲。”李广苏说。

圆 梦 星 辰 大 海 ，征 途 永 不 止 步 。

无数奋斗不息的航天人，将不断把中

国人送到更深更远的太空……

（本报酒泉11月 4日电）

神舟奏凯 再回“东风”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任务侧记

■本报记者 戚辰飞 岳雨彤 刘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