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吉玲 刘婧宇

新华每日电讯·16 版

“科学”号：党旗在海风中高高飘扬

本报记者张建松

海兴则国富民强，海衰则国弱民穷。建
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然而对于浩瀚无际的深海大洋，
人们一般难以到达，也不太了解。为了认识
海洋、经略海洋，我国有许多科考船长年在
海上斩波劈浪。

今年上半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跟随我
国新一代海洋科学考察船“科学”号，到西
太平洋麦哲伦海山进行为期 40 多天的科学
考察。“人在一起叫聚会，心在一起叫团
队”，在科考船上，一批共产党员挑起了工
作的大梁，党旗在海风中高高飘扬。

“海归”首席科学家担任“科

学”号党小组组长

“我出国留学就是一心一意

想学到真本领为自己国家工作，

从来没有任何想留在国外的念

头。只有把自己的工作热情与国

家的需求结合起来，人生才有意

义，工作才很快乐”

“科学”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新
一代海洋科学考察船，自 2012 年交付使用
以来，每一个科学考察航次，船上都要成立
党小组。参加麦哲伦海山科考航次的队员
中，共有 20 多名共产党员。经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任命，航次党小组组长由首席科
学家徐奎栋担任。

49 岁的徐奎栋是一位“海归”科学
家，也是中科院海洋所党委委员。 26 年过
去了，他清楚地记得在大学时入党宣誓的情
景。入党誓言从此深深镌刻在他心中，即使
是远在海外，他的目标一直锁定在学习先进
知识、训练科学思维，回来为发展祖国海洋
事业做贡献上，从未想过要留在异国他乡做
一名“异乡客”。

1999 年，徐奎栋从中国海洋大学博士
毕业，到韩国一所大学从事海洋生物环境监
测研究。当时，他在韩国做博士后收入就是
国内大学副教授收入的十倍，但他从没有将
金钱太看重。每天散步时，他内心深处总有
一种挥之不去的紧迫感。

“当时出国目的就是希望提高自己，但
总觉得还没有学到太多，没有明显提升自己
实力，回国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徐奎栋
说。

为了学到真本领，徐奎栋又联系了奥
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一位国际知名的生物分
类学教授，申请做博士后。这位教授博
学、严谨，但也非常骄傲、严苛，甚至不
近人情。每天工作 16-18 个小时，中午从
来不吃饭，周六从来不休息，甚至周日也
加班。

许多博士后受不了这位“科学工作狂”
的“折磨”，半途而退，但徐奎栋咬牙坚持
了下来。在魔鬼般训练中，他也所学良多、
获益匪浅。 3 年期满，导师很希望他继续留
在那个风景优美的奥地利小城，但徐奎栋没
有答应。 2005 年，他带着妻子和在奥地利
出生的儿子，回到了中科院海洋所。

“我出国留学就是一心一意想学到真本
领为自己国家工作，从来没有任何想留在国
外的念头。只有把自己的工作热情与国家的
需求结合起来，人生才有意义，工作才很快
乐。”徐奎栋说。

“走向深海大洋”是国家的重大战略
需求。回国以后，徐奎栋作为中科院“百
人计划”领军人才，从事海洋生物分类和
多样性研究，近年来主攻海山生物多样性
研究。

海山是海底的花园、大洋迁徙动物的驿
站、古老海洋生物的避难所，生物多样性
高、生物量大，同时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徐奎栋带领科研团队，对海山区的原生
动物、刺胞动物、多毛类、线虫等底栖动物
等进行全方位研究。十多年来潜心研究，厚
积薄发，目前已在国际上脱颖而出。

2015 年以来，在中科院先导专项支持
下，他带领团队对西太平洋的雅浦海山、马
里亚纳海山、卡罗琳海山、麦哲伦海山持续
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以掌握海山本底资
料，为今后计划在麦哲伦海山链建立一个国

际合作的深海保护区做前期准备工作；为维
护国家深海大洋权益，拓展和发掘国家战略
性海洋资源，支撑国家深远海资源调查与合
理开发，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海洋科学研究与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息
息相关。作为一名海洋基础科学研究人员，
我们现在经费充足，设备齐全，只要自己努
力，就有望取得科学成果，这是最理想的工
作状态。”徐奎栋说：“作为一名老党员，
我深刻地理解，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
籍。我们有幸赶遇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时代。
唯有竭忠尽智，才不负新时代。”

“80 后、90 后”党员挑起“科

学”号大梁

600 多米长、30 多毫米粗

的铠装缆只能手动拖拽。实验室

所有人员齐上阵，绞盘绞、绳子

拉、双手拽。时值西太平洋盛

夏，甲板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

度，每个人都汗如雨下，双手满

是油污，只能用湿透的袖子擦擦

即将流入眼睛的汗水
“科学”号是实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

开展深远海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在船上各个重要岗位，一批年
轻的“ 80 后、 90 后”共产党员挑起了工作
大梁。

1990 年出生的孟庆超，武汉理工大学
毕业， 2013 年来到“科学”号工作，并在
中科院海洋所入党。这些年，孟庆超从实习
驾驶员做到三副，再到如今的二副，每一步
都走得脚踏实地，也走得相当艰难。

克服晕船，是出海的第一关。由于天生
对摇晃非常敏感，孟庆超每次出海都晕得厉
害，第一次出海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一边
吃一边吐，最后连喝水都要吐，只能靠打吊
瓶维持着，一个航次下来瘦了 15斤。

面对自己如此严重的晕船，孟庆超不仅
坚持出海，并且每年出海超 200 天。

“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科学’号给我
的那份荣誉感、那种获得感。”孟庆超说。
2015 年 10 月，小孟结婚的前一天，中央电
视台正好播放“科学”号的纪录片，亲戚朋
友们都看到了小孟在纪录片里的镜头。小孟
妈妈高兴地对儿子说：“这部纪录片是送给
你结婚的最好礼物。”

如今，孟庆超的儿子已经一岁多了，儿
子叫的第一声“爸爸”，他是从微信上听到
的。爷爷奶奶去世时，他也在海上，没能见
到最后一面。“这是一个需要奉献精神的职
业，最感到亏欠的是家人，只有拿出工作成
绩才能对得起所有的付出。”小孟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小孟严格要求自己
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科
学”号，他曾担任过好几个航次的党小组组
长，积极组织船上的学习活动，被海洋所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科学”
号大副梁喜祥积极要求上进，递交了好几次
入党申请书，目前已是预备党员。

“船上空间有限，大家朝夕相处，共产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是挂在嘴上的，我要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是一名合格的
共产党员。”梁喜祥说。到海洋所工作 7 年
来，梁喜祥有 6 年的时间都在海上，最多一
年达 270 天。

与一般科考船相比，“科学”号上还多
了一支专业的技术支撑队伍——— 船载实验
室，下设操控支撑组、仪器设备组和水下缆
控潜器(ROV)组。船载实验室主任姜金

光、仪器设备组的张宗兵、 ROV 组的王传
波都是“ 80 后”共产党员。

35 岁的姜金光曾经在海军潜艇上工作
过， 2012 年转业后来到“科学”号。麦哲
伦海山科考航次是他第一次担任技术支撑团
队的负责人，压力很大同时非常认真，时常
见他拿着对讲机，与船上各个部门交流沟
通。

“发现”号 ROV 深海机器人(水下缆控
潜器)是“科学”号上搭载的一个先进的深
海探测科考设备。海上风云变幻，每一个科
考航次 ROV 组技术支撑团队紧密合作，充
分发扬拼搏奋斗精神，战胜了一次又一次挑
战。

在 2015 年一次考察中，“发现”号
ROV 经过近一天的海底作业，准备回收之
际，天气突变，海面上狂风大作、大雨倾
盆，风浪越来越大。为了安全，技术人员
果断决定暂不回收，让“发现”号在海底
“趴了” 24 个小时，等天气好转后才收回
来。

2017 年 8 月，“发现”号 ROV 在下放
过程中突然出现跳电，设备失去动力，情况
十分紧急。 ROV 组人员凭着过硬的技术与
操作经验，沉着冷静，终于将 ROV 安全回
收上甲板，检查发现铠装缆在 600 米左右处
被意外击穿，需要将此段铠装缆全部放出截
断，重新制作终端。

船上及时调整了作业内容，进行紧急抢
修。由于海上条件所限不能使用吊机， 600
多米长、 30 多毫米粗的铠装缆只能手动拖
拽。实验室所有人员齐上阵，绞盘绞、绳子
拉、双手拽。当时，正值西太平洋盛夏，甲
板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度，每个人都汗如雨
下，双手满是油污，只能抬起胳膊用湿透的
袖子擦擦即将流入眼睛的汗水。

铠装缆放出截断后， ROV 组马上进行
终端的制作，将两层钢丝一根一根散开、
捋直，用抹布蘸着柴油和清洁剂一根一根
擦净，穿过承重头，灌胶。忙完这一切，
已是次日凌晨 1 点。冒着高温酷暑， ROV
组的伙伴们连续高强度工作了近 18 个小
时。

从老党员作风“管窥”中科院

海洋所的党建

给海洋生物拍照，不仅要拍
“全身照”，还要拍出重点部

位。比如虾子重点拍虾须、前额

锯齿、长短比例等；双壳内重点

拍绞合部特征。作为一名老党

员，王少青工作一丝不苟，几十

万张照片拍摄下来，已经用坏了

4 台相机
已有 60 多年历史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是我国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的综合
性海洋研究科学机构，历来重视党建工作，
现已形成“重要岗位有党员、重大任务看党
员、重点项目看党员”的良好局面。

海洋所现有 19 个党支部和 1 个研究生
党支部，党员 740 余人。其中，在职职工
党员 430 人，拥有博士学位的约占 65% ，
35 岁以下的党员超过 60% 。 2016 年，海
洋所党委曾荣获“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

隶属于海洋所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
标本馆，总面积 4920 平方米，是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的海洋生物标本馆，海洋生物标
本收藏量居亚洲之首。 55 岁的海洋生物标
本馆副馆长王少青，是一位有近 30 年党龄

的老党员，也登上了“科学”号到麦哲伦
海山采集标本。

每次作业，总能看到王少青拿着相机，
及时对采集上来的海山样品拍照，经常忙到
深夜。他介绍说：“海山生物种类多，标本
采集上来，船上只能初分保存，下船后首先
要送到标本馆进行采集登记，然后送给各个
门类的专家进行细分鉴定，完成后送回标本
库，并进行数字化录入。”

在海洋所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日积月累下，截至 2017 年，海洋生物标本
馆已收藏了标本 83 . 76 万号，其中模式标
本 1185 种 1891 号，最早的标本采集于
1889 年。标本的采集范围包括中国沿海以
及南、北极等，来自 57 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海洋生物标本馆还对超过 60%
的馆藏标本进行了数字化整合。通过“海洋
生物标本馆标本资源共享平台”向国内外用
户提供网络共享服务，并进行了国际海洋生
物地理信息系统(OBIS)中国节点的建设。
开发了移动客户端，通过扫描条形码和二维
码，快速访问数据库，获得与电脑版相同的
标本采集、鉴定、图像、文献以及 DNA 等
全部信息。

给馆藏标本进行数字化整合需要大量拍
照，十分繁琐，也很有讲究。据王少青介
绍，给海洋生物拍照，不仅要拍“全身
照”，还要拍出重点部位。比如，海参重点
拍肛门和口器；虾子重点拍虾须、前额锯
齿、长短比例等；双壳内重点拍绞合部特
征；章鱼重点拍头、腕的长短、腕上吸盘组
合排列大小。作为一名老党员，王少青工作
一丝不苟，几十万张照片拍摄下来，已经用
坏了 4 台相机。

“科学”号是一艘先进的电力推进船
舶，船艏设有 2 台槽道式艏侧推，尾部有 2
套吊舱式主推进器，动力来源于发电机。船
上共配有 4 台主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逾
7000 千瓦。不仅可为全船各个系统和实验
装备提供电力，还可以为船舶的推进系统供
电。

负责“科学”号轮机部的轮机长靳宪
芳，是一位在海洋所工作了 20 年的老党
员。“与老一代的科考船相比，‘科学’号
先进多了，自动化程度很高。但设备越先
进，对我们的检修水平和细节要求就更高。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各类传感器的自动报警，
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留在机器上，就像对待自
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着这些机器。”靳
宪芳说。

机舱是船舶的“心脏”，必须时刻保持
各类机器的“血管”畅通，哪怕再小的事，
靳宪芳也绝不含糊，甚至有些“挑剔”。他
常说，自己最怕的就是决策失误，让轮机部
的兄弟们白忙活一场。

去年一个航次，他指挥检查和疏通 4 台
发电机组烟管消音器上的放残管路，几位轮
机员在烟囱里沿着 90 度的梯子，上下六七
层楼的高度，把好不容易拆下的被烟灰堵塞
的管路和阀件搬运出去，然后清理疏通干
净，再运回来装复。

在烈日高温下，整整忙活了 5 个多小
时，汗如雨下，衣服仿佛淋过雨一样湿透
了。检修结果也证明了他的“挑剔”是对
的。

“在大海中航行，每天听到船上机器正
常的轰鸣声，看到船舱里温暖明亮、温度舒
适，每个房间都有充足的冷热水，流畅的压
缩空气，就是我们轮机部人最大的欣慰。”
靳宪芳说。

“人在一起叫聚会，心在一起叫团队———
这是你的船！”“科学”号上张贴的一张“全家
福”照片下方这句话，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
象。在这个科考大家庭中，每一位共产党员都
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麦哲伦海山科考航次的共产党员在“科学”号合影。 本报记者张建松摄

“科学”号是我国自

主设计和建造的新一代

海 洋 科 学 考 察 船 ，自
2012 年交付使用以来，

每一个科学考察航次，

船上都要成立党小组

组长徐奎栋说：作

为一名老党员，我深刻

地理解，科学无国界，但

科学家有国籍。我们有

幸赶遇中国科学发展的

新时代。唯有竭忠尽智，

才不负新时代

随着老龄化日益加深，上下楼
成了民生新难题。在不少城市的老
旧小区，加装电梯几乎成了老年人
的“刚需”，但解决问题并非易事。

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美丽
园居民区里的华怡小区，老年人占
比达到七成左右。很多住在高楼层
的老人倒垃圾、买东西、下楼看病都
极为不便。82 岁的居民刘仁谋说，
由于 30 多年“高龄”的楼房没有电
梯，他每次上下楼如同“爬华山”。

但另一方面，居民对加装电梯
态度不一。高楼层住户积极，个别低
楼层住户“习惯性反对”：一楼住户
需要电梯吗？费用如何分摊？老楼是
否具备加装条件……种种疑虑下，
有的居民楼装电梯的计划延宕数
年。

而今年以来，华怡小区的 3 幢
6 层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都已完
工，并交付使用。

美丽园居民区相关负责人说，
拖延多年的加装电梯难题终于解决
了，得益于近期网格党建工作的开
展。

去年 12 月，静安寺街道开始建
立“1+11+37”的网格党建体系：街
道是总网格，11 个居民区被划分为
11 个网格，居民区下属的 32 个党
支部对应 32 个微网格，以及 5 个纯
商务区对应 5 个商务区微网格。

静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叶智坚
说，微网格是居民区网格的支撑，网
格内的事务让党员先知道、先发现、
先讨论，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尤
其是调动年轻在职党员的积极性，
让他们尽可能“走出家门”。

华怡小区 3 号楼有 24 户居
民，超过 80 岁的有 18 人。但加装
电梯的征询遇到了“瓶颈”。一楼住
户因电梯设计从其家门口过，以有
安全隐患为由，不肯在加装电梯协议书上签字。

同住一幢楼的 83 岁老党员孙寿娟听说此事后，认为自己
作为所属网格里的党员，应尽一份责任。住院期间，她约一楼
住户到医院一次次谈心，不仅促成了电梯顺利安装，还串起了
久违的“邻里情”。

如今，在静安寺街道，网格里的党员成了解决问题的“活
力因子”和“粘合剂”。社区共建企业也积极参与到网格党建工
作中。

美丽园社区共建联合会里有几位在职党员懂得加装电梯
的流程，便主动谋划、承担了电梯规划设计、申请相关许可证、
方案初审、施工监理等诸多工作。

“很多党员都是边忙自己本职工作，边抽时间一趟趟地奔
波。大家知道在做实事，所以也愿意付出。”美丽园社区共建联
合会副秘书长费旻说。

费旻认为，通过网格党建工作推动解决加装电梯等民生
难题，不仅拉近了社区党员、共建单位和小区居民之间的距
离，也让小区里的党员亮明了身份，获得了身份归属感和成就
感。 （记者兰天鸣、胥晓璇） 新华社上海 6 月 28 日电

浙江省第九届微型党课大赛总决赛 27 日在宁波举行，本
次大赛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来自浙江各地的 17 名宣讲员
围绕“弘扬红船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进行了精彩演
讲。浙江微型党课已有 20 年历史，凭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的特点，成为浙江基层党员教育的特色品牌。

今年 3 月，浙江省第九届微型党课大赛启动，累计万余名
党员干部用身边人讲述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讲述红
船的故事、浙江的故事、共产党人的故事。

27 日在大赛总决赛现场，一个个关于“红船精神”的故事
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工匠的天，当是开天辟地的‘天’、是天道酬勤的‘天’、是以
民为天的‘天’。”作为一名建设者，来自浙建集团的洪凯文讲述
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

每个故事只有 6 分钟，但小故事讲出大道理，用身边的人
讲身边的事，简短但真实、感动，可亲可信。

在 17 名宣讲员中，有来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有在偏
远农村从事“拯救老屋”工作的 90 后；有播报浙江海洋预报的
海洋新闻工作者，也有大学的青年思政教师。经过激烈角逐，
最终 3 名演讲者获得一等奖。8家单位获得组织奖。

浙江省委宣传部党教处副处长包新旺介绍，浙江微型党
课已有 20 年历史。1998 年，首次微型党课比赛诞生于宁波市
原江东区(现鄞州区)白鹤街道，当时，白鹤街道只有 10 名宣
讲员。如今，鄞州区已有宣讲员近 2000 人，包括党校教师、大
学教授、老党员、基层社工、企业员工等。

（记者裘立华） 新华社宁波 6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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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晚会就是一堂党课”

▲为庆祝建党 97 周年，激发党员干部爱党爱国热情，6
月 28 日晚，一场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文艺晚会
在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举行。晚会从不同角度生动再现了
宝龙街道广大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优秀共产党员
立足岗位、担当进取、默默奉献的新时代风采。“一台晚会就是
一堂党课，这台晚会重在教育激励基层党员‘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宝龙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部长黄启星说。

（钟钧摄）

建党 97 周年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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