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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5 月 2 日电(记者徐海涛)5 月
1 日早晨 8 时 40 分，42 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郭国平像以往的 13 个五一节一样，踏入
实验室大门。

“啾啾啾”，这是压缩机在“鸣叫”；“嗡嗡
嗡”，这是真空泵在“和声”……实验室里各种仪
器声汇成的“交响乐”，在他耳中特别和谐。哪个
“乐手”不在状态，一听即知。

压缩机，转速正常；真空泵，指标正常；液氮、
液氦，液面高度正常……说起液氦，这可是让郭
国平 14 个五一节不能休息的“元凶”之一。量子
计算的研究平台，需要零下 270摄氏度左右的环
境。营造这样的极低温环境，一天需要消耗 20多
升液氦，而液氦偏偏又很贵，100多块钱一升。

“我们有两个研究平台，也就是说，一天不
干就要白扔五六千块钱。如果关掉几天再重启，
要几万块钱。”郭国平说，为了不浪费科研经费，
他的实验室从 2005 年建立到现在，基本上全年

无休，两班倒 24小时运行。“前五六年人少，主
要是我一个人值班。后来同事、学生多了，我平
时轻松一些，但是节假日要让学生回家，还是我
们当老师的值班。”

检查完仪器仪表和前一天数据采集情况，
郭国平开始准备芯片样品。他花了 1 个多小时，
在长宽不到一厘米的芯片板上，焊上 50 根线。
然后来到另一个房间里的研究平台，拆下悬在
空中一米多高的圆柱形罐子，露出量子计算机
的“真容”：一层一层金黄色的圆形面板，之间用
柱子和密密麻麻的线束相连，像一个豪华大吊
灯，又像一个多层的旋转木马。

郭国平把芯片样品放进“大吊灯”，对接芯片
和仪器仪表引线，启动程序，开始测试芯片状态。

20世纪 80 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
费曼等人提出构想，基于两个奇特的量子特
性——— 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构建“量子计算”。
相比电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理论上运算能力

将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被认为将是下一代信
息革命的关键动力。

2005 年，郭国平因为量子通信方面的
科研成果获得中科院院长特别奖，同年获得
中科大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但是，他做出了
一个一些人认为“很傻”的决定，放弃已经做
得风生水起的量子通信研究，改做量子计算。

“那时候我真的被认为是‘愣头青’。量子
计算当时在国内的基础近乎空白，与先发国
家差距巨大，而且研究起来很花钱，又难出论
文。”郭国平说，他之所以愿做“愣头青”，是因
为“这个东西对国家太重要了”。

此道不孤。在导师郭光灿院士等人支持
推荐下，刚刚博士毕业的郭国平组建起量子
计算研究小组。

研究量子计算机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芯
片设计到纳米加工、检测、数据分析、软件编
程，涉及物理、微电子、机械、软件等多个学

科，而他们大多从头干起。
“在实验室从切割硅基板到做出芯片，一

切顺利的话，一个流程得三四天。”曾经是郭
国平的学生、如今已留在实验室工作的特任
研究员李海鸥说，做芯片时要在密闭的超净
间里一呆十几个小时，大多数时间必须站着，
经常站得腿发抖。

经过艰苦努力，郭国平的研究小组 2009年
在国内首次实验实现了量子霍尔效应。从 2012
年到 2017年，他们先后实现了基于半导体的单
比特、两比特、三比特量子计算。实现国内零的
突破，跟上了国际先进科研机构的节奏。

虽然进步很快，但郭国平认为仍然要承
认与先进机构的差距。“我们起步晚、基础差，
别人经过的路甚至踏过的坑，我们也必须一
一走过，才可能有技术积累。”郭国平说，要追
上别人，造出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量子计算机，
唯有日夜兼程。

连续 14 个五一节，他都在实验室过
中国科大教授郭国平：唯有日夜兼程，才能造出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量子计算机

（上接 1 版）奋进，已融入民族的血液，定格了青春最
美的表情。

五四精神在哪里？在时代跳动的脉搏里——— 走在时
代前列的开拓者，让青春之光照亮前行方向。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仅有 28 岁。这支年轻的队伍从
此带领中国从苦难走向光明。

古老敦煌，有座名为《青春》的雕塑——— 齐耳短发的
女孩意气风发，迈步向前。她的原型是初到敦煌的樊锦
诗。

1963 年大学毕业后，上海姑娘樊锦诗毅然西行。黄
沙漫卷，喝咸水、点油灯、睡土炕。“条件很苦，但我没想离
开。”

半个多世纪的相伴相守，青丝熬成白发，她开拓性地
利用数字化手段，让千年莫高窟“容颜永驻”。

樊锦诗常言，人在时代中。“改革开放带来开放头脑
和国际视野，我们开始大踏步向前走。”

大步向前的还有一群“南下”的弄潮儿。
1982 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

工，郑艳萍等几百名年轻姑娘分别从各地来到蛇口，成为
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敢闯敢试的先行者，将边陲小镇打造成创新之都。如
今，更多年轻人奔向这里，续写“深圳奇迹”。

从血与火的洗礼、苦与痛的奋斗中走来，开拓进取、
闯关夺隘，青春，在新时代闪耀更加夺目的光彩。

五四精神在哪里？在你我身边火热的青春实践
中——— 将小我融入大我的奉献者，用青春芳华灌溉一方
热土。

四川大凉山，年轻的英雄们将最后的背影留在火海
之中，为扑灭山林烈火献出了生命……这些“90 后”“00
后”，用牺牲和奉献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最可爱的还有年轻的志愿者们。
南京青奥会志愿者张璐毕业后，来到四川乐山峨边

彝族自治县六丰村小学，成为 37 名孩子的数学老师。
“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奥会志愿者的回信中说，无论是

在台前还是幕后，无论是迎来送往还是默默值守，都可以
在这场青春盛会中展现自己的风采。”她选择把“热情”和
“奉献”带进大山。

同样的选择，不变的坚守。
行程 1200公里，19 年前，李桂芝和她的同学们第一

次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且末县。“听说这
里急缺教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我们的一种爱
国和担当。”从此，她像红柳一样扎根下来。

岁月可以让人白头，但精神永远朝气蓬勃。
穿越历史回响，与时代要求交融，倡导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已内化到民族精神的血脉之中。为人
民战斗、为祖国献身、为幸福生活奋斗，一代代中国青年
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青春永续，因为不变的奋斗

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奋进中梦想成真

未名湖畔，春意盎然。
在第 100 个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5400 余名北大

师生员工以长跑的方式致敬五四。
从救亡图存到民族振兴，从建立新中国到实行改革

开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就如一场鲜血与汗水浸
透、光荣与梦想同行的长跑。

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
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广大青年正奋力书写无愧时代
的壮丽篇章。

——— 凝聚青春的力量，当风雨中的铁骨，当攻坚时的
先锋。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何一个地区、任何
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这是党对人民的承诺、对历史的
承诺，也是当下青年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十八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谭永峰回忆起
多年前，他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毕业，回到泸溪大山。

“我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把椪柑产业带动起来，让更
多贫寒的孩子走出去。”他联合种植户，创办合作社，免费
为村民传授培管知识，还建立起青年创业孵化园区实训
基地，为大学生、退伍军人、返乡农民工等提供创业平台。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
值、升华人生境界。谭永峰希望，更多青年带着知识和本
领回到家乡，将一方沃野变成梦想可栖的乐园。

——— 敞开青春的胸怀，拥抱星辰大海，心系家国天
下。

北京城市副中心，有一支电力“最强大脑”团队，平均
年龄只有 30 来岁的他们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201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动是团队成员之一。他
放弃了高薪工作，来到基层供电公司。为了钻研高端智能
配电网的网架结构，他挤公交、赶地铁，奔走于学校、设计
院和公司之间，他戏称“BMW”是属于他的“宝马”——— 三
个字母分别是“巴士”“地铁”“步行”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如今，他所在的团队创新建设了“双花瓣”配电网架
结构，使得供电可靠性达 99 . 9999%，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但他们仍未满足，因为“创新，永远是一场没有终点的
‘赛跑’”。

将个人的理想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紧密相连，视野
就会更宏阔、志向就会更高远。

从埃及开罗驱车向东行驶约 50公里，荒漠中出现一
片工地。

周宜村今年初来到这里，投身于中央商务区项目建
设。他所参与的“地标塔”工程，建成后将成为埃及第一高
楼。

他说，当一座座建筑在荒漠旷野中崛起，就是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者最骄傲的时刻。

——— 绽放青春的光芒，如夜空中燃烧的炬火，也如无
数萤火虫闪烁的微光。

正是无数普通人的芳华，汇成了时代的精彩。
两次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这是每一天

的工作；三只小狗、用来净化水的泥鳅和几只不会打鸣的
公鸡……这是生活的圈子。这样“平凡得无聊、艰苦得离
谱”的日子，王继才从 26 岁开始，坚守了 32 年，直到他突
发疾病倒下的那一刻……

这个感动了中国的守岛英雄曾说：“如果你觉得一件
事没有意义，那是因为你没有认真去做。”

在信仰的传承中诠释初心的意义，在奋斗中绽放出
生命的光芒——— 忙碌在一线的工人、勤耕不辍的农民、孜
孜求索的科研工作者、无怨无悔的军人……新时代的中
国故事里，写满了青春无悔的时代华章。

韶光不负，青春不老。
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人们心中，五四的号角依

然激励民族前行，五四的火炬已然传到新时代的青年手
中。

“让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
景，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
蓬勃力量”！青年们，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明天，
奔跑！ 新华社北京 5 月 2 日电

新华社合肥 5 月 2 日电(记者朱青、马姝
瑞)当亲戚朋友们为中国举世瞩目的大科学装
置“人造太阳”实现 1 亿摄氏度运行的新闻惊叹
时，他们没想到沈旭，那个家里不太说话的小伙
子，和“人造太阳”会有什么关联。

在他们的印象里，沈旭始终都是个“勉强有
书读，还好有工作干”的普通焊工。然而，正是沈
旭和成百上千位如同他一样的中国“超级焊工”
们，用超越想象的高超工艺和精湛技术，将包括
“人造太阳”在内的世界顶尖科学家们的理论设
想一一付诸现实。

休闲西装、牛仔裤、细边眼镜，33 岁的沈旭
看起来文质彬彬，完全不像一个焊工。事实上，
他和同事们也确实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焊接工
人，他们不但是焊接专业硕士，还是受到认证的
“国际焊接工程师”。

沈旭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研制中心，正是我国“人造太阳”自主设计研制的地
方。简称为 EAST的“人造太阳”又名“东方超环”，
是国际磁约束核聚变最前沿的实验装置，也是世
界上首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

在面临能源危机的当下，人类未来的命运

聚焦在寻找更加持久的清洁能源上。“人造太
阳”的科学目标是让海水中大量存在的氘和氚
在高温条件下，像太阳一样发生核聚变，为人类
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2 0 0 6 年 9 月，中国自主设计建成了
EAST，十余年间，经历了多轮改造升级。2009
年进入研制中心工作的沈旭和他的同事们一
起，大量参与了 EAST 装置的研制工作。他也
伴随着“人造太阳”的不断突破，完成了一个普
通焊工到工程师的成长和蜕变。

“EAST 里面的部件基本上都是我们制作
或者参与研发的，并且做了很多维修和意外维
护工作，保障 EAST 的正常运行。”沈旭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在谈起 EAST 时
曾骄傲地说：“现在这个装置里几乎每一个部件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在无数科学家和像沈旭一
样的工程师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下，中国在开发
核聚变能的道路上，才最终得以成为领跑者。

2016 年 4 月，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将自主制造的关键部件离子回旋天线交付法国
原子能委员会用于建设托卡马克装置 WEST。
这是中国首次向国际输出达到核标准级(国际

业界最高标准)的核聚变关键部件。
在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前来交接

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加布里埃尔·菲奥
尼在交付仪式上满怀情感地说：“离子回旋天
线的制造，需要长度很大、难度极高的无缝焊
接技术来实现，中国的焊接工人们手工完成
了这一无法想象的工作，因此，科学的荣耀不
仅仅属于伟大的科学家们，也同样属于那些
伟大的中国焊工们。”

虽然没有参与这一项目，但沈旭对这一
对焊工工作的评价表示：“荣耀没想过，我就
是喜欢挑战，挑战每个独一无二的难关，喜欢
那种在路上的情怀。”

沈旭所说的“情怀”，大约是他身后墙壁上
挂着的一个又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证书，
也是他拒绝的一个又一个猎头发来的高薪邀
请，是他说“能与科学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能为
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量”时的羞涩与坚定。

“在这里，每一个项目都是为科学装置制
造的独一无二的设计，把科学家的设想变成
现实，挑战是无穷无尽、超越想象的，但是当
你真的把不可能的东西做出来了，成就感也

是无可比拟的。”沈旭说。
沈旭把焊接这个工作称为“工业裁缝”，在

他眼中，这门可以将各种材料以匪夷所思的
方式接合的技术，做到极致可以成为“艺术”。

沈旭最难忘的是作为焊接负责人承担国
家重大科学装置、中科院高能所散裂中子源
-反射体插件铝容器焊接任务。

“铝合金筒体厚度达到 40 毫米，直径为 1
米，焊缝总长度为 20 米！”沈旭说，“除此之外，
铝容器内部装有三四吨金属部件，导热极快。”

整个工作持续了近 3 个月，由两名焊工
交替手工完成。“即使戴着石棉手套，也无法
隔绝数百度的高温，一个人只能焊几分钟就
得换人，手烫得受不了。”沈旭说。

沈旭依然在追求更多的挑战与进步。他
刚刚提交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想在焊接
领域更深入地做一些事情。”他笑着说。此外，
他还在参与筹备特种焊接技术安徽省重点实
验室的建设。

“我想把以往焊接方面的经验归纳总结
出来，为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的建设贡献绵
薄之力。”年轻的沈旭说。

这位“超级焊工”为何拒绝猎头高薪邀请

李征在调试他发明的用于变电站

和输电线路铁塔的驱鸟器（ 4 月 26 日

摄）。

李征是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

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检修分公司）变

电运维室副主任。自 2000 年参加工作

以来 ，李征累计发现变电设备缺陷

1200 多件，处理事故异常 450 多起，

先后研发创新成果百余项。李征先后荣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电力行业技

术能手等荣誉。

2013 年公司成立“李征劳模创新

工作室”。李征带领工作室成员，先后

研发创新成果 138 项，获国家专利 158

项，发表论文 136 篇。 2017 年，“李

征劳模创新工室”被评为“全国示范性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新华社长沙 5 月 1 日电(记者阳建)这里没有
轰鸣的机器声，300多个零件经过他们的双手“把
玩”后，变成了一台台世界顶级水平的高铁电机。

这个群体就是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牵引电机
车间动车组装班。凭借精湛的技术、奋斗的精
神，他们“玩转”了被称为列车“心脏”的高端牵
引电机，让中国高铁平稳飞驰在神州大地。

当前，我国动车组牵引电机的“高、精、
尖”产品已有数十种，从“和谐号”到城际动
车组，再到“复兴号”……不同型号的电机装
配方式不同，电机组装操作者需要快速学习掌
握不同电机的 300 多种零配件的装配。

学习，是这个最基层车间班组挑战不同动
力“心脏”的法宝。中车株洲电机公司一直倡
导学习型组织建设工作，动车组装班更是担当
先锋，在实训中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每周一
课”和班组学习分享，形成了良好的团队学习
氛围。

班组成员易常松刚进班组时，面对纷繁复
杂的工序，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经常感到忐忑
不安。班长欧阳享，从分辨螺栓规格等级、电
机型号等基础知识，到认识每一道工序所需材
料的名字、用途、零部件验收，有计划、系统
性地给易常松开展培训。易常松勤奋学习开展

实操，快速掌握了电机的装配技能。
2017 年，中车株洲电机公司举行“能工

巧匠杯”技能大赛。易常松在电机装配工决赛
中以理论和实作满分的成绩，从 100 多名参赛
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在这次比赛中，
动车组装班包揽了前五名。

“我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让每一台从我手
上出去的电机真正实现零缺陷。”易常松说。

勤而好学，使动车组装班的技能不断进
步，也一点点地锻造了每一个班组成员的“匠
心”。

目前，班组共有成员 20 名，平均年龄 32
岁， 100% 是双技能员工，其中高级技师 1
名、技师 2 名、高级工 9 人。截至今年 4 月，
班组累计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17 项。

2010 年 12 月，“和谐号”跑出 486 . 1
公里的时速； 2016 年 7 月，我国自主研制的
两列标准动车组以 420公里的时速在郑徐高铁
交会而过，刷新列车交会速度纪录； 2017 年
6 月，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京沪线双
向首发……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车株洲电机公
司动车组装班精益求精、对质量“零缺陷”的
严苛要求。

在欧阳享的带领下，班组围绕全面质量
管理，树立“一次就把事情做好”理念，针
对电机组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攻关：查
阅资料、讨论方案、实施验证，利用“小改
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设”解决质量异
常。

2011 年以来，动车组装班推行“精益
生产”，在人员、场地等各类资源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生产效率提升 150% ，建成了中车
集团首批精益生产示范线。

班组成员龙文喜欢自己动手改造一些工
装、工具，用来减轻劳动负荷提升工作效
率。在他的影响下，班组累计提出工艺改善
提案 381 条，有效率达 92 . 4% 。

据统计，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动车组装班
成立 10 多年来，累计组装交付 2 . 6万余台
动车牵引电机，以产品质量“零缺陷”为中
国高铁安全运行做出巨大贡献。

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动车组装班善于通过
工艺创新、管理创新来优化成本，旨在创造
更多效益，为国家节约更多资源。

遵循既要提升品质又要优化成本的理
念，班组全体成员开展头脑风暴，提出人人
主导一项降成本项目。

2015 年，中国标准动车组牵引电机进行
试制生产。由于轴承装配工序沿用以前“和谐
号”的装配方式，轴承出现了高达 30% 的报
废率。一套轴承价值 3000 余元，欧阳享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他找来了研发工艺的同事，共
同分析出了造成轴承报废的原因。在验证解
决方案的一个多月里，他饿了就啃一口面包，
困了就在椅子上靠一会，最终创新地将“和谐
号”的卧式装配改进为“复兴号”的立式装配，
从而避免了轴承报废。

2018 年，班组完成降成本项目 11 项；
2019 年已提出电缆线材料定额管理、尾料节
省、胶带回收重复利用、产品防护等降成本项
目 20 多个。

多年来的付出，换来的是一项接一项的
集体荣誉：湖南省优秀质量信得过班组，湖南
省、株洲市“工人先锋号”，中车集团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青年文明号标杆……

“五一”前夕，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动车组
装班再传喜讯———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为这个战斗在高铁“心脏”的工人群体增添新
荣誉。“我们将充分发挥‘工人先锋号’的示范、
引导、带动和激励作用，不断擦亮中国制造
‘金名片’。”欧阳享说。

为高铁装配“心脏”的工人先锋
记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动车组装班

巧手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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