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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 将是世界上最长的跨
海大桥。 它将香港、澳门、珠海三地连为一体，被称为
“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大桥自开工建设以来持续引发外界关注， 而其中
的岛隧工程项目更是这一“超级工程”的关键所在。 建
设者们面对的是复杂的海床结构，恶劣的自然环境，超
长的跨海距离，和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 在这些辛勤劳
动、善于创造的“海上工匠”手中，港珠澳大桥正在伶仃
洋上一寸寸拔起。

日前，本报记者走进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记录
建设者们攻坚克难的勇气与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壮举。

本报记者 彭文卓 赵琛 刘友婷

在飞机上远眺， 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犹如一条白色巨
龙，横跨在中国的“南大门”前。

从香港西南口岸出发， 穿越粤港分界线到达珠江西
岸， 这座全长55.6公里、 造价超过1000亿元的 “跨海新地
标”，将连接起香港、珠海和澳门三座城市，将从珠海、澳门
抵达香港的车程由3小时缩短到半小时， 打造未来最富活
力的经济区。

时间追溯到2015年3月24日，E15沉管在拖船和安装船
牵引下再次“驶向”施工海域，准备第三次水下对接。 这是港
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林鸣职业生涯最
难熬的时刻，前两次命途多舛的安装已经让工程停工百日，
而这一次又将遭遇什么样的意外？ 沉管隧道，正是这座大桥
的关键所在……

8年时间，3万多名建设者，他们将要建成世界上最长的
跨海大桥。

这是一条荆棘遍布的建设之路， 也是一次勇往直前的
伟大征程。 一群不惧洋阔海深的海上工匠， 用劳动克服挑
战、用创新突破极限，建造着继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京沪高
铁之后的又一“超级工程”。 他们以勇气、担当、协作，锻造着
打上自己烙印的“岛隧精神”。

劳动力量，实现伶仃洋上的梦想
万里海疆，潮起潮落。
400多年前，中西文化在伶仃洋交汇，使它成为国际贸

易的前沿。 此后，从“虎门销烟”到两次鸦片战争，从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摇篮到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伶仃洋见证了太多
的历史时刻。

如今，它拥有着世界最繁忙的航道，滋润着粤港澳三地。
“我们所建设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业项目，而是描

绘大国的经济宏图。 作为央企，必须要承担起共和国长子应
有的责任。 ” 林鸣和他的团队决定扛起这份举世瞩目的重
担———

用劳动实现伶仃洋上的梦想，用劳动创造新的历史。
2009年，港珠澳大桥开工建设。
复杂的海上交通、地质和气候环境，给工程带来了巨大

的难度：珠江出海口常年受泥沙冲击，软土层厚几十米；每
年平均61天伴有六级以上大风，至少两次台风袭击；施工海
域航道交错，每天来往船舶达4500多艘……

更棘手的是，港珠澳大桥横跨在香港、澳门、珠海3个国
际机场的航线上，飞机起飞不到1分钟，就将飞跃大桥的上
空。 大桥建设，如何为船舶和飞机让出航线？

工程人员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在海面40米
以下，建设一条隧道。 他们将在伶仃洋海域架起长达32公里
的海上主体桥梁， 并在海中建设两座各10万平方米的人工
岛和6.7公里的海底沉管隧道，人工岛将完成桥隧转换。

随着测量队定下第一个海上坐标，人工岛建设拉开帷幕。
在茫茫大海上，工程人员要将120个超大钢圆筒插入海

底。 最高的钢圆筒超过50米，相当于17层楼那么高，直径22
米，重量达到550吨，允许的误差只有两厘米。

闯关破隘，迎来初战捷报。 火热的劳动，激发了每个建
设者的潜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速度。

2011年，西、东人工岛相继成岛，仅用221天就在软土地
基上完成120个钢圆筒振沉，节约建设工期30个月，创造了
“当年开工、当年成岛”的传奇。

劳动创造伟大的工程，更为年轻人搭建起广阔的平台，
使他们得以快速成长。

大学生刘宇光毕业后刚来东人工岛时，那里还是一片
“海上沙漠”。 为了给施工人员建宿舍，刘宇光和数百名工
人挤在303工程船上，坚守了3个春秋，“台风来了，才有机
会撤离回到岸上。 香港近在咫尺，而绝大部分人至今没有
去过。 ”

“在这里学上一年，抵得上外面十几年。 ”师傅们的言传
身教，对刘宇光的磨炼不言而喻。 这些海上工匠，为他诠释
了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内涵。

———西人工岛清扫班班长霍灿明， 坚持清扫工作零死
角。 “一个很小的烟头，都可能影响到项目质量。把最简单的
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 ”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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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启动“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特别职业培训计划”

去产能企业职工5年分3类开展特别培训
使有培训愿望和需求的企业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都能接受一次相应的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

本报讯 （记者罗娟）人社部日前宣布，将
启动实施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特别职业
培训计划”，从2016年至2020年，利用5年左右
时间， 组织化解过剩产能中企业失业人员和
转岗职工参加培训， 力争使有培训愿望和需
求的企业失业人员和转岗职工都能接受一次
相应的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

据初步估算，钢铁、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
剩涉及约180万职工。 做好职业培训，促进失
业人员再就业和转岗职工适应新岗位， 是职
工安置的关键。根据人社部的规划，特别职业
培训将根据培训对象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3
类培训。

一是对失业人员重点开展就业技能培
训。 各地人社部门将围绕当地新拓展的产

业领域、 符合产业调整政策的行业和需要
发展的职业 （工种 ），组织失业人员普遍参
加就业技能培训。 其中，重点将开展高新产
业、 先进制造业、 生产服务业以及旅游休

闲、健康养老、家庭服务等生活服务类就业
技能培训项目， 同时引导失业人员自主选
择培训项目、培训方式和培训机构，采取灵
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和手段， 进行科学组织

管理。
二是对企业转岗职工重点开展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 面向符合条件的企业转岗职工，指导企
业开展转岗培训或技能提升培训。 （下转第2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圆满成功的贺电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挥部

并参加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的各

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
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特
向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
和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

研制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新建文昌航天
发射场，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着眼载
人航天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首战

告捷， 标志着我国进入太空空间的能力大幅
提升。 这是航天战线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
大成就， 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成果，对
于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军广大官兵为实现

中国梦和强军梦而不懈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
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希望你们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再接再厉，锐意进
取，不断创造航天事业新辉煌，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2016年6月25日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5月30日，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 中工网记者 李雪峰 摄

新华社甘肃酒泉６月２６日电 （王经国
邱展招 琚振华）６月２６日１５时４１分 ， 由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搭载升空的多用途飞船缩
比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西南戈壁区安全
着陆。

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高约２．３米，最大
外径２．６米，总质量约２６００千克，于６月２５日和
远征１Ａ上面级一起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由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在轨飞行时
间约２０小时， 主要用于获取返回舱飞行气动
力和气动热数据，验证可拆卸防热结构设计、
新型轻量化金属材料制造等关键技术， 并开
展黑障通信技术试验。

１５时４１分， 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利用
伞降系统成功着陆，外观良好，状态正常。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相关负责人表示，多
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的成功回收， 为后续新
型载人飞船的论证设计和关键技术攻关奠定
了重要基础， 标志着我国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首飞任务既定目标全部实现。
新华社海南文昌６月２６日电 （李国利

梅常伟 王玉磊）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２５日
晚成功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这标
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绿色生态环保、技
术创新跨越的新一代航天发射场正式投入
使用，开启了我国发射大推力运载火箭的新
征程。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立项，海南文昌
航天发射场于２００９年９月开工建设，由测试发
射、测量控制、通信、气象、技术勤务保障等五
大系统组成，主要承担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大
质量极轨卫星、大吨位空间站、货运飞船、深
空探测器等发射任务。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主要位于海南省
文昌市龙楼镇，占地１６０００余亩，建有长征五
号和长征七号两型运载火箭发射工位、垂直
总装测试厂房和水平转载测试厂房、航天器
总装测试厂房、航天器加注扣罩厂房、指挥
控制中心等，是一座发射能力强、运载效率
高、射向范围宽、安全可靠、生态环保、利于
国际合作、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新型航天发射
场。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蕴含多项技术创
新。 面对高温高湿高盐雾、强降雨强台风强
雷暴等沿海气候条件， 攻克了地基止水、建
筑抗风、防腐防雷等一系列工程施工技术难
题；（下转第2版）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搭载的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安全着陆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战告捷，跻身世界先进发射场行列 “我们都是一家人”

———江苏盐城“６·２３”龙卷风灾害救援现场的工会干部群像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王鑫 徐睿

在江苏盐城“６·２３”龙卷风灾害中，阜
宁、射阳两县受灾。江苏工会心系灾区职工
和企业，按照全国总工会的要求，在地方党
委政府统一部署下， 第一时间展开了相关
行动。

灾情就是命令

“有多少职工伤亡？企业和职工家庭受
损情况怎样？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家里有
没有遭遇不幸的？ ”灾害发生后，江苏省总
工会主席、 党组书记邢春宁立即要求灾区
市县工会认真落实全国总工会有关指示要
求，配合党政做好救灾工作，重点关注受灾
企业和职工及其家庭，及时了解掌握情况，
制订具体帮扶救助方案。

6月24日，省总工会派工作人员与盐城
市总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灾区，一边
深入受灾企业和职工家庭开展调查慰问，
一边研究工会参与救灾善后的具体措施。

“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慷慨解囊，踊
跃捐款，向灾区人民献出一份爱心，送出一
片真情，传递一份大爱……”在盐城市总工
会的网站、QQ群、微信群等平台上，市总
向全市各级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发出了倡
议，号召捐款捐物，帮助灾区职工群众渡过
难关。 原本在南京参加省委党校学习的盐
城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沈洪清，赶

回盐城后立即部署工会救灾工作。 盐城市
总工会率先组织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干部
职工捐款。截至记者发稿时，盐城市各级工
会已累计捐款790万元， 物资折合101.6万
元。

在受灾情况最严重的阜宁县， 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县总工会主席计俊告诉记
者，县总迅速成立了由党组书记、副主席赵
加亮为组长的抢险工作领导小组， 所有人
员在岗在位，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随时接
受任务。 县总还实行定人、定点、定则“三
定”责任制，组织工会干部分头深入企业、
医院及受灾群众家中， 详细了解受灾及人
员伤亡情况。县总工会爱心超市全体员工，
在最短时间内赶制100份盒饭送给受灾群
众。而灾情较轻的射阳县，县总工会也展开
了相关行动。

根据初步调查摸底，江苏省总工会决定
拨付150万元专项资金， 慰问受灾地区职工
家庭和受损严重企业，并组织省总工会机关
及直属单位干部职工开展捐款活动。为帮助
遇难受伤的职工家庭渡过难关，江苏省总工
会还制定了“6·23阜宁、射阳龙卷风遇难受
伤职工家庭帮扶计划”，由省、市、县三级工
会上下联动、协调配合，共同为遇难受伤职
工家庭送上工会组织的关爱。

“娘家人”的身影
在龙卷风灾区， 到处可见工会干部的

忙碌身影。 （下转第2版）

6月26日晚，江苏阜宁县市民广场，市民自发祈福。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李克强在天津考察时强调 依靠改革开放 立足创新
驱动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李克强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
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正式出版

� 6月26日， 由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搭载升空的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西
南戈壁区安全着陆。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摄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
———记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和波兰进行国事访问

捷克－塞尔维亚－波兰，从春暖花开到仲
夏葱郁， 习近平主席3个月两度深入中东欧，
到访“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

这一不常见的外交行动， 可以放在更广
阔的时空维度上看。

看地理方位。 中东欧地区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向西延伸的必经之路， 是亚欧大陆互联
互通的关键通道。“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加速，
这里是古老丝路焕发生机的一片沃土。

看发展势头。中国与中东欧，一个是世界
最大发展中国家， 一个是欧洲新兴市场国家

集中地区。 “16+1合作”方兴未艾，汇聚了更
为蓬勃的动力。

3年多来，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密集到访中
国。 热切期盼进一步携手中国。

6月17日~21日， 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
和波兰进行国事访问。

历史篇：
历史不容忘却，友情世代传承
贝尔格莱德和华沙，两座历史名城。千百

年来，因其特殊战略位置，战火频仍，不屈的

民族精神融入城市的一砖一瓦。
访问塞尔维亚第一站， 来到中国驻南联

盟被炸使馆旧址，走进一段历史的伤痛。废墟
已经拆除，大地绿草如茵。 曾经，轰炸声响彻
耳畔；曾经，五星红旗在断壁残垣上、在贝尔
格莱德上空高高飘扬。

习近平主席前来凭吊使馆被炸事件中牺
牲的烈士。塞尔维亚尼科利奇总统夫妇、戈伊
科维奇议长、 武契奇总理及全体内阁成员陪
同凭吊。 黑色的纪念碑， 镌刻着 “缅怀烈士
珍爱和平”。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