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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旭

在中国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公司），最有名的

技能专家是今年 43 岁的全国劳模王刚、孙

飞，以及今年 37 岁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方文墨。这 3 人各有一个以个人名字

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室成员绝大

多数是年轻人——“王刚劳模创新工作室”

现 有 86 人 ，平 均 年 龄 35 岁 ；“ 孙 飞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 ”现 有 46 人 ，平 均 年 龄 37.5 岁 ；

“方文墨劳模创新工作室”现有 15 人，平均

年龄 26.5 岁。

不仅劳模工作室的成员年轻，沈飞公司

的高技能人才中也有不少是 80 后和 90 后。

近 10 年来，该公司共有 58 人获得市级以上

技能大赛前 3 名，其中年龄最大的 40 岁，最

小的 26 岁，平均年龄 30.5 岁。

沈 飞 公 司 高 技 能 人 才 缘 何“ 后 浪 ”汹

涌？

技能竞赛中书写“传奇”

今年 37 岁的方文墨，拥有“传奇”履历：

19 岁，中级工；21 岁，高级工；23 岁，技师；24
岁，高级技师；28 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最年轻的首席技能专家；31 岁，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如今，他还享有公司股权、

享受公司技能专家津贴等。工作 17 年来，

他没出过一件废品，还提出了 200 多项工艺

改进建议，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数千万元。

这样的成绩，与技能竞赛密切相关。

2004 年，沈飞公司工会举办军品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刚入职一年的方文墨，主动

找到当时的工会主席马春英要求参赛。

沈 飞 公 司 是 一 个 拥 有 1.5 万 多 名 职 工

的大型企业，人才济济。当时只有 19 岁的

方文墨，一路过关斩将，获得钳工工种第一

名，一战成名。

方文墨得知，公司为了鼓励职工钻研

技术业务，陆续出台了很多政策，如技能工

人在全国和省、市技能大赛中获奖，可获得

最高两万元的奖励，奖项还可作为企业年

金、职级晋升、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这 大 大 激 发 了 方 文 墨 提 升 技 能 的 热

情。他在公司苦练钳工技能，每天下班回

家仍继续练习。参加沈阳市技能大赛时，

他发现了“高手”，便主动去拜师学习。功

夫不负苦心人，20 岁出头，方文墨就相继在

市级、省级乃至全国性的职业技能竞赛中，

获得钳工工种第一名。

如今，报名参加劳动技能竞赛在沈飞

公司的青年工人中成为热潮。 2013 年，沈

飞公司专门成立了“方文墨班”，当时全班

10 个人都是 90 后。方文墨的徒弟，也在全

国性的职业技能大赛中屡屡斩获佳绩。例

如，徒弟华成祥从初级工到夺得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第一名，仅花了两年半时间，还凭

借竞赛成绩逐步晋升为高级技师，工资连

连上涨，享受公司技能专家津贴。

（下转第 2版）

近 10年有 58人获得市级以上技能大赛前 3名，平均年龄 30.5岁

沈飞公司高技能人才缘何“后浪”汹涌？
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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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梁高强 西滨 许珂琳

盛夏，关中平原到处是黄澄澄、金灿灿的麦田，一派丰收

景象。这里有一群杰出的种田人联合起来，带领越来越多的

农民致富奔小康。

这就是陕西咸阳农业劳模技术创新联合体。近日，记者

深入该市 7个市县的 15个村落，走近这群特别的人。

引领带动脱贫解困

此前正值脱贫攻坚如火如荼之际，咸阳市总工会和各级

劳模思索着如何发挥优势、展现作为。当时，全市有 1693 名

劳模，其中部分劳模扎根广大农村，他们有观念、技术、资金等

优势，与农村、农业、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何不将三农劳模发动、组织起来，用大家的优势去引领、

示范广大农民，带动更多的贫困户早日脱贫呢？”工会干部与

各位劳模想到了一块儿。

2017年 4月，咸阳市种植业劳模技术创新联合体成立，市

总工会设立了由工会主席牵头、经济部负责日常管理的领导

机构。 （下转第 2版）

咸阳有个农业劳模技术创新联合体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五九旅屯垦纪念

馆，听着讲解员讲述老一辈兵团人的坚守，来

自北京的游客刘仰深受感动。展览馆内，一幅

幅历史照片、一件件刻着岁月痕迹的实物、一

段段珍贵的视频，诠释了兵团人“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

开拓戈壁，扎根边疆，建设城市……兵团

人用双手引领着发展变迁，兵团精神也随着

时代不断发展。

戈壁上筑梦

1949 年 10 月 1 日，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翻

过冰大坂，穿过星星峡，向着荒凉的戈壁，徒

步进南疆，扎根边陲。

没有房子，就住地窝子；没有耕地，就开

垦荒漠。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中有“戈壁三

宝”，是当时人们为了应对恶劣气候所必备的

3件生产生活工具，即坎土曼、毡筒靴和皮袄。

“‘坎土曼甩出千方土，柳条筐担出万亩

田’，这种生产工具最早是当地维吾尔族人民

使用的，战士们早期使用的苏式锄头并不适

合当地的土质，而后才转而使用这种合二为

一的生产工具。”纪念馆讲解员说道。

1954 年 10 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此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优秀青年、

科技人员等加入兵团，他们扎根西北，在戈壁

上筑梦。

几代兵团人在新疆的万古荒原上节衣缩

食，住在地窝子，饿了吃野菜，渴了喝盐水，白

手起家建立现代化农业、工业和城镇。

忠于党、忠于祖国、无私奉献、甘于牺牲，

是兵团人最真挚的情感，在北疆种棉花、开发

设计农业机械、在荒漠中建起美丽城镇……

扎根新疆以来，兵团人始终本着“不与民争

利”的原则，将绿色和希望的种子播撒到每一

寸荒凉的土地上，建设了一大批现代化团场

和军垦新城，在扎根边疆边界守护西北寸土

的基础上，推动了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

化身幸福家园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南疆的阿拉尔

市胡杨河滨水公园显得格外热闹，人们三三

两两地在河边散步、纳凉，稚童则奔跑于灯影

之间，充满活力的广场舞、节奏动感的音乐，

与灯光一起，点亮了公园的夜。

（下转第 2版）

兵团精神在时代变迁中推陈出新，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荣光不减 创新不止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温竞华）

为进一步激励科研人员多出高质量科技成

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

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

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从 7 方面

提出 25条举措，为创新“松绑”，赋予科研人员

更大的经费管理自主权。

一段时间以来，科研经费申请使用中存在

的预算编制繁琐、项目申报流程长、经费拨付

进度慢、报销难等问题，耗费了科研人员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也影响了他们创新的积极性。

为让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学

术，意见提出，简化预算编制，进一步精简合

并预算编制科目，按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

三大类编制直接费用预算；下放预算调剂权，

设备费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

位，不再由项目管理部门审批其预算调增。

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但经费预算却要

对未来的科学活动进行具体详细的预测。针

对这一矛盾，意见提出，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

范围，在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推行

经费包干制，不再编制项目预算。并鼓励有关

部门和地方在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

究的独立法人科研机构开展经费包干制试点。

经费管理改革的步伐也能让科技创新跑

出“加速度”。意见要求，从三方面完善科研

项目经费拨付机制。项目管理部门要根据不

同类型科研项目特点、研究进度、资金需求

等，合理制定经费拨付计划并及时拨付资金；

加快经费拨付进度，财政部、项目管理部门可

在部门预算批复前预拨科研经费；改进结余

资金管理，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综合绩

效评价后，结余资金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

为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意见提出了

提高间接费用比例、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合

理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激

励力度等多项措施。根据意见要求，稳定支

持科研经费提取奖励经费试点范围将扩大到

所有中央级科研院所。

此外，针对科研人员烦恼的经费报销难、

报销慢等问题，意见还提出，减轻科研人员事

务性负担。具体包括为科研人员在预算编

制、经费报销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改进财

务报销管理方式，推进科研经费无纸化报销

试点；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流程，对科研急

需的设备和耗材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

采购机制，可不进行招标投标程序等。

为创新再“松绑”

20余条举措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

8月 12日，河北邯郸市复兴区百家街道
钢三社区的小朋友在科技馆操作机器人。

这间由废旧车棚改建的爱创者科技馆
内有 3D 打印机、可编程智能车、木质积木体
验、智能履带机器人、无人机、机械仿生手
等设备。这是邯郸市首家社区科技馆落户
社区。

今年，邯郸市复兴区百家街道以老旧小
区改造为契机，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将600平方米车棚进行改造提升，分不同
功能区打造了全市首家社区科技馆，免费为
辖区青少年提供了可以自由畅想并付诸实践
的创作平台。

本报通讯员 聂长青 摄

废车棚变身科技馆

本报记者 肖婕妤

7月下旬，沿着蜿蜒的公路盘

旋而上，就来到了海拔 4750 米的

夏贡拉山隧道口。山上突降冰

雹，山风呼啸。隧道内，工人们在

高寒缺氧的环境里，在二衬台车

上正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夏贡拉山位于西藏昌都市边

坝县境内，藏语的意思是“东雪

山”，海拔 5900 多米，曾是茶马古

道必经之路，有“入藏第一险”之

称。因夏贡拉山太过险峻，直到

2000 年 10 月，才开通从边坝县到

金岭乡的简易公路，夏贡拉山山

顶第一次有汽车通过。

“虽然路通了，但每年 11月至

次年 5月是大雪封山的季节，有半

年道路处于中断状态，给当地群

众带来极大不便。”边坝县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尼夏回忆道。

为解决上述问题，2018 年 10
月，国道 349 线公路边坝至嘉黎

段改扩建工程开建，4.3公里的夏

贡拉山隧道包含其中。夏贡拉山

隧道工程是国道 349 线公路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西藏海拔最高的

特长隧道之一。

“项目存在一些客观的施工

困难。”从 2018 年就参与建设的

项目副总工高宇海告诉记者，极

端 天 气 是 影 响 施 工 的 一 大 因

素。2019 年，山上发生雪崩，1 万

多立方米的积雪不但将隧道口

堵住，还把现场施工设备全部摧

毁。“我们花了 20 多天才把设备

清理出来，之后又重新购买、安

装调试。”

除了风雪，高寒缺氧的艰苦

环境也是建设者需要克服的难题。来自四川绵阳的汤克官是

一名混凝土浇筑工人。他告诉记者，因为海拔高，隧道的围岩

相对破碎，隧道内时常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涌水，施工难度比较

大。“洞内温度低，冬天达到零下 20 摄氏度，手根本不听使

唤。”汤克官回忆道。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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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刘静）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获悉，7月，中欧班列运营

品质持续提升，全月开行 1352 列、运送货物 13.1万标准箱，同

比分别增长 8%、15%。中欧班列自 2020 年 5月起连续 15个月

单月开行千列以上，自今年 5 月以来连续 3 个月单月开行超

1300列，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据国铁集团货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积极助力国

际抗疫合作，对防疫物资实行快装快运、应运尽运，7月份运送防

疫物资 21.5万件、1257吨。进一步提高口岸通道能力，铁路部

门充分利用霍尔果斯、二连等口岸站扩能改造后增加的能力，加

快推进满洲里、阿拉山口等口岸站扩能改造工程，积极配合口岸

监管部门提高通关能力和作业效率，实现中欧班列稳定增长。

1 至 7 月，西、中、东通道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44%、18%、

35%。此外，确保通道安全畅通，在郑州遭遇罕见特大暴雨

后，国铁集团调度中心准确掌握中欧班列在途运行位置，密切

关注水害地段通过列车情况，分阶段推算列车通过水害地段

时间，及时发布调度命令，做出运输组织调整，减少积压和滞

留，共组织迂回运输 50余列。

该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将进一步加强运输组织，完善中

欧班列境外通道布局和中欧班列信息集成平台建设，推动中

欧班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欧班列连续15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

山乡多业态发展 助推示范区建设
近年来，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依托

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温泉资源，积极开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
民宿经济等山乡小镇新业态，从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人才引荐等多方面赋能乡村振兴，助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图为湍口镇的步行街。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