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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者奋进者
◎本报记者 张 蕴

2024年底，在吉林省科协组织下，吉林省科技助力

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来到吉林省梅河口市。当日气温

零下十几摄氏度，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

团成员之一、吉林农业大学副教授王秋举裹着厚厚的

棉袄，在田间地头考察。

考察后，王秋举建议村民做好池塘改造，养殖龙

虾。村民说：“2025年怎么干，这下心里有底了。”

过去 7 年，39 岁的王秋举长期驻扎农村，为农民提

供技术指导服务，帮助农民增收致富。2024年，王秋举

被中国科协推选为科技志愿者先进典型。

上大学时，王秋举学的是水产养殖专业。“既然学

的是跟农业有关专业，那么就要去农村那片广阔的天

地。”王秋举回忆，从那时起她就萌生了去农村的想法。

2018 年，王秋举主动向学校申请驻扎农村。经批

准，王秋举在长春市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南崴子村建

立养殖基地。“农村生活条件一般，最开始我住在集装

箱。”王秋举回忆。

艰苦的生活环境不仅没有吓跑王秋举，反而坚定

了她服务乡村的决心。

每年 5 月前后，王秋举就像领头雁一样，带领学生

“飞”到南崴子村。从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他们连续

几个月驻扎在村里，做科研、推广水产养殖技术，为当

地村民提供科技志愿服务。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时，学生们无法来基地，王秋

举只身前往。但她怀着孕，行动不便。“村民们很热心，

一起帮我做实验。”王秋举说，“家人也在农村陪着我。”

经过几年探索，王秋举和团队创立了具有吉林特

色的稻渔综合模式——“双边沟+分箱式插秧+侧深施

肥”及稻蟹养殖相关集成技术。

利用上述技术，当地稻谷每亩利润由 550 元增至

1100 元，水产品每亩利润则增至 760 元，农户收益显

著增加。如今，这项技术在吉林省的推广面积超 10

万亩。

2021年，在吉林农业大学和吉林省科协的帮助下，

王秋举团队参与建立了公主岭稻渔科技小院。

借助科技小院平台，王秋举培养专业人才，与相关

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在王秋举等人的努力下，公主岭

稻渔科技小院获评“最美科技小院”、国家级稻渔综合

种养示范区。

得益于科技小院的技术服务，公主岭市蓝谷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产

的蟹田大米获得全国渔米评比大赛金奖。看到南崴子村大米品质获认可，王

秋举心里美滋滋。

王秋举回忆，有一次她到农户家，发现农户在家养着几只大螃蟹。“农户

说，他们要在家养螃蟹。我们就跟他讲，螃蟹不是这样养的。”王秋举回忆。

这次经历让王秋举意识到，村民光富口袋不行，还要“富脑袋”。为了补上

村民的知识短板，王秋举的学生提出：“咱们给农户搞搞科普呗？”

说干就干。王秋举带着学生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做科普。近期，他们还

准备在这个平台试水直播，帮当地农民卖大米。

回顾过去 7 年，最让王秋举欣慰的是，她不仅把技术送到农村，而且把年

轻人带到农村。2024年，她的两个学生还在乡村办了企业。

“我将继续把技术送到广阔农村。”王秋举说，她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愿意来

到这里，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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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举在展示稻蟹养殖基地的螃蟹。 受访者供图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处于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第四大沙漠

腾格里沙漠的夹缝之中，是全国荒漠化、沙化最严重的县区之一，也是“河西

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上阻击两大沙漠合拢的一座重

要“桥头堡”，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买尔当·克依木多年来和团队成员在这里

开展野外植物调查，与大漠为伴，致力于为荒漠添绿。如今，他们种植的梭

梭林，已经在河西走廊筑起一道道“绿色长城”。

买尔当·克依木先后在新疆大学等院校深造。201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

他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其间曾前往青藏高原

对植物进行长期深入研究。2021 年，买尔当·克依木回到家乡，加入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图为在甘肃省民勤县的一处沙漠，买尔当·克依木（中）带着学生进行野外

植物调查。 齐艳莹摄

买尔当·克依木：

在沙漠播撒绿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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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伊始，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青海省动物生态基

因组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同作带领团

队，对藏羚羊、普氏原羚等 6种青藏高原

特有食草动物开展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调查。

过去 20多年，张同作主要从事野生

动物资源调查、研究工作，研究对象是

驰骋在三江源的野生动物，并带领团队

守护被誉为“高原精灵”的藏羚羊。

2024 年，张同作团队成功组装藏羚

染色体级别基因组，获学界关注。前不

久，他凭借突出贡献获得青海省“最美

科技工作者”称号。

在鸟岛记录“小生灵”

1998 年，张同作从东北林业大学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与 利 用 专 业 毕 业 。 之

后，他便来到青海，入职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最初主要的工作

地点是中国八大鸟类保护区之首——

青海湖鸟岛。

鸟岛，因岛上栖息着数以万计的

候鸟得名。那里铺天盖地的鸬鹚、渔

鸥、赤麻鸭，让初出茅庐的张同作非常

震撼。

“十几万只鸟在鸟岛栖息。一旦受

到惊扰，成千上万只鸟瞬间飞起，场面

非常壮观。”张同作回忆，“那时鸟岛生

活条件比较差，但因为有鸟陪伴，我并

没觉得日子苦，反而乐在其中。”

白天，张同作举着望远镜，拿着纸

笔，记录这群可爱的“小生灵”。但当夜

晚临近，鸟岛会有猛兽出没。

“1999 年，我在鸟岛住的房子没有

电，晚上只能点蜡烛。”张同作回忆，一

次几只狼趴在门口要冲进来，他使劲顶

住门。好在那些狼“突击无果”，最后全

部离去。此事至今让他隐隐后怕。

与鸟相伴 2 年后，张同作决定求学

深造。“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

源地，是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除了鸟

类，这里还有许多动物需要我们深入研

究。”张同作说，“我希望继续学习，掌握

更多知识和技术，为保护珍稀野生动物

贡献力量。”

2001 年 9 月，张同作开始在中国科

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

位。3年后，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成为野外生存高手

20世纪 80年代到本世纪初，曾有盗

猎分子猎杀藏羚羊谋利，让“高原精灵”

一度濒危。这引起张同作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苏建平的关注。

藏 羚 羊 主 要 分 布 在 青 海 可 可 西

里、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自然保

护区，在维持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平衡

中 作 用 关 键 。 在 苏 建 平 的 带 领 下 ，

2003 年起，张同作多次赴可可西里展

开野外考察，以深入了解“高原精灵”

的生存状态。

“第一次去可可西里时，我好不容

易扎好帐篷，摆好锅碗瓢盆及科研用

具，突然狂风大作，帐篷和设备全被吹

跑了。我拼命追，但有些东西还是找不

到了。”张同作回忆。

为了解藏羚羊的日常习性和行为

节律，张同作昼夜不停地跟着羊群行

进，不敢有丝毫懈怠。

冬天是藏羚羊交配的季节。张同

作和同事来到可可西里，观察“高原精

灵”的交配规律。“我们把车停好，拿望

远镜观察。但车窗会结冰，只能摇下车

窗盯着。那时，风一吹，眼泪‘哗’就流

下来。”张同作说。

经过十余年科考，张同作成长为

野外生存高手，带领团队积累了大量

有 关 藏 羚 羊 野 外 生 存 的 第 一 手 数 据

和 资 料 。 他 联 合 青 海 大 学 研 究 团 队

利 用 这 些 数 据 成 功 组 装 了 藏 羚 染 色

体级别的基因组，首次获得藏羚染色

体 水 平 的 高 质 量 基 因 组 和 注 释 信

息。相关研究成果于 2024 年 11 月发

表 在《自 然》杂 志 旗 下 综 合 性 科 学 期

刊《科学数据》上。

“做这项工作难度不小，其中样品

采集最棘手。濒危野生物种采样的基

本原则是不伤害、不惊扰。这听起来很

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张同作说。

不过，随着技术升级，“不伤害、不

惊扰”的监测正在逐步实现。“如今，红

外相机和无人机普遍应用，有些科研人

员难以到达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也能被

全天候无干扰监测。”张同作说。

把“接力棒”传下去

2016 年 4 月 13 日，青海省委省政府

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此后，

张同作带领团队参与到三江源国家公

园的试点建设工作中。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张同作团

队每年花大量时间在三江源进行野外

调查。经过多年努力，他们完成了三

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建

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数

据库。

此外，张同作带领团队利用生态位

模型和 GIS 空间分析技术，汇总了三江

源国家公园重要珍稀有蹄类动物栖息

地空间动态分布图集。相关研究成果

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珍稀动物潜在栖

息地选择提供了依据。

张同作说，他非常幸运，选择了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和 研 究 这 一“ 最 好 的 工

作”。“用自己所学所知为国家做点事，

与野生动物为伴，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

好的工作。”他说。

张同作对工作的热爱，深深地感染

了他的学生。

“张老师常说，做科研很有意思，要

善于发现其中的乐趣。”张同作的学生

高红梅说。

令张同作欣慰的是，如今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来到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

和研究人才队伍日渐壮大。“他们餐风

饮露、立冰卧雪，走遍‘无人区’广袤的

土地，和我一起守护着以藏羚羊为代表

的珍稀野生动物。我要把‘接力棒’传

下去。”张同作说。

张同作：踏遍三江之源 守护“高原精灵”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以“新

质 新人才”为主题的《新质生产力应用

型人才就业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发 布 会 日 前 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举

行。会上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 年全

国“紫领”人才总需求约为 2500万人，而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速度加快和智能制

造业蓬勃发展，未来十年“紫领”人才总

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到 2035 年或超

3100万人。

这是我国首份新质生产力应用型

人才报告，旨在系统探究新质生产力应

用型人才这一新兴人才群体，为制造业

企业选育留用人才提供参考。

《报告》分析，“紫领”是介于传统

“蓝领”和“白领”之间的特殊职业群体，

他们在智能制造业企业担任班组长、技

术员和质检员等，既拥有较高的操作技

能，又具备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是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作

为新质生产力应用型人才中的典型代

表，“紫领”人才正在成为带动制造业转

型的排头兵。

《报告》预测，“紫领”职位对拥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人才的需求将从 2022 年

的 28%增至 2035年的 57%。

《报告》提出，“紫领”人才通常具备

多个典型特征，包括以生产一线为主要

工作场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具有广

阔的职业成长空间，并拥有较高的收入

和社会地位。为了进一步勾勒出“紫领”

人群画像，《报告》构建了“紫领”人才的

胜任力模型。其由 6个核心胜任力因子

组成，分别是业务高效驱动、新质科技接

纳、创新学习进取、多元技术融合、人际

沟通影响和核心价值引领。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赵忠认为，“紫领”人才群体的壮大，

将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社会经济

发展。

我国首份新质生产力应用型人才报告显示——

未来10年“紫领”人才需求或超3100万人

“焊接不只是简单拼接，更是艺术

创作。”2024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工业设

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焊接特级技师杨

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杨波 17 岁入行，如今成为特级技

师，“专治”各种焊接方面的“疑难杂

症”。凭借高超技艺，杨波解决了百余

个重大焊接难题，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技术能手等称号。

前不久，全国总工会公布 2024年大

国工匠培育对象名单，杨波名列其中。

“除了勤学苦练，别无
选择”

1986 年，杨波进入重庆工业设备安

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一名焊工。

工作中，杨波认真记下师傅教授的

焊接技法，用过的笔记本摞起来近 1 米

高。下班后，他就在废料上练习焊接，

即使皮肤被飞溅的焊花灼伤，他手里的

焊枪也没有一丝晃动。“那时，我是个

‘小白’，什么都不会。除了勤学苦练，

别无选择。”他回忆。

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杨波熟练掌

握了手工电弧焊、氩弧焊等 10余项焊接

技术。家人心疼杨波手上、胳膊上烫出

疤痕，他却说：“干焊工这行哪有不被烫

伤的。焊疤是我最好的勋章。”

此后，杨波参与了 50余个重点建设

项目，攻克了 20 余个焊接技术难题，为

企业节约生产成本 4000余万元。

“不能只会操作焊枪，
还需掌握其他知识”

“管道内外焊接口摸起来很光滑，

看 着 就 让 人 愉 悦 。”杨 波 拿 起 一 份 焊

接样品对记者说，输送高压氧气的管

道多由镍及镍合金材料制成，在焊接

时 要 让 焊 缝 内 壁 与 母 材 管 道 内 壁 一

样 平 滑 ，减 少 管 内 气 体 摩 擦 ，确 保 输

送安全。

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大部分由有

色金属材料制成的管道焊缝高度要在

1 毫米至 3 毫米之间。而杨波对自己的

要求高于国家标准——焊缝高度要控

制在 2 毫米之内，管内平滑、不可有内

凹或焊瘤。

杨波并不满足于高质量完成焊接工

作。“焊工不能只会操作焊枪，还需掌握

其他知识。”他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要想不被落下，就要不断学习。我们要

熟练运用化学、光学、材料学等专业理论

知识，努力成为知识型劳动者。”

通过不断学习，杨波获得了美国金

属协会等世界七大船级社颁发的技能

资格证，还两次协助编写国家级工法，

编制 35个重点项目焊接技术专项方案，

担任两部高技能人才培训教材的主编。

“要抓紧时间，将技艺
传给年轻人”

在青年技工杨洋眼中，师傅杨波是

青年人的领路人。杨波不仅毫无保留

地向年轻人传授焊接技术，还鼓励他们

积极参与技术攻关。“我要抓紧时间，将

技艺传给年轻人，让更多青年人相信

‘技能成才’不是一句空话。”杨波说。

如今，年过五旬的杨波仍和青年技

工们一起奔波于施工一线。他还走进

偏远地区的厂矿企业，宣讲劳模工匠先

进事迹，激发青年技工的劳动热情与奋

斗精神。

2011 年，杨波劳模创新工作室成

立。此后，在杨波的带领下，工作室逐

步成为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重庆

市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示范工作室以

及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筑设

备安装专业）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其

间，他还建立了人才培养和技能创新机

制，培养了 53 名青年技工，其中 12 人获

评高级技师职称，5 人获得重庆市五一

劳动奖章。

“技能人才是支撑我国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力量。”杨波说，“我将继续

投身技能人才培养事业，为建设制造强

国注入青春力量。”

杨波：“焊疤是我最好的勋章”
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王姗姗

张同作在办公室查阅文献。 本报记者 张蕴摄

杨波（前）在施工现场指导青年焊工作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