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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3年奋战在沈白高铁建设工地，漫天大雪染白了双

眉、冻僵了手指、打湿了衣襟；走进长长的隧道、登上高高的

桥梁、攀向皑皑的雪山，用测量仪器校正高速铁路向前延伸

的直线……中铁二十三局沈白高铁项目部测量队，这支被称

为“千里眼”“突击手”的青年测量队，用一流的精神风貌、顽

强的工作作风，不断创造新业绩、树立新形象、赢得新荣誉。

精准测量的责任和脚步

冬天里的一个清晨，沉睡的大山还没醒来。像往常一

样，王明星带领两名队友，迎着寒风，踏着积雪，一步一步登

上长青隧道上方的制高点，将远在隧道口的基点作为起点，

向前100米、500米、1000米……“准星”对“标尺”，“三点”成

“一线”，为隧道全天候施工提供最精准的数据支撑。

中铁二十三局承建的沈白高铁TJ-6标段，拥有5座隧

道、8座桥梁、3座涵洞、1条地道及湾沟北站相关配套工程，

其中隧道占比高达82.3%，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控制性工

程，也是集高山峻岭、桥梁隧道、江河湖泊等于一体的标志性

工程。

“一点儿也不能差，差一点儿也不行。”12月7日上午，在

长青隧道施工现场，测量员刘铁一边交谈，一边扛起25公斤

重的测量仪器，透过掌子面耀眼的灯光，利用放炮后除砟的

短暂空隙，抓紧和队友进行导线垂直测量，不时记录一个个

看似枯燥、实则生动的各种数据。

长青隧道全长11.3公里。“把测量精度控制准而又准，

确保隧道施工直线误差达到领先水平。”这是一分部测量队

队长陈青龙的誓言，也是全体测量队员的心声。

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山路陡峭，举步难行。垂直80多

米高的小山要是在夏天，也就是十几分钟的一段路程。可是

在积雪没到大腿根的寒冬，测量队员要沿着500多米长的斜

坡，一步一个趔趄，艰难攀上制高点。现代化的测量仪器，按

键式的操作系统，戴上手套就像在键盘上敲“拨浪鼓”，无法

获取、传递、记录各种数据。测量队员们顶着零下20多度的

严寒，毅然摘下棉手套，用手指操控键盘，一次定点测量就要

连续工作几个小时。

“夏季要预防草爬子叮咬，冬天要做好预防冻伤。”这是

每个高铁测量队员都要面对的考验，每一个青年队员都交上

了优秀的答卷。大家心里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肩负起

责任和使命，将终点当起点，化理想为行动，为高铁建设贡献

青春力量。

来自实践的智慧和担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沈白高铁TJ-6标段，直线总长度

超过33公里，分三个梯队分段施工建设，30多名测量队员成

为第一批进驻的小分队。

一座座高山几乎无路可攀，队员们凭双手劈开荆棘，用

双脚闯过难关，硬是踏出一条条羊肠小道；一处处现场方圆

几十里没有人家，队员们就着寒风一口一口咽下干粮，顶着

月光深一脚浅一脚走回营地。长白山区冬季漫长，呼啸的北

风把队员们的眼睛吹成了“风流眼”，但没有一人打退堂鼓，

全部奋战在第一线。

知识青睐有准备的大脑，智慧来自火热的实践。长青隧

道作为整个标段的“咽喉”工程，集中了中铁二十三局的精兵

强将，划分6个区段同步施工，测量数据采集任务重、时间

紧、要求高。如何避免测量和施工两支队伍在现场相互影

响，又能实现数据采集和爆破进尺分步推进？测量队员们开

动脑筋，集思广益，寻找答案。认真分析掌子面爆破除砟的

运行规律，细致揣摩隧道能见度最好的时间节点，“有了！咱

们就利用掌子面立钢架、钻炮眼这段时间，趁着能见度好，第

一时间进入现场，拿出最准确、最权威的测量数据。”二分部

测量分队队长王明星的一席话，让队员们眼前一亮，“错峰工

作法”应运而生。

繁星闪烁，脚步铿锵；夜半时分，鼾声阵阵。按照值班分

工，3名队员准时起床，携带测量仪器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隧

道入口，避开“光染”干扰，立即进入工作状态。3米多高的

测尺下、几十公斤重的仪器前，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传递着智

慧和力量，彰显着沈白高铁建设者的担当和风采。

感受“家”的关怀和温暖

“2号斜井入口400米山路，雪大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保护好仪器设备。”

“天气预报提示这几天连续降温，大家野外作业当心冻

伤，路上往返注意规避车辆……”

一条条直线抻长了美好的青春岁月，一双双肩膀担起了

报效祖国的时代重任。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队

伍，在远离城市和家乡的大山深处，组成了一个分不开、走不

散的“家”，这些在QQ群、微信群里的留言，分明是亲人般的

嘱咐和关怀，让辛勤工作在“妈妈山”下、“仙人桥”畔的青年

人，深深感受到“家”的温暖、“爱”的甘甜。

二分部测量分队8名队员，来自7个城市，建设沈白高铁

的共同目标把大家聚到了一起。队友们互相关怀、互相支

持、互相鼓励，主动帮助去现场测量的队友打来饭菜，烘干湿

透的衣服，让出温暖的房间。分队长默默记下队友的生日，

总是提前和伙房联系做好热乎乎的生日面，煎好香喷喷的荷

包蛋，燃起亮晶晶的红蜡烛。

漫天的风雪里，测量队员们为寻找通讯信号，走出几里

路，终于及时传回各种数据；温暖的节日中，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带头向组织申请春节不回家，坚守在工地；潮湿的掌子

面，年轻的队员抢在前头，确定好测量的最佳基点；严格的检

测考核，桥梁、隧道误差全部达到国家精优标准。

大山里的夜晚，分外沉静、格外迷人，正是学习交流的好

时光。队友们簇拥在一起，围绕工程建设的难点一起攻关，

锚定技术发展的亮点共同交流。

白山市：全力发展壮大中药材产业

本报讯（曹荣强 记者金泽文 实习生高源）专家教授就人

参、五味子、梅花鹿等领域进行现场演说；中药材企业负责人与

专家学者展开互动交流；签署校地、校企产业发展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日前，白山市农业农村局、长春科技学院、吉林省长

白山野生资源研究院共同举办了长白山道地中药材高质量发

展论坛，架起了校企地三方密切合作的桥梁，并成立白山市乡

村振兴人才创客中心，作为今后校企地洽谈合作、技术交流、解

决制约发展瓶颈问题的永久交流合作平台，形成共同推进白山

中药材产业发展新动力。

长白山素有“立体资源宝库”之称，为我国三大中药材基因

库之一，是东北亚最大的药用植物种质基因库，药用资源种类

位居前列。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有60%的面积在白山市，是长白

山道地药材的核心产区。这里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水源纯净，

为中药材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白山市立足特色资

源和区位优势，着力将中药材产业培植成为特色农业的主要支

柱、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构建“三条产业带”。在向规范化、标准化、基地化迈进的

基础上，白山市的中药材种植业已初步形成“三条产业带”，即

抚松县、长白县和靖宇县的人参、西洋参、林下参、五味子、贝

母、返魂草产业带；长白县、临江市的北五味子、红景天、黄芪产

业带；江源区、浑江区的细辛、党参、刺五加产业带。截至目前，

全市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10万余亩，主要品种达到30多种，其

中北五味子3万余亩、平贝母1.27万亩。抚松县、长白县、靖宇

县先后被列为省级中药基地县；抚松县人参、刺五加，靖宇县西

洋参、穿龙薯蓣，长白县人参、黄芪，江源区桔梗等7个药材基地

被列为GAP标准化示范基地。

资源、品牌、种植、林地、平台，五大优势俱全。特定的物候

条件，孕育特定的物种。长白山因其独特的纬度、气候、温湿

度，孕育品质上乘、品种独特的长白山道地中药材。人参、灵

芝、高山红景天、刺五加、天麻等药用植物达到900多种，全国重

点普查的363个药材品种中，长白山区就有137种，有155种是

中医临床常用500种传统中药材品种，野生中药材年采集量多

达1.5万吨。所产药材具有天然、绿色、无污染、药用价值高等

特点，其经济价值与开发潜力巨大。独特的地理位置、良好的

自然环境、肥沃的黑土地，使长白山区生长的药用植物成分远

高于其他产地，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抚松县、靖宇县、临江市、

江源区先后被国家以中药材之名命名为中国人参之乡、西洋参

之乡、红景天之乡、北五味子之乡。白山市被国家绿色食品协

会、中国特产之乡推荐组委会命名为绿色食品城和特产名城。

白山市有悠久的中药材种植历史和成熟的种植技术。早在400

多年前，长白山区就有人工种植人参、灵芝、天麻等中药材的传

统。其中，据《抚松县人参志》记载，民国初年，抚松县已有人参

栽培专业户470余家，年产人参35吨，占当时全国人参产量的

70％。在不断的探索中，广大种植业户逐渐了解了不同中药材

种植、采收的各种特性，掌握了一整套科学的中药材生产技术，

具有了成熟的种植、加工经验。白山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4.5%，

广袤的森林资源使中药材具有良好野生种植驯化空间。2015

年，国家对东北林区实行全面禁伐，使森林得以休养生息，恢复

植被。全市林地面积有162.12万公顷，给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种植空间。林下参、细辛、天麻、灵

芝等林下作物仿野生生态种植正在兴起。万良长白山人参市

场是白山市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年出口成品参占全国出口

量的70%；靖宇县建设的多功能特产交易市场，已成为五味子和

平贝母的重要集散地，每年中药材交易量2万吨左右。随着长

白山特产云商场等电商交易平台的启动，中药材交易由线下交

易模式全面转向“互联网+市场”交易模式，推动了中药材产业

快速发展。

拓宽路径，发展中药材产业。按照“稳规模、提质量、拓市

场、创品牌”的发展思路，白山市在保产能、提品质、创优品上下

功夫，不断提升中药材产品的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真正把绿

水青山打造成为“金山银山”，以实际行动践行“两山”理念，助

力中药材产业发展壮大。着力保护长白山人参种质资源。大

力实施人参种业振兴工程，加强人参种质资源保护，积极争取

国家对长白山人参种源用地政策支持，加快繁育、纯化，保护传

统林地人参品种。重点推进长白山人参种质资源保藏库建设，

解决制约长白山人参种质资源问题。大力发展林下参种植。

在保护生态环境、不影响森林资源培育的前提下，探索科学优

化的林下种参和林参间作模式，破解种源繁育和人参产业发展

无地可用问题。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大力实施人参品质提

升工程，支持引导人参研发、种植、加工和流通企业间的整合、

完善，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培育一批有影响

力的龙头企业。进一步提高人参生产标准，规范人参产品管

理，依托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平台，实现人参从种植、加

工到销售全链条可追溯。提高精深加工能力。围绕人参食品、

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和生物制品五大系列产品功能，加大高精

尖产品开发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人参生物制品研发，支持

采用生物转化技术实现人参稀有皂苷的大批量生产，创制新

药、研制新食品。利用人参提取后的残渣及茎叶等副产品，开

发人参生物菌肥、驱虫剂、饲料添加剂等制品，持续提高人参产

业效益和产品附加值。推进区域公用人参品牌振兴。深度挖

掘和宣传长白山人参品牌价值和文化价值，展示长白山人参优

势，弘扬长白山人参文化。支持“抚松人参”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在对外宣传推介中统一品牌、统一标准，实现长白山人参品

牌国际化。

人
民
银
行
白
山
市
分
行
：

创

建

节

约

型

机

关

本报讯（王本玺 刘畅）人民

银行白山市分行不断健全节能降

耗机制，实行能源管理责任制，积

极创建节约型机关。

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基础设

施。2020年以来，该行不断投入

改造资金，节电节水设施改造率

达到 100%，水电费年均支出比

“十三五”时期减少40%。将新能

源引入日常工作，安装太阳能热

水器、太阳能照明、新能源充电桩

等设备。改造办公场所电暖设

施，改善能源消耗结构。有计划

淘汰高能耗、高污染设备，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管理方式。

严格预算管理，减少办公支

出。严格配备办公用品标准，选

择节能、环保、质优、价廉的办公

设备，一次性办公用品采购和使

用量比“十三五”时期减少50%。

规范分析监测，优化能耗指

标。建立水、电、暖等能源消耗管

理台账，重点用能用水设施实行

分区分项计量，按季度开展能源

利用及节能效益分析，加强对水、

电、暖等基础设施管理，按日开展

用能用水设备巡查，及时做好保

养、维护，防止“跑冒滴漏”。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内部管

理。修订节能降碳管理办法，将

节能降碳目标纳入精细化管理考

核工作目标量化考评。将有能源

管理技术和经验的人员安排在能

源管理岗位，组织学习有关制度、

专业技术及典型经验，提高管理

人员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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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邹斌）抚松县积极探索

“党建+信访”工作模式，着力提升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热情，

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提

升群众满意度。

党建+宣传教育，大力营造和谐

氛围。各乡镇组建法治宣传队，由党

员干部带头，将普法宣传融入矛盾纠

纷调解过程中，达到“调解一件事，教

育一片人”。同时，开展线上法治宣

传，将党的各项政策、相关法律法规

宣传到群众心中，进一步增强人民群

众法治理念，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

围。

党建+网格管理，细化责任解决

问题。为把群众问题化早化小，抚松

县加强基层信访工作网格化建设，将

关口前移，努力解决群众身边小事。

每个网格都有党员志愿者开展常态

化走访联系群众、收集社情民意、排

查化解矛盾纠纷、宣传政策法规等，

做到问题在网格中发现、信息在网格

中采集、服务在网格中开展、矛盾在

网格中调解。创建小程序“参乡通”，

群众可上报生活中遇到的难心事、烦

心事，对应的工作人员在接收报事后

立即处理，将问题解决在萌芽。“参乡

通”创建至今共接受群众报事6.07

万件，解决6.06万件，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提升。

党建+攻坚行动，集中力量化解积

案。抚松县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头

雁作用”，下沉一线接访、带案下访，听

民意、解民忧、聚民心，及时解决好群

众反映的合理诉求。对于复杂难题，

县领导带头包保，与责任单位组成工

作专班，对信访案件全面梳理，逐一分

析原因，找准症结，明确化解思路，再

集中攻克，并积极跟踪督办，切实推动

重大疑难问题的化解。

为 高 铁 建 设 贡 献 青 春 力 量
——中铁二十三局沈白高铁项目部测量队记事

杨景霜 李勇 叶剑波

人参花开。(资料图片)

沙棘。(资料图片)

五味子。(资料图片)

长白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主阵地，组
织志愿者，走上街头，进村入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12月4日，中铁十五局沈白高铁吉林段TJ-4标项目工地再传喜讯，位于白山市境内的全长2226米的恒德隧道顺利贯
通。沈白高铁建成通车后不仅将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的高速铁路网络，提升区域间的交通效率，也将有力地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王新 赵珍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