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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深潜无声，热血难凉。
此刻，鲜红的党旗覆盖着这位1949年春天就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在君子兰、百合和菊花的簇拥下，共和国勋

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
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静静安卧。

2月10日，湖北武汉，武昌殡仪馆。黄旭华遗
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

哀乐低回。告别厅两侧悬挂着挽联：“卅载呕
心研潜艇深海蛟龙惊世界，一生矢志卫海疆大国
重器铸功勋”。

黄旭华的亲属、同事、有关单位代表、自发从
各地赶来的群众等，佩上白花，缓缓走进告别厅。

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

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坐在轮椅上，强忍悲痛，
坚持着同前来吊唁的来宾握手致谢。

相濡以沫近70载，她默默陪伴他，走过“深
潜”人生。

生前，他的生活都是她操持，今天，他的衣着
依然由她亲自准备。

这一次，黄旭华没有戴他常戴的那条围巾。
围巾已经磨到起球，那是他最珍视的母亲的遗
物。家人们选择把它留下来当作纪念。

“妈妈说，爸爸怕冷，要多穿点。他一直都舍
不得穿的真丝内衣，今天穿在了最里头。”小女儿
黄峻哽咽着说。

为了研制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黄旭华一“潜”
就是30个年头。亏欠，是黄旭华生前提到家人
时，最常说的词。

父母兄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妻子女儿很长
时间才能见上他一面。女儿想去中山公园划船的
愿望，黄旭华一直没有机会补上……

“父亲从小教育我们：国家、工作是第一位，自
己的事情要往后放。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从没
觉得有什么需要抱怨。”黄峻说。

“黄老说，生前陪父母太少了，百年之后再来
弥补。”黄旭华的助手说，黄老的遗愿是把骨灰送
回家乡。

爱如深海，寂静辽阔。无声，却有无穷的力量。
“我们的无声，是为了让祖国在世界舞台上发

声。”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九研究所退休职工、80
多岁的曹志荣赶来送老所长最后一程。

无限的思绪仿佛又带着他回到和老所长一起
奋战的峥嵘岁月：工作区到宿舍要走10多公里，
海边小路多碎石，只有1米多宽，黄旭华带头唱歌
为大家鼓劲，最常唱的是那一首：我们走在大路
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无悔，一生许给家国事业

告别厅中央，“沉痛悼念黄旭华同志”的横幅
下方，彩色遗像上的黄旭华笑容慈祥。

胞弟黄绍赞凝望着哥哥，又一次情难自已：
“后辈一定会发扬你的精神，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做好事情，请你放心。”

1948年，黄绍赞小学毕业时，黄旭华特地勉
励他要努力读书，学好本领，长大了为国家做事
情。也是在这一年，还在交通大学读大三的黄旭
华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头，毫不犹豫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

1958年，一纸调令划破平静。30岁出头的黄
旭华告别双亲，仅留下一个信箱代号，从此隐入

“大海”。
无图纸、无专家、无经验，面对西方技术封锁

下的“三无”绝境，黄旭华和同事们用算盘和计
算尺算出几万个数据，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带领
团队将核潜艇的重量精确至小数点后几位，用

“斤斤计较”的严谨铸就共和国重器；年过花甲
亲自登艇深潜试验，创造人民海军潜艇史上首个
深潜纪录……

于深海处听惊雷。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跻身

“核潜艇俱乐部”第五席，大洋深处从此有了来自
东方的“钢铁蛟龙”！

等身高的资料和小山般的书籍，见证了黄旭
华数十年的日常。

人生的最后几年，黄旭华一直在整理中国核
潜艇发展史的资料。在病榻上，他还放心不下，总
说：“我不服输，就差一两年，就可以全部整理好
了，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核潜艇事业。”第七
一九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黄忠宝记得黄旭华曾
说，“事业”与“职业”的不同，在于“事业”是一生
追求、永不后悔、孜孜不倦的目标。

无尽，星辰照亮后来人

倾尽一城花，只为奠一人。
武昌殡仪馆告别厅外的广场上站满群众。从

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手捧菊花，自发前来送别黄
旭华。

悼念的人群中，有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李德仁院士。

“我获奖后，黄老在医院里给我写了贺信。后
来我去看他，他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但还要坚持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20岁的大学生蒋宇轩从郑州赶来。“从我10

岁第一次知道黄老开始，他以身许国的故事就伴
随着我的成长。听闻他走了，无论如何也要来送
送他。”

黄女士带着一双儿女，坐了13个小时火车从
深圳赶来。“孩子们在课上都听过黄爷爷的故事，

这样的老先生，后人不会忘记。”
全国各地的远程下单，让鲜花沿着殡仪馆的

围墙摆满。有人留下为黄旭华手绘的图画，有孩
子留下《海底两万里》的书册。

黄旭华生前工作的第七一九研究所外，曾经
生活的广东汕尾故居前，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学
院大楼里……满是自发送来的鲜花与字条。

2020年1月，黄旭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奖金800万元。陪他一起去北京领奖的工作
人员回忆，过了不久，她收到一张黄旭华手书的清
单，上面列明了奖金捐赠的单位和数目，分赠给科
研、教育、科普三个方向。

人群中，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他也曾是潜
艇研制队伍的一员，“我同黄老不认识，但我理解
他。隐姓埋名，做祖国建设的一块砖，我们这一代
人吃过苦，但坚持过来了。现在国家后继有人，我
们很高兴，希望你们这代人会更好。”

“05 后”的苏泽凯是上海交大船舶与海洋
工程专业“旭华班”的第一批学生。他说：“虽
然从未见过黄老，但每天走过‘旭华路’、看到
黄老的题词，就感到前辈的精神仿若星辰，始终
照亮我们。”

一捧捧绽放的菊花，抚慰着寒冬里的哀
恸。一句句真诚的缅怀，致敬着一个国家的记
忆与精神。

李世英和女儿、亲友们上前，在黄旭华身边围
成半圆，做最后的告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亲人们泪
如雨下，唱起了这首黄旭华生前爱听的《送别》。

“要到最后说再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唱它。”黄
峻说，“但我不愿相信，永不畏难、永不服输的爸
爸，真的离开了！”

“送别黄老！致敬国之脊梁！”
“我们追的星，就应该是这样伟大的人。”
“吾辈定当矢志不渝，砥砺前行，不负前辈期望！”
此刻，从武汉的人群到故乡的人民，从听他宣

讲科学家精神的中小学生到读着他故事的亿万网
民，缅怀的声音，汇成前行的力量，磅礴不息。

（新华社武汉2月10日电）

送别黄旭华：

深海无言赤子心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温竞华 熊 琦

新华社上海 2 月 11 日电（记 者 周
蕊 周文其）11日一早，特斯拉上海储能超
级工厂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投
产。这座工厂生产的商用储能电池将被运
往全球市场，助力世界范围的“绿色未来”。

据介绍，2024年5月，特斯拉上海储能
超级工厂正式动工，当年底，这一项目就顺
利通过竣工验收并启动试生产，全程仅耗

时7个月。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投产后，初期

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1万台，储能规模近
40吉瓦时（GWh），将在第一季度开始产能
爬坡，并由此开拓全球更多市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
说，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正式投产，不
仅得益于中国在基建方面的速度领先世

界，也是中国和上海优质营商环境优势的
体现。这一项目将对其他的投资者起到示
范效应和引领作用。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吴晓华说，下一步，临港新片区将进一步创
造更好的条件，打造更优储能产业生态，协
同推动建立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品质更好
的产业链体系，吸引产业上下游落地。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正式投产

动力电池被喻为电动汽车的心脏，是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2024年，我国新能源
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动力电池产业
功不可没。同时，这个产业也面临迭代升级加
速、行业竞争激烈、企业创新分秒必争的现实。

元宵节前夕的2月9日，记者来到动力电池
生产企业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跟
班”车间主任，来到制造一线，近距离感受这一
新兴产业的气息变化。

清晨7：00，早春初寒，天际浮起一抹淡黄色
的微光，记者从南宁市中心赶到位于青秀区的
东部新城伶俐工业园。半个小时到达这家企
业，一栋栋现代化厂房的轮廓和楼宇间点点灯
光出现在铁灰色的薄雾中。

从2022年 3月开始建厂到当年12月实现
投产，这家企业刷新了在异地建厂的新速度。

7：30，车间外的员工通道，王东林在交接班
日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100多名工人陆续走
进生产车间，为交接班做准备。

“90后”的王东林是河南焦作人，1米75的
身高，留着一头短碎发，面色红润。他在企业母
公司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焦作基地工
作了11年。2022年9月，宁福新能源项目建成
后，他被派驻到南宁，担任生产部电芯分厂一车
间主任。

新能源汽车的产销两旺带动了动力电池等
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从微观角度看，市场需求
的旺盛程度体现在车间主任的工作细节之中。

7：40，早晚班的交接班小会开始，王东林将
班组长和车间副主任召集在一起，了解晚班的
生产情况和布置早班的重点事项。

“这个会每天都开，我们的订单很多，从去

年4月起，生产线就是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生
产。”王东林说。

从员工通道看生产车间，一排排铝合金外
壳电池从自动化生产线上流转，工人通过设备
的显示面板监测设备运行情况。车间内明亮整
洁，运转有序。

8：00，记者和王东林一起换上防尘服和鞋
套，戴上口罩后，通过除尘通道进入车间内部。

走进车间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显
示内部温度、湿度和粉尘数据的屏幕。王东林
介绍，为了保证动力电池质量，动力电池车间的
生产环境要求恒温、恒湿和严控粉尘。

车间内，机器臂在各条生产线上翻转，从原
料到成品的10多道工序已经全部实现全自动化
生产。机器旁的显示屏不断更新着各项指标数
据，并通过智能信息系统同步到车间的主机。

“主机系统集成的AI功能会分析2500多项
数据，形成实时更新的电子报表，通过绿、黄、红
三种颜色标注数据情况，方便我们监测生产状
态。”王东林说，过去的人工流水线作业，重点是
人管人。现在是自动化生产，重点是人管数据，
出现异常及时处理。

9：34，王东林来到电池静置车间。这里
是电池出厂前一道重要的工序，电池需要在

45 摄氏度的高温室静置一段时间，以测试电
池的性能。

29岁的车间班组长刘洪恩在动力电池生
产一线岗位已工作 10 年，是王东林的徒弟。
师徒两人调出近期生产数据，对不同时段温
度、压强等进行对比分析，讨论改进工艺的方
案。“这个岗位考验对数据的分析和整理能
力，每天都有细节可以改进，工作不枯燥。”刘
洪恩说。

11：00，王东林作为生产部门代表参加公司
组织的一款新产品导入量产线上线下研讨会。
这是公司为一家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量身定制
的支持快充和长循环寿命的产品，5天后就要接
受现场验收。参加会议的还有企业总部制造研
究院、前瞻研究院的专家。

最近1个月，王东林已经参加了6场这样的
研讨会。公司总经理助理杨豪亮说，新能源产
业迭代升级越来越快，倒逼企业加大创新研发
力度和生产流程再优化。企业有专门科研团队
负责新能源电池的全生命周期研究，对行业发
展态势保持密切关注。

“企业需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途上分
秒必争、奋发作为，否则随时可能被市场淘汰。”
王东林说。

记者在工厂碰到了前来了解企业需求的南
宁市青秀区经信局干部唐嘉鸿。宁福新能源项
目落户后，南宁市通过成立工作专班、实体经济
服务员驻扎企业一线等举措服务企业。南宁市
委负责人还带队到企业的河南焦作总部，探讨
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新能源电池及新材料产业
基地。

依托比亚迪、宁福新能源在电池产业链上
的优势，南宁市积极开展“链上招商”，引进一批
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推动新能源产业垂直
整合发展。如今，新能源电池产业成为拉动南
宁市工业增长的最大动力，对当地经济增长的
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12：05，王东林结束会议后来到厂内的食堂
吃饭。食堂设在员工宿舍旁边，附近有员工超
市、桌球室、乒乓球室等活动场地。

13：00，王东林回到车间翻看昨晚夜班和当
天上午的工作记录，和值班技术人员分析生产
数据。由于设备连续运转，在岗期间他除了吃
饭等短暂休息时间，需在生产现场组织协调各
种工作。

15：00，王东林到注液车间查看近期工序升
级后的生产情况。

负责注液工序的班组长莫振鸿是一名“00

后”，2022年毕业时他放弃了实习时一家传统制
造业企业提供的岗位，投身新能源产业。

莫振鸿说，自己喜欢这里积极向上的工作
氛围和不断创新的企业精神。在前辈的指导
下，他很快就从一名普通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
专业技能不断提升。

“我们生产线每隔几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小
改进，每两三年就要升级迭代，对人才的需求很
迫切。”王东林说，参加工作14年，他参与过锰
酸锂、三元锂、磷酸铁锂等不同类型和规格电池
的生产，见证了动力电池行业的高速发展，也见
证了一批批行业技能人才的成长。

16：40，厂区实验室内，最新一批试产样品
正在进行拆解分析。王东林在现场与专家和技
术人员交流后，记录下需要调整的生产参数，回
到车间继续对设备系统进行调整。

调整完主要设备生产参数后，已是18：42。
他脱下防尘服，和同事走出车间，此时厂区道路
两侧的路灯已经亮起，不远处的宿舍楼和食堂
前人影穿梭。

“今天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吃住都
在厂区内，只要生产线遇到问题，我们马上就能
赶到现场及时解决。”王东林说。

（新华社南宁2月11日电）

早春，触摸新兴产业的脉动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爱心列车护送外出务工人员返岗
2月11日，在西昌西站，来自凉山州宁南县的杨碧富与家人视频连线，展示爱心礼包中的食品。
当日，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5个区县的数十名务工人员搭乘C50次列车，从西昌西站启程前往成

都，开启蛇年务工之旅。据了解，当地政府和铁路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并发放“爱心礼包”，保障外出务工人员
顺利返岗。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新华社天津2月 11日电（记者 张宇
琪 孙凡越）首届两岸青年“悦动津城·冰雪
体验营”活动正在天津举行。本届冰雪体验
营以“携手悦青春 冰雪动青心”为主题，吸
引来自台湾28所大中学校的台湾青年和在
津台湾青年、天津多所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等
120余人参加，共同体验冰雪运动乐趣。

在天津市蓟州区的一处大型滑雪场，两
岸青年汇聚于此，感受冰雪世界的魅力。
洁白的雪道从山林间蜿蜒而下，在阳光的
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不少初次见到
冰雪的台湾青年摆出各种姿势合影留念。

专业的滑雪教练向台湾青年们传授滑雪
技巧，包括如何正确站立、刹车以及转弯等，

还亲自示范标准姿势。在教练的带领下，两
岸青年纷纷穿戴好滑雪装备，携手踏上雪道。

“台湾大部分属于亚热带，这是我第一
次触摸到自然雪，真的好漂亮。”来自台湾
南台科技大学的谢芝吟说，“滑雪真的是很
刺激的活动，在一次次的尝试与练习后，我
逐渐享受到在雪道上驰骋的快乐。”

来自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的陈守恩说：
“在滑雪的过程中我还交到了大陆的很多
同龄朋友，就算摔倒了也不怕，大家相互搀
扶，一起欢笑。”

如今大陆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发展驶
入快车道。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秘书长
郑婷文说：“让台湾学生有系统有组织地接

触冰雪运动，也是他们进一步了解大陆体
育文化的一个窗口，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运
动，能够很快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理距离，更
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天津市台办主任靳凡表示，滑雪作为一
项集速度、技巧和激情于一体的冬季运动，
有利于培养团队协作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希望通过冰雪运动这一桥梁，搭建起两岸
青年交流互动的平台，加强情感交流，增进
心灵契合。

在冰雪远动之余，两岸青年还将参访天
津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天后宫、黄崖关长
城和独乐寺等地，进一步感受天津本地的
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

踏雪津城：

两岸青年的一次心灵契合之旅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 电（ 记 者
朱超 邵艺博）经双
方商定，第 31 次中
国—东盟高官磋商
将于2月12日至14
日 在 浙 江 宁 波 举
行。外交部发言人
郭嘉昆11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应询介绍
了相关情况，表示中
方希望通过本次磋
商，推动中国东盟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向
前发展。

郭 嘉 昆 介 绍 ，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孙 卫 东 将 率 团 出
席，并同中国东盟
关系协调国、2025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马来西亚东盟事务
高官阿姆兰共同主
持会议。

“中国—东盟高
官磋商是中国与东
盟国家外交部门的
重要年度对话合作
机制。中方希望通
过本次磋商，推进落
实中国—东盟领导
人会议重要共识，就
新形势下东亚合作
深入沟通，并就共同
关心的地区和国际
问题交换看法，推动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
伙 伴 关 系 向 前 发
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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