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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陕西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巡展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教师团队主
要承担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教学
任务，聚焦高铁建设与维护领域
开展科学研究。团队成员 19 人，
平均年龄 42 岁，其中二三级教授 3
人，高级职称比例 84.21%，由二级
教授焦胜军担任负责人。高速铁
路施工与维护教师团队始终坚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黄大年同
志为榜样，以“传承铁路文化，弘

扬铁军精神，培育铁路工匠”为宗
旨，心怀爱心、真心、专心、决心，
将为学、为事、为人相统一，做师
德高尚、潜心育人的“大先生”，入
选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

团队负责人焦胜军从事铁路建

设职业教育 32 年，为人师表、敬业
爱生、治学严谨、业务精湛，累计培
养学生1900余人，其中罗田郎等数
十人成长为中铁四局等央企总经
理、副总经理。他是陕西省、轨道
交通行业“双料”名师，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 3 项，主持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等国家级项目 3 项，承
担省级以上课题17项。同时，他还
兼任全国铁道行指委铁道工程专
指委主任委员，牵头国家铁路工程

类专业教学标准制定。
团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教书和
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
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
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
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

书育人全过程，弘扬新时代铁路精
神，五育并举培养推进新时代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团队成员全部上
讲台授课，近 5 年培养万余名高铁
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毕业生因“下得去、
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而备受青
睐，形成了“铁路工程局必选、铁路
管理局首选”的口碑。

团队成员所在支部落实“双带
头人”制度，立项建设校级四星党
支部。成员开展贫困学生“一对
一”结对帮扶 92 人次，荣获陕西省
师德标兵、师德楷模等称号2人，省
级和行业教学名师2人，学校“最美
教师”、师德先进、师德标兵等荣誉
12 人次，师德师风考核优秀比例
100%。2021 年团队立项为国家级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并牵
头全国铁路与城轨工程类教师教
学创新团队共同体建设，引领全国
同类专业共同发展。

对接高铁建设需要，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团队面向高铁施工
一线，探索形成校企“双主体”协
同，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双创教
育与技能培养、校园文化与企业
文化“三对接”，专业与职业岗位、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职业教育与终身学
习“四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了基于高铁施工与维护工作过
程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参与建设
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 2 个，主持省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6 门，出版活页
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6 部，数字资
源被全国 210 家单位 7 万用户学

习使用。教学改革经验在全国交
流 20 余次。

结合高铁专业特点，推进“三
全育人”改革。团队以我国高铁
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切入点，
渗透“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以坚
持“ 四 个 自 信 ”为 核 心 的 爱 国 精
神，以精益求精、开拓创新为核心
的工匠精神，以团结协作为核心
的团队精神等“三大精神”为载体
的课程思政体系，实现团队教授
课程全部完成课程思政改革，立
项课程思政研究课题 15 项。结合
专业特点，团队成员主动参与学
生管理，推动建成陕西省高校辅
导员示范工作室。

创新实训基地建设，强化学
生技能培养。团队以高集成、高

共享、全真实的理念，建成国内结
构最全的高铁实训基地，覆盖铁
路线上线下、涵盖重载和高铁所
有 结 构 类 型 的 高 速 铁 路 实 训 工
区，全真实体的高铁桥梁、隧道实
训基地，开发生产性实训项目 243
项。国内首创开发高铁施工虚拟
仿真教学平台，基于游戏互动理
念，开发高铁建设虚拟仿真实训
平台，克服了高投入、高难度、高
风险，难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的

“三高三难”问题。创新形成的高
铁专业“七维度”实践教学体系和
五大基础能力培养模式均获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

团 队 在 全 国 高 校 率 先 成 立
BIM 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开展高铁
智慧建造技术研究，近 5 年承担省

级以上教科研课题 17 项，发表核
心论文 27 篇；开发高铁施工企业
员工培训项目 2 项，开展社会培训
3.2 万人次；为中铁一局等企业开
展 BIM 技术咨询服务 10 项，合同
额近 311 万元。研发新型混凝土
带模注浆成套技术在银西高铁、贵
南高铁等 11 个重点铁路工程项目
中应用，节约成本 50%，缩短工期
11%，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 2000 万
元以上。

团队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紧随中国高铁“走出去”，赴肯
尼亚蒙内铁路项目培训当地员工
260 名，为当地铁路建设运营培养
了急需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完
成菲律宾国家铁路局工程项目管
理和马来西亚铁路专业技术人员
2 个研修班教学，输出教学标准和
优质资源，塑造了中国铁路职教
品牌。

团队成员将创新教育融入课程
教学、第二课堂和技术服务，实现
意 识 — 知 识 — 能 力 三 个 层 次 推
进。建立桥梁、BIM 等 3 个创新工
作室，5名教师担任高铁精调、工程
测量等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支持学
生创新创业，学生在“互联网+”、挑
战杯等双创大赛中获国家级奖 5
项。团队成员结合我国高铁建设
巨大成就，面向中小学开展高铁科
普等公益性培训2300余人，激发了
青少年爱国情、成长志。

团队作为全国职业教育铁路与
城轨工程教学创新团队共同体牵
头单位，在焦胜军教授带领下，将
以引领改革、支撑发展的理念，着
力打造高铁建设技能人才培养和
服务铁路产业发展“两大高地”，推
进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带动全国
同类专业高质量发展。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在“交
通强国 铁路先行”的发展战略和
职业教育大发展的征程上，高速铁
路施工与维护教师团队将继续在
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道路上勇毅
前行。

（蔡静整理）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体形
的悄然变化，尤其是那“招牌”
大脑袋，好像越来越小了。这
与高强度人工繁殖和管理不善
导致的鱼类种质资源退化有
关。因此，水产市场迫切需要
优良的鳙鱼养殖新品种。

近日，我国大宗养殖鱼类
鳙鱼的首个人工选育品种——

“中科佳鳙1号”，正式通过了全
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
的审定和农业农村部的公告认
定。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以下简称水生所）两代科学
家，为此整整努力了30年。

呼唤回归“三头身”

在我国，鳙鱼是一种分布
很广的土著鱼类。从黑龙江到
长江、再到珠江，都是它们野外
生活的主要区域。人工养殖区
域更是遍布东南西北的各种大
小水体。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老
百姓吃鱼主要通过野外捕捞。”
水生所研究员童金苟说，当时
我国水产养殖的产量极低，所
有养殖鱼类加起来一年也只有
区区几十万吨。

靠天吃饭，意味着捕鱼量
和品质都十分不稳定。到了二
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水产
领域获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青、草、鲢和鳙“四大家鱼”人工
繁殖成功。如此一来，国内水
产养殖产量才开始迅速增加。

童金苟介绍，和鲤鱼、鲫鱼
不同，“四大家鱼”同属洄游性
鱼类。这些要经历生殖洄游的
鱼类，生活史较为复杂，性成熟

周期长，人工繁殖技术难度比
较大。

目前，“四大家鱼”年产量
超过了 1300 万吨，约占我国鱼
类养殖总产量的 48%。产量最
高的草鱼甚至超过了575万吨。

高强度的人工繁殖让养殖
产量逐年增加，但由于苗种生
产单位种质管理水平不一，小
作坊式渔场在繁殖过程中的
某些不规范操作，直接导致了
一些养殖鱼类种质资源出现
退化。

“消费者一般不会关注，鳙
鱼的生长速度在下降，体形特
征越来越差。”童金苟表示。鳙
鱼的经典身材是“三头身”，成
鱼脑袋较大，约占全身长的30%
~33%，且体形比较匀称。而当
它性状退化时，最明显的就是
脑袋越来越小了。

水 产 市 场 迫 切 需 要 生 长
快、体形优良的鳙鱼养殖新品
种，结束几千年来养殖野生鳙
鱼的历史，让鳙鱼成为真正的

“家鱼”。

技术+体力+时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老一
辈鱼类遗传育种学家吴清江开
创了以鳙鱼为对象的遗传育种
学研究，并在1993年带领团队展
开了品种选育相关的工作。

“当时没人看好这项工作，
因为难度比较大，也很少有人
愿意做这个工作。”童金苟坦
言，“一条鳙鱼性成熟需要 4~5
年，而育种又至少需要选育 4
代。没有二十几年，根本育不
出来。”

根据前人已有的渔业和种
质资源本底调查资料，吴清江
团队在长江武汉—黄冈江段收
集了 2 万条野生鳙幼鱼，将其
作为第 0 代进行人工选育和繁
殖，因为那里的野生镛鱼品质
最好。

每繁殖一代都要经历 3 次
选育过程，分别间隔 6~12 个月
不等。在这期间，研究人员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测量鳙鱼的生
长速度、体长、头身比、头长等
指标，经过优胜劣汰，留下生长
和体形性状最佳的个体，将它
们养殖到性成熟，作为下一代
的繁殖亲本。

一 条 性 成 熟 的 鳙 鱼 体 重
10~15 公斤，个头大的有 20 公
斤。为了确保测量数据的准
确、规范，在性成熟前每一年选
育过程中，研究人员都亲力亲
为。只有在人工繁殖期实在抱
不动这些“大块头”时，才指导
渔场工作人员进行捕捞和人工
催产等操作。

“每繁殖一代，我们都会选
出50万尾左右的鱼苗重复选育
过程，优选率是万分之四到万
分之八。”童金苟表示。

童金苟在 2001 年正式接过
导师吴清江的接力棒，成为鳙
鱼人工选育的第二代科研人。
为了提高人工育种效率，他的
团队还进行了细胞工程和分子
育种技术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他 改 进 了 鳙 鱼 雌 核 发 育
技 术 ，使 得 这 项 技 术 的 诱 导
成 功 率 提 升 了 一 个 数 量 级 ，
从 而 快 速 建 立 纯 系 、稳 定 所
需要的优良性状。在分子标

记 辅 助 育 种 方 面 ，童 金 苟 团
队 共 发 现 了 与 鳙 鱼 生 长 速
度 、头 部 比 例 和 重 量 等 相 关
的 10 个 基 因 ，从 而 对 选 育 目
标 性 状 进 行 辅 助 精 确 定 位 。

“ 这 些 技 术 在 人 工 育 种 后 期
阶 段 应 用 ，主 要 起 到 优 中 选
优的作用。”童金苟解释。

水产良种多多益善

2018年，“中科佳鳙1号”终
于在水生所科学家20多年的坚
持和努力下面世了。可它究竟
是不是一个高产优质的养殖品
种呢？

在接下来的3年里，童金苟
团队在湖北省和江苏省的 8100
多亩池塘中，经历了严格的生
产性对比和中试养殖试验。结
果显示，在相同养殖条件下，与
当地未经选育的鳙鱼相比，“中
科佳鳙 1 号”在 18 月龄体重平
均提高 14.5%以上，头长平均增
加5.5%以上。

“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
养殖鳙鱼新品种苗种每亩至少
增收 300~400 元，养殖技术好的
可以达到 500~600 元。”童金苟
兴奋地表示，“中科佳鳙1号”在
研发和示范养殖阶段得到不少
养殖户的关注。

未来两三年，童金苟团队
将着重开展鳙鱼新品种高效
养 殖 模 式 研 究 ，以 及 全 国 范
围的规模化推广和示范养殖
行动。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水产
养殖和消费第一大国，渔业产量
非常高。但水产种业大而不强，
良种比例不高，水产育种从业者
任重道远。”童金苟指出。

早年，这类如此耗费时间
成本的种业研究要想得到长期
的科研经费的支持非常困难。

“我几次想过要放弃。”但童金
苟坦言又不甘心，中途放弃等
于一无所获。他只能尽力去争
取一些为数不多的国家水产基
础研究项目，时不时“拆东墙补
西墙”。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提
高对种业和种质资源的重视与
投入，鱼类人工育种开始得到
中科院和地方政府关注。在他
看来，这不仅可以对野生鱼类
种群资源起到有效的保护作
用，帮助水产养殖从业者增产
增收，还能更好满足消费者的

“口腹之欲”。
“希望水产种业有关的重

要基础和应用研究，能够像作
物和畜牧种业那样得到国家
长期稳定的支持，让遗传育种
研究人员为促进我国大宗淡
水鱼养殖产业的提质增效贡
献更多力量。”童金苟说，我国
人工养殖的鱼类很多，各有特
色，只有抓住其中产量大或价
值高的鱼类，努力培育出更多
的高产优质新品种，才能为老
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蛋白质，
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经济价值。

（据《中国科学报》）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
气的国家，据史料记载，要比西方早了
1600多年。

古时天然气从井口冒出并燃烧，人
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就称之为“火
井”。晋左思《蜀都赋》写道：“火井沉荧
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这里写冒出
的天然气烈焰高高燃烧在天际，可见其
压力之大；同时代的郭璞也写过“饴戎见
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的诗句。唐
朝诗人杜甫写有“烟尘侵火井，雨雪闭松
州”；唐朝诗人李贺也有“火井温泉在何
处”的诗句。

早在战国时期，著名水利专家李冰
在四川兴建都江堰工程中发现了盐卤，
随即“穿广都盐井”，人们就开始凿井汲
卤，获取井盐。同时，李冰在凿井时发现
了天然气——“火井”。

我国最早开发利用天然气的自然是
在四川，东汉末年，人们就在临邛开凿了
第一口天然气井，聪明的人们竟把它用
到煮盐上来。

据蜀汉《蜀王本纪》载：“临邛有火
井，深六十余丈。”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蜀志》又载：“临邛县……有火井。顷许，
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井有二，
一燥一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
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

清傅燮 有一首《火井县》诗，记述
了当时三国蜀丞相诸葛亮在四川时，开
发利用天然气之事，诗是这样写的：“丞
相征蛮路，天罡遗爱祠。竹低人面拂，石
滑马行迟。勋业空青史，仁声尚口碑。
荒凉火井县，吊古一兴思。”

这件事记载在晋张华《博物志》卷九
中：“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
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
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执盆
盖井上，煮盐，得盐。”

根据此记载，当诸葛亮听说临邛
地区发现“火井”的消息后，就亲自前
往察看，并指导人们做了进一步的开
凿和深探，这样“火井”才旺盛起来，并
利用“火井”煮盐。因为，与此同时还
开发出盐水井，这种井出的卤水，煮沸
后，可以得盐，此前他们都是用柴火烧
水加热煮盐的。

临邛的天然气被开发利用煮盐后，
人们发现用天然气煮盐的效果，要比家
里柴火煮效果好，产盐率大大提高，甚至
一斛水可以得五斗盐，这是当时人们开
发利用天然气的可喜成果，这其中也有
诸葛亮的贡献。

由于秦汉以来，四川临邛一带的天
然气可以有照明和煮盐的奇特效能，以
及其燃烧时的壮丽景象，因而闻名远
近，驰名于世。以至于引得东晋大书法
家王羲之曾给千里之外在四川的朋友
写信，讯问临邛“火井”的情况：“彼盐
井、火井接有否？足下目见不？为欲广
异闻。”

这个地方，在北周时设立火井镇；隋
大业十二年（616 年），由火井镇改为火
井县，属临邛郡；唐属邛州，宋太祖开宝
三年（970 年），移治平乐镇，宋太宗至道
三年（997 年），复治火井镇；元废火井县
为镇；明代邛州南还设立过火井巡检司。

所以，临邛的“火井”十分出名，不仅
成为诗人们记叙和吟咏的对象，也成为
人们向往的旅游景点。

南宋诗人陆游曾有《跋火井碑》写
道：“予昔在征西幕府，尝得校言，火山军
地枯燥，不可耕，锄犁入地不及尺，烈火

随出。今江吴间穿地尺余则见水，北人
闻之亦未必信也。夜读蜀彭君火井碑，
乃知天地间何所不有，亦喜彭君之善记
事也。”陆游的记载更为细致，可见临邛
的天然气资源多么丰富，农民耕田都能
使天然气涌出而燃烧，是不是相当于天
然煤矿！

古时，天然气——“火井”不仅分布
在四川，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宋吴沆有
诗：“万井火熬波裹雪，十州雷送雨前
春。”十州指黄河以南的地方；清吴文溥
诗《西汉定陶共王陵鼎歌》：“长陵草没井
火熄，旧物沦落无何乡。”是说山东定陶
县西汉时也有“火井”，遗憾的是后来已
经熄灭。

在古代名人的诗歌中，对于天然气
的其他应用也多有探讨，向来被称为皇
帝诗人的乾隆，曾有一首《咏火井》诗：

“凿井如置产，但引供烹饲。亦可用煮
盐，盐井则别异。”乾隆这首诗的意思是，
开采天然气井如同购置产业，引输到家
里可以做饭煮菜，也可以熬盐。这表明，
在清代天然气已经被用到了煮饭上了。

除了煮饭，在古代天然气还被用作
制茶。清代吴秋农《茶二首》，其一写
道：“火井漕边万树丛，马驮车载千城
空。性醇味厚解毒疠，此茶一出凡品
空。”这首诗说明，天然气烘焙的茶叶，
醇厚解毒，人们“马驮车载”踊跃购买，
而那些不是用天然气烘焙的普通茶叶
在市面上消失了。

吴秋农在这首题诗前面有个题记，
对此作出了解释：“锅焙茶叶于邛州火井
漕，篛裹囊封，远致西藏，味最浓烈，能荡
涤腥膻厚味，喇嘛珍为上品。”是说用天
然气烘焙茶叶，再用大的竹叶包裹布袋
密封，远送到西藏后，香气浓烈、除腥去
膻，被喇嘛奉为“上品”而倍加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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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珉琦胡珉琦

让“胖头鱼”拥有
更出众的“头身比”

清蒸鱼头、醋熘鱼头、剁椒鱼头、鱼头泡饼、鱼头炖豆腐……一个
鱼头能做出百变菜肴，非鳙鱼莫属。中国人喜欢形象地称鳙鱼为“胖
头鱼”，因为它出众的“头身比”，再加上肉质鲜美，一年消耗量达到了
惊人的310多万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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