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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宝光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
到如今的“北斗”组网、“蛟龙”入
海、“天眼”巡空⋯⋯毫无疑问，中国
制造业的发展成就已然举世瞩目。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
工业小类，如今，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是
全世界仅有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
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如果，从宏观缩小到微观，从国
家聚焦到个体，我们会发现，在中国
制造快速发展的背后，总有一群埋头
苦干、创新攻关青年的身影。他们可
以是研发出中国新一代“人造太阳”
的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团
队，也可以是打造出国产尖端装备的
徐工青年，还可以是投身我国航空工
业的“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在第
七届“中国制造日”活动现场，这些
青年的真实故事再次为中国制造作出
最精彩的青春解读。

中国制造需要中国青年。制造业
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家经济
命脉所系，同时它也是劳动人口就业比
较集中的行业。有调查数据显示，在从
事制造业的劳动人口中，35 岁以下青
年占比超过41%，青年已经成为制造业
的重要主体力量。

在中国制造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的今天，人才的价值越来越凸显，
而青年正是人才大军中的生力军。中国
制造要从根本上改变“大而不强”的局
面，更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青年创新人
才、技能人才。

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制造的宏伟叙
事中实现青春价值。从青年劳动人口
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以超过 23%的
比例排在第一位，是青年就业创业的

第一主力行业。可以说，制造业的历史性
成就，为新时代青年开辟了广阔发展空间
和成才路径。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在建设制造强国的征程中，必定
充满艰辛与挑战。青年人朝气蓬勃，是全
社会最富有活力、最具有创造性的群体，
实现制造强国目标，青年责无旁贷。

想要让青年在中国制造中发挥更大价
值，要强化政策供给，提升青年尤其是高
技能青年的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和福利待
遇，增强青年获得感；还要通过建立技能
青年职业能力发展通道、整合资源推动青
年就业成才、完善评价机制等让青年无后
顾之忧。

与此同时，青年也要坚定制造强国的
信心，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提升专业技
能，特别要刻苦钻研基础科学和国家紧缺
的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敢想前人不
敢想的事，敢做前人不敢做的事”，将个
人梦想融入强国梦想，与建设制造强国同
频共振，同向而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秉持工匠精神，努力为中国制造注入更为
蓬勃的青春动能。

在这个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应该始终
抵近青年，号召一代代团员青年听党话跟
党走，将青春热血镌刻在中国制造的丰碑
上，特别是在制造业青年中，要用好青年
突击队等“青”字号工作品牌，激发技能
青年的创造力，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
作用。

全社会要贯彻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把
青年发展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在推进青
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中，优化激励青年施展
才华的就业环境，组织动员青年投身创新
创业热潮、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青年强则国家强。相信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定能用自己的行动，助推制造强国事
业持续向前发展，让中国制造继续向上生
长，朝气蓬勃。

青年让中国制造“朝气蓬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沂蒙 杨宝光

科 幻 电 影《流 浪 地 球 2》受 到 广 大 青

年 的 喜 爱 ，影 片 中 的 酷 炫 视 觉 特 效 ，人 工

智 能 、无 人 驾 驶 等 应 用 ，以 及 可 行 驶 、可

作 业、可变形的 UEG 地球联合政府机械设

备⋯⋯不少“未来元素”让观众直呼过瘾。

而视觉盛宴背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支持。

在第七届“中国制造日”活动现场，导

演郭帆、徐工集团研究总院院长马铸等讲

述了“流浪地球”背后的中国制造故事。

硬 核 工 程 机 械 呈 现 民 族
品牌力量

《流 浪 地 球 2》 为 何 把 如 此 大 笔 墨 留

给工程装备？

导演郭帆是这样说的：“不管是和平

年代，还是灾难时刻，工程机械都肩负着

‘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硬核工程机械

犹如人类披挂上阵的‘战甲’，能真正呈

现出中国制造、民族品牌的力量！”

“中国制造让我们有了做科幻片的底

气。”郭帆介绍，这个底气首先是观众在

影院中看到的跟日常生活有关的、有深入

契合度的这些场景，这种亲切感来自于现

实。比如大家在新闻中看到航天员出舱，

就会更坚信影片的角色、人物、情节都是

真实的，增强剧情融入感。

郭帆坦言，之所以能够拍这些影片，也

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制造能力和制造水平提

升，更多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在拍摄现场就

能建立起了一条生产线。3D 打印技术、数

控车床的技术等可以帮助拍摄摒弃原有场

景和道具的逻辑，变成产品化的逻辑，从生

产一个一个零件开始到拼装，到模块化组

合的方式去完成场景和道具的搭建。

电 影 中 有 很 多 硬 核 的 装 备 ，其 实 并

不 是 特 效 ，而 是 用 国 产 尖 端 装 备 设 计 改

造 出 来 的 ，许 多 的 装 备 都 能 在 现 实 中 寻

找到原型。

国产装备走上舞台唱主角

在 《流浪地球 2》 中，有不少道具装

备来自徐工集团的制造。

“从前总是看到国外工程机械在电影

里大展拳脚，现在终于轮到国产装备唱主

角了。”这让徐工集团研究总院院长马铸

感到欣慰，他介绍，徐工集团基于高寒、

高热、高海拔等复杂极限工况，围绕智能

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研发的数十项创

新成果成功运用到了 《流浪地球 2》 的道

具装备中，其中无人驾驶和新能源的设备

占总体设备的三分之一以上。

比如，拥有 4 条支腿的多地形智能应

急救援平台——徐工 ET120，就在影片中

大展身手。被称作“钢铁螳螂”的 ET120
步履式挖掘机拥有 18 个液压油缸，具有

高度的集成性和场地适应性，能在山地等

各种复杂地形中如履平地，搭载不同工作

机具就能实现挖掘、灭火、伐木、钻孔、

打桩等多种作业功能，甚至在 4500 米高

海拔、零下 40 摄氏度的极限环境下也能

胜任。

此 外 ，AGV 无 人 驾 驶 平 板 车 在 电 影

中出现也比较多，因为它的无人化、智能

化水平较高，现在已经有几十台装备应用

在天津港、厦门港等港口，用于打造无人

港口。

高竞争力来自于强创新力

徐工集团曾 成 功 研 制 新 中 国 第 一 台

汽 车 起 重 机 和 压 路 机 ， 创 造 了 国 产 工 程

机 械 最 早 批 量 走 出 国 门 的 历 史 。 目 前 ，

收 入 和 综 合 实 力 居 国 内行业第一位、全

球第三位。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视 察 徐 工 集 团 时 曾 强

调：“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许

多核心技术是求不到、买不来的，必须有

信心、有耐力、有定力地抓好自主创新。”

“人家走过的路，我们能不能走得更

好 ？ 人 家 没 走 的 路 ， 我 们 能 不 能 走 得 出

来？”徐工集团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目前，徐工集团赢得国家工信部授予

的 7 个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产品；700
吨超大型挖掘机、全球最大吨位全地面起

重机、全球最大吨位矿车、全球最大型旋

挖钻机等一批重大装备先后推出，关键先

进技术、关键核心零部件不断突破，很多

门类产品在世界名列前茅。

高竞争力来自于强创新力。

“我们不断创新，不断创造出属于我

们 自 己 的 ‘ 黑 科 技 ’， 创 造 出 引 领 未 来

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大型设备。”马铸

表示，之所以会取得今天的成绩，靠的就

是坚韧不拔的技术创新和自立自强。

“流浪地球”背后的故事——

“中国制造让我们有了做科幻片的底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 杜沂蒙 周围围 李川 王璐璐

“在土耳其地震中，一座由中国建

造的发电站，历经两次 7.8 级地震，还

有 多 次 6 级 以 上 的 余 震 仍 旧 能 正 常 运

行，为土耳其灾区撑起了一方电力保护

伞，为灾区民生用电、应急抢修灾区活

动提供了保障和动力。”今天上午，在

中国制造日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为现场观众分享了一个中国制造

的故事。

杜祥琬院士介绍，这座胡努特鲁燃

煤电站位于土耳其阿达纳省尤穆尔塔里

克市，这里是这次强震的震中地带。这

一座由中国投资、设计、建设、管理、

运营全方位中国制造的现代化的电站，

背后集合了众多中国企业。

据媒体报道，胡努特鲁电站是中国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和 土 耳 其 “ 中 间 走

廊”计划对接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土两

国建交以来，中国在土耳其最大的直接

投资项目。

据电站内的土耳其工人说，地震来

临时有很强的震感，但是厂房结构稳固并

没有受到影响，设备完好无损。同时电站

进行了快速响应，全力保障了人员的人身

安全。

当时，两次强震过后，附近的两个发

电厂都停运了，造成了当地的用电困难。

得益于中国制造的可靠质量，胡努特鲁电

站平稳运行，为灾区提供了稳定的电力。

土耳其地震专家说，这两次地震的威力相

当于 130 颗原子弹的爆炸，造成了众多建

筑被毁，上万人被埋在废墟中，中国电站

却屹立在废墟当中。

“ 几 十 年 前 中 国 制 造 的 形 象 是 什 么

呢？我们是廉价的、劣质的、低端的，8
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杜祥琬

院士说，“但目前我们正在由制造大国走

向制造强国，要力争 2025 年迈入制造强

国的行列。”

杜 祥 琬 院 士 表 示 ， 为 了 迈 进 这 个 行

列，我们实施八大战略，分别是加快制造

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创

新设计的能力；完善技术创新的体系；强

化制造基础；提高产品质量；推行绿色制

造；培养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群体

以及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中国制造经历土耳其强震考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璐璐

“如果让大家记住一个词，我不希望这

个词是‘祝融’，也不希望这个词是火星车，

我希望大家记住的是浪漫。”第七届“中国

制造日”主题网络活动现场，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月球及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

阳的分享让青年听众兴趣盎然。他说，不管

是火星车还是月球车，都是人类成果在历

史长河中的瞬间，折射出的是人类身上宝

贵的品质，包括爱和浪漫。

贾阳在过去的 18 年里，和他的团队一

起研制了中国最珍贵的 3 辆车，把其中两

辆送到了月球，还有一辆送到了火星。

2021 年 3 月，中国首辆火星车的全球

征 名 活 动 中 ，“ 祝 融 号 ”荣 登 榜 一 ，“ 祝 融

号 ”意味着火神“祝融 ”登陆火星，这辆火

星 车 承 载 了 我 国 千 百 年 来 对 火 星 世 界 的

向往之情。

“我们为什么要去火星？”这是贾阳从

事与火星探测相关工作 6 年来被问得最多

的一个问题。他给出的解释是：“人类探索

火星的意义在于为人类增加一个视角，从

这个视角看火星，看地球，看太阳系，甚至

整个宇宙，包括审视人类自身。”

图片经过细心网友一张张放大后，藏

在火星车设计中的浪漫细节也渐渐浮现出

来，这蕴含了中国特色的“美”“浪漫”和“传

统文化”的点滴打动着无数国人的心。

——美

“它就像一只蓝色的闪蝶”，贾阳形容

道，他和团队把它打造成一辆功能强大又

美观的火星车。车体的前方有两个圆柱形

的设备，对应蝴蝶的副眼，向前伸展的两根

天线对应蝴蝶的触角，4 片太阳能电池板

对应蝴蝶的 4 片翅膀，蝴蝶有 6 只脚，火星

车把它换成 6 个车轮。

——浪漫

贾阳曾经到设备下面把相机镜头对准

天顶的方向，连续拍摄了 189 张照片，起了

个雅致的名字“星辰密语”，表达对探测器

起升之前的祝福。

火星自转周期 24 小时 40 分钟，地球自

转周期 24 小时。火星与地球转动的过程中，

每隔 37 天在火星工作的“祝融号”火星车与

地球上工作的团队会有共同经历的时刻。贾

阳把这个特殊时刻起名叫“天涯共此时”。

——中国文化

除了着陆器上的国旗和冬奥会的吉祥

物冰墩墩和雪融融的图案，在车标的设计

上，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贾阳介绍，火星车额头位置的车标，来

源于南宋时期大金国官印中的一个九叠篆

手法的“火”字，他和团队对此进行了精心

装扮。

不仅如此，在火星车的车轮上面，还留

下两个“中”字。贾阳解释说，这关系到火星

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安全，车轮一周大概

对应 1 米，如果发现在车辙上两个“中”字

之间的距离是 1 米，就意味着火星车安全

行驶在火星大地上，如果两个“中”字之间

的距离只有 0.5 米，意味着发生了打滑，火

星车处在相对危险的境地。另外，之所以选

择汉字“中”是因为负责车轮设计者是河南

人。在河南方言里，“中”寓意着“好”“行”。

“三月三千尺，天天天历程。悬心终落

地，谈笑始高声。”贾阳在已经完成任务的备

罩和降落伞的位置拍了一个照片，这是 96天

火星车行驶轨迹，伴随着火星车完成规定的

3 个月寿命要求，他紧绷的心也稍稍放松了

一点。他在朋友圈发了这首打油诗，记录长

期压力突然释放的感受，这背后也是整个设

计团队不分昼夜的探索与坚守。

贾 阳 说 ，去 火 星 路 途 遥 远 ，大 概 要 飞

4.75 亿千米，而且不能直接飞到火星，还需

要转一个大的弧形，因为目前人类的能力

还没有达到行星际往来“任我行”的程度。

他寄希望于年轻人发展更先进的技术，让

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往来更自由、更便捷。

副总师剧透设计“秘密细节”：

藏在火星车上的浪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王璐璐

无人机、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火星车、

步履式挖掘机⋯⋯在第七届“中国制造日”

活动现场，一项项来自中国制造的大国重

器令人惊叹，乃至惊艳。

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

造大国，尤其是近 10 年来，中国建成世界

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水利、能

源 等 基 础 建 设 ，开 展 了 载 人 航 天、探 月 探

火、量子工程等项目。

这些成绩的背后，有一大批能吃苦、敢

担当、有理想、肯奋斗的青年在接续奋斗。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成了制造业领域的

骨干力量，在重大的国家级项目中刻苦攻

关、施展才华。

“新技术”，他们攻

“什么是磁约束可控核聚变？”在“中国

制造日”活动现场，第 26 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代表、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

研 究 院 博 士 科 普 团 团 长 郑 雪 开 启 了 一 场

“人造太阳”的科普。

核能是一种新型能源，分为核裂变能

和核聚变能，不管是裂变还是聚变，在反应

过程当中都会释放大量的能量。这是众所

周知的常识。然而，郑雪讲解的是一个不为

人知的核聚变。

郑雪介绍，核聚变具有燃料丰富、固有

安全性高、环保等优点，科学家们认为核聚

变是能够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终极能源。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终极能源，郑雪和

团队研制出了基于可控核聚变技术的我国

新一代人造太阳装置。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期间，新一代人造太阳科学研究取得突破

性进展，等离子体电流突破 100 万安培，

创 造 了 我 国 可 控 核 聚 变 装 置 运 行 的 新 纪

录，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可控核聚变的研发

距离聚变点火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人造太阳的背后是一个年轻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33 岁。”郑

雪说。

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前辈们的带领下，

多年来进行了多项技术攻关，首先是人造

太阳的心脏真空室，真空室是实现等离子

体放电一个必要的条件，也是未来核聚变

将发生的地方。

郑雪团队研制出了我国首台地形双曲

面的全焊接式超高真空容器，它可以在运

行当中抵抗住上百吨的电动力。

最近，郑雪和团队又面临新的问题。“磁

体系统中有一个膨胀螺栓，目前国内没有，

只能从美国进口，单根造价高达1万美元，我们

需要300根，这一项投资需要2000万人民币。”

郑雪坚定地说：“这个问题再次抛到了

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能撸起袖子加油干。”

“卡脖子”难题，他们破

中航工业沈飞公司王刚班班长王刚，

是第一批“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在航空

战线上工作 20 余年，现在是航空工业首席

技能专家。

王 刚 说 ：“2013 年 ，在‘ 学 罗 阳 做 先

锋’的号召下，沈飞公司第一批‘罗阳青年

突击队’成立。”

王刚还记得，在公司成立第一批“罗阳

青 年 突 击 队 ”时 ，正 是 新 机 研 制 的 关 键 阶

段，这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他带领

青年职工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建队伍，投

入到生产攻关中去。

“我们全体队员不惧困难，敢打敢拼，

时间紧我们就抢进度连夜干，难度大我们

就深入实验反复摸索，最终我们完美解决

了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为科研生产任务的

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随着“罗阳青年突击队”的成立，越来

越多的突击队员活跃在基层一线，他们在

科研攻关现场，解决了大量生产技术难题，

有力推动了各型航空武器装备生产进程。

王刚也在工作中逐渐担当重任。尤其是

以王刚名字命名的王刚劳模创新工作室，为

科研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技术问题解决率

达到 100%，被大家称为“生产线上的 120”。

“硬骨头”，他们啃

“要想经济更好，必须把硬科技的根基

扎好。只有真正的‘硬科技’才是中国未来

发展的核心，也是中国工业和制造业产业

升级的关键，中国制造需要从模式创新转

向科技创新。”中科创星的米磊是中国制造

日活动的“老朋友”，这次参会他仍执着地

推介硬科技。

2010 年 ，米 磊 首 次 提 出 硬 科 技 的 概

念。之所以取名为“硬科技”，是因为米磊是陕

西人，陕西话“硬”这个词张扬又霸气，另外，他

也深受刘慈欣小说中“硬科幻”的启发。

“集成电路虽然是‘卡脖子’问题，但光

芯片可能是下一个换道超车的重要机会，

所以我们做了平台加基金的模式，支撑了

很多半导体芯片公司。”2014年，米磊的中科

创星在半导体领域投资了相当多的企业，孵

化出众多光电半导体公司。这些公司迅速成

长为高利润的硬科技公司。

“做芯片、半导体设备，研发周期长，技

术难度大，销售额不够高，很少有人愿意等

待它成长和蜕变。”米磊说，他愿意“啃”这

块“硬骨头”。

“新一轮科技革命需要新时代新青年，

要承担起这代人的使命，去做更困难的事

情，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去做硬科技，

啃硬骨头。”米磊说。

中国制造中的青年力

2 月 26 日，第七届“中国制造日”主题网络

传播活动互动展区，小朋友们在体验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带来的“自动驾驶场景构建

关键技术研究平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摄

2 月 26 日，第七届“中国制造日”主题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现场，月球及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带来以“浪漫的祝融”为题的演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宝光/摄

2 月 25 日，第七届“中国制造日”主题网络传播活动互动展区，一名观众在现场合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