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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没有结束。
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用于探究微观世界中的最小构成

单元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工具。1988年，建造成功的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跻身世界八
大高能加速器中心行列。经过一系列改造，2016年4月
5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对撞亮度再次刷新了相关
能区的世界纪录，性能达到改造前的100倍。

2017年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信重工参与完成的“正负电子
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项目，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由于高质量完成相关设备的研制任务，中科院高度
评价了中信重工制造安装的谱仪机械系统，认为该设备

制造精度高、性能稳定，达到了当今同类设备的世界先进
水平，特别授予中信重工“重大贡献参建单位”荣誉称号。

科学无止境，探索无穷期。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运行29个“大科学装置”，高

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等一批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陆续开建，原始创
新活力正在不断被激发。

王智敏告诉记者，着眼未来，中信重工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抢抓战略机遇期，紧盯国家大科学工程中的重
点项目，勇攀科技高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赵志伟 通讯员 邓永武 黄政伟 文/图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展及网上
展馆上线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在150个“新中国第一”展区，人们可以看到与洛阳相关的“东方红”拖拉机、
浮法玻璃生产线。鲜为人知的是，在“新中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上，也深深镌刻着“洛阳创新”……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结合实际，采取适当方式组织党员干部参观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与此同时，网上展馆上线
发布。

或轻点鼠标，或滑动手机屏幕，新中国走过的70
年辉煌历程、70年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立刻跃然眼
前。通过网上展馆，人们仿佛走进了一条“时光隧
道”，身临其境般感受着一个个高光时刻，一个个历史
瞬间，一个个场景再现……

无论是“屹立东方”“改革开放”，还是“走向复兴”
“人间正道”，一个个展览板块充分运用声、光、电等

多媒体科技展示手段，展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
展历程，其中，最抓人眼球的还是专门辟出的一个展
区——150个“新中国第一”。

所有这些“新中国第一”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志，以
便观众辨认。进入这个展区，洛阳观众一下子就能找
到自己熟悉的“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新中国第一条
浮法玻璃生产线”……

当画面转切至“新中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观众不禁发出赞叹：“这台装
置太厉害了，它为中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
了一块新天地！”

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共和国“科研重器”上，也深
深镌刻着“洛阳创新”。

聊起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新中国第一个大
科学装置”，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矿研院副院
长王智敏就有说不完的故事。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迎来了建院70周年。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门发
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中科院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
问候。

中信重工人十分关注这条新华社消息，因为早在
15年前，这家企业就与中科院有过业务交集。“70年来，
中科院解决了一大批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科技问题，
突破了一大批制约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一大
批一流水平的原创成果，其中，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正负
电子对撞机功不可没。”王智敏说。

今年 9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在
“新中国的第一”系列报道中以《大科学装置：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为题，对这个“大国重器”进行了专题
报道——

“大科学装置是开展前沿研究、探索自然规律的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是推动科学发展和原始创新的
国之利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新中国的第一
个大科学装置……”

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坐落着一片“网球拍”
形状的建筑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藏身其中。“球
拍把”是约200 米长的直线加速器，“球拍面”是周长
240米的存储环。在地下6米深的隧道中，接近光速
运行的正负电子在这里以每秒上亿次的速度进行对
撞，不断探索着物质构成的奥秘。

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破土
动工。对撞机建造涉及10多个门类的高新技术，数千
台设备90%以上都靠国内自行设计制造。在全国数
百个单位上万人的精心研制、安装调试下，1988年10
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实现了正负电子对
撞。

在央视播出的专题片中，记录了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原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柳怀祖回忆正负电子对
撞成功的那一刻——

柳怀祖说：“科学家们疯了一样喊‘撞上了，撞上
了’，我们不但有了，而且成功了，从加速器的规模上
来说，创造了世界第一。”

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成功，被誉为
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
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正负电子对撞机运行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在20亿至
50亿电子伏特能区取得一系列新发现，不仅使我国在世
界高能物理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也促进了我国在加速
器、探测器、互联网和高性能计算等高技术领域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平稳运行多年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迎来重大改造阶段。

在全国考察了多家装备制造厂家后，中科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将目标“锁定”在制造实力雄厚的中信重工。中
信重工承接这一重大任务后，王智敏成为项目组的一员。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有一个核心探测装备，它就
是北京谱仪。王智敏说，正负电子发生对撞，就是在谱仪
内进行的，“谱仪可谓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重中之重，而中
信重工承制的就是第三代北京谱仪机械主体结构”。

2004 年之前，中信重工的设备还远不如现今这样
“高、精、尖”，第三代北京谱仪机械主体结构成为企业建
厂50年来加工难度最大、加工精度最高的国家重大基础
科研装备。

加工难度有多大？王智敏说，这个大型非标产品长
11米、高9米、宽6米，总重800吨，外形如一个六方体的

筒子。产品分成6块，每块由多层厚达30毫米的钢板构
成，钢板之间有空隙，非常像“千层饼”。加工“千层饼”要
保证平面度，公司的全国劳动模范闫光明等能工巧匠，硬
是在镗铣床和大型立车上“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加工精度有多高？王智敏用了一个词——严丝合
缝。巨大的6块钢板构件要组合成一个真空腔体，中信
重工人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精益求精，最后将公差控制在
了0.05毫米之内，比一张A4纸还薄。整个机械主体结
构安装到位后，实现了名副其实的严丝合缝。

2005年12月12日，第三代北京谱仪机械主体结构
在中信重工建造成功，并于当天通过专家鉴定委员会评
审验收。由中科院院士徐性初任组长的鉴定委员会认
为，中信重工研制的谱仪机械主体结构属国内首创，整机
性能和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当代同类设备先进水平。

仅用两年时间，中信重工就成功制造出这一大型高
精度科学仪器，令专家组对企业制造能力刮目相看。因
为，该机械主体结构是一台综合性重型非标设备，其中大
部分零部件的加工精度远远高出一般重型加工设备的精
度范围。

黄河流域的文物保护
□郑贞富

黄河流域文物存量大、种类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
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
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黄河文化遗
产中，文物占了最大的比例。今天，我们
再次认真学习这个重要讲话，谈谈关于黄
河流域文物保护问题的体会。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保护文物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
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工作方针，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黄河流域文物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的规定，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具有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
和石刻、壁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
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
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
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
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
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
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
样受国家保护。

文物保护法还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
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
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各时
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
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
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做好黄河流域的文物保护工作，就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
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高站位、全
面推进，依法行事、依法办事。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我国 5000 多年文明史
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
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

城市是古代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黄河流域
的古都和许多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是黄河
文化的重要载体。

河湟，当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
古称“三河间”。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多民族繁衍生
息，至少从秦汉以来，许多民族的先民耕牧其间，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河湟文化。河湟文化是以青海
省海东市为中心形成的，汉族、藏族、回族、土族、
撒拉族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交融共生，形成了灿烂
的河湟文化，孕育了土族盘绣、花儿、河湟皮影等

优秀传统艺术文化，保留了有着“东方庞贝”之称
的喇家遗址、瞿昙寺等历史文化遗址。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从西周起就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秦始皇兵马俑、乾陵
等，都记录印证了博大精深的关中文化曾是我国
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

以洛阳为中心，以郑州、安阳、开封为次中心
的河洛地区，长期是黄河文化的高地，形成璀璨夺
目的河洛文化。

以淄博、曲阜为中心的齐鲁大地，圣贤辈出，
创造了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齐鲁文化。

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
构成的黄河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一大批历史文化
名城（街区、村镇）相伴共生。

保护好沿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黄河流域文物古迹多，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多，
他们是“黄河故事”的载体。如何讲好“黄河故
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让文物说话。”

长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传承工作，强调“让文物说话”，讲述中国，沟
通世界。

在地方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到博物
馆。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
作时，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
习近平总书记一边认真观看、听取介绍，一边同专
家交流讨论。他指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
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走出国门访问时，他曾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参观古埃及文明遗址……在异国他乡，习近平
总书记话文物、谈文化、论文明，讲述中国，沟通世
界。他表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
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
动力。

这同样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的文物
保护和利用的战略思考，也是讲好“黄河故事”，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的
战略部署。

讲好“黄河故事”，让文物说话

人文河洛

黄河小浪底 聂剑帆 画

网上看展览，感受共和国辉煌成就

“大科学装置”媲美原子弹和人造卫星

精雕细刻，中信重工建功正负电子对撞机

重大贡献，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有洛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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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北京谱仪机械主体结构在中信重工进行总装

新中国第一个
大科学装置

黄河文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