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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25日，河北省平山县城西南65

公里处的沕沕水畔，晋察冀边区第一座水电站举

行落成典礼，朱德亲临现场剪彩，盛赞其为“边区

创举”。

1948年5月，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平山

县西柏坡。在延安办公时，党中央用的是煤油

灯、蜡烛，到了西柏坡终于用上了电灯。电能就

来自27公里外的沕沕水水电站。水电站的勘

察、设计与施工，出自解放区的一所高等院校：晋

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以下简称工交学院）。

1947年，正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

略反攻的关键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平山县

已建有数个兵工厂，但由于没有电力供应，效率

极低。为尽快解决用电问题，经详细比较各种

方案，边区政府决定建设水电厂，并将这个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工交学院。

首要工作就是选址，工交学院教师卢成铭、

周士富带着道路工程班的十几名学员，沿滹沱

河及其支流选址。经实地勘测，师生发现沕沕

水上游的瀑布落差近百米，流量可以支撑一台

200千瓦的水力发电机运转，同时，瀑布的位置

又比较隐蔽，适合战时电站建设。工交学院将

选址方案上报边区政府，获得批准。

同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加快推进了建设进

程。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到达

平山县后，驻地选在村后有山、易于在空袭中疏散

和隐蔽的西柏坡。不过，西柏坡毕竟是依山傍水

的小山村，考虑到中央抵达后发电报需求大幅增

长，以前的手摇发报方式不能满足大型战争要

求；战事频繁，带来更多的夜间工作和会议，仅

靠油灯照明也会影响决策效率与质量……指挥

所和兵工厂的电气化迫在眉睫。

为加快建设，1947年6月，晋察冀边区政府

成立第一发电工程处。工程处主任、总设计师

由工交学院院长黎亮担任，副主任由教务处主

任张子林担任，下设土木科、机械科、电气科、材

料科等施工部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黎亮、

张子林带领师生和工程处，确定了边设、边施工

的方式。1947年 6月 21日，水电站即开工建

设，土木科就地取材、夯固地基。在土木科科长

卢成铭带领下，100多名学生作为主力，辅以从

当地雇用的少数石匠和抬石子工，以及沕沕水

附近5个山村的村民，开始打基桩、建蓄水池。

预计300多吨的水泥只找到20吨，他们就发动

老百姓烧石灰，用三合土（沙子、石灰、红土按照

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土）来代替水泥。

蓄水池坐落在半山腰的一片平地上，这是

土木基建部分最艰巨的任务。地基为上水石山

基，也就是俗称的吸水石，虽不像青石山基那样

坚硬，但柔中带韧，施工工具只能靠镐和锨。施

工组每天轮班工作14个小时，苦战了两个月，

终于挖出了储水量4200立方米的蓄水池。

水力发电的基本原理是：水轮机将水的能

量转换为机械能，再由发电机将水轮机的机械

能转换为电能。经过多方寻找，在附近的井陉

煤矿找到了一台德国西门子柴油发电机和部分

零部件，功率194千瓦，转速低、性能好，可以由

火力发电机改为水力发电机。

为了将这台两吨多重的发电机从井陉煤矿

安全运到沕沕水，在上有敌机、下有深谷、多是

羊肠山路的情况下，30多名运输者白天修路搭

桥、夜间秘密行进，30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7

天，途中还牺牲了3名同志。

发电机有了，整个水力发电工程成败的关

键部件——水轮机又成为一大难题。原理师生

都懂，但当时既无成品可以购买，又无样机可以

参考，只能自己动手设计制造。无意间发现的

一本有关水电站建设的日文书，解了燃眉之

急。略通日语的技师龚蕴章把其中有关水轮机

的内容翻译成中文，黎亮、周士富带着大家经过

两个多月的摸索、研究，终于设计出了水轮机全

套31张图纸。

当时整个平山县没有一家机械厂，只能到

井陉煤矿寻找加工制作厂家。为了保密，技术

人员带上图纸，化整为零，由正太机器厂等3家

企业加工零部件，无能力制作的部件到石家庄

购买。大家奋战12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

了水轮机制造任务，并且一次实验成功。

闯过一道道难关，1947年底，土木建筑、机组

安装、管道铺设、电网架设均已竣工，沕沕水水电

站基本建成，工程共动用土石方8000立方米，浆

砌引水渠1公里，架设高压线路46公里、电话线

128公里，装置配电设施8处。沕沕水发电厂与井

陉煤矿火电并网发电后，电力输送到附近的9个

兵工分厂，各兵工厂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为了解决党中央到达后的用电问题，在中

央机关从陕北向西柏坡转移途中，沕沕水水电

站架设了一条27公里的专用线路。有了电，中

共中央机关的办公条件得到改善，满足了办公

照明、发报和广播用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在彻夜不熄的明灯下，组织指挥了决定中国

命运的三大战役，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描

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1955年，沕沕水发电厂改为民用。1975年，

当地政府投资扩建，将其并入石家庄电网运行，

原发电设备停运，连同发电厂旧址作为历史文物

保存。如今，当年的发电厂旧址附近建了淴淴水

电厂纪念馆，成为毗邻西柏坡的革命胜迹。

作为水电站的幕后英雄、解放区第一所交

通学院，工交学院的故事还在继续。工交学院

结合驻地及解放区的建设需要，由专业课教师

带领学生，承担或参加一些工程项目的勘测、设

计和施工的生产实践。师生除了参与沕沕水水

电站建设，学院还组织学生参加华北水利委员

会组织的雁北水利工作队、冀中地区水利工作

队，参加了冀中晋藁引水灌渠的设计，还有晋察

冀军区后勤部在平山县卸甲河上修建水电站的

地形测量工作等，为边区工程建设和生产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实践，巩固并提高了学

员的专业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培养

了学员们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

德，为新中国培养出最早的一批工程建设队伍。

1947年底，工交学院的三部被划出迁往井

陉，改为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后和晋冀鲁豫边

区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工学

院”（今北京理工大学）。

石家庄解放后，工交学院院长黎亮率领一

部和二部的部分教职员、道路班的数名学生到铁

路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北人民政府交通

部副部长、铁道部设计院总工程师等。工交学院

党总支书记、教导主任顾稀带领大部分教职员到

石家庄组建职工学校，后又建成华北交通学院。

华北交通学院于1949年7月，与唐山工学院、北

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华北

交通学院工程专业的大部分师生并入中国交通

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

回顾沕沕水水电站的建设，朱德评价其为

“边区创举”，不仅因为它包含了水电站建设中

迎难而上、协同攻关的首创，还包括一举解决了

当时军工生产的用电，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军事

指挥、办公用电，成为革命历程中水电建设的创

举。同时，更是大学直接服务生产建设、在一线

现场培养学生的创举。

“我的职业目标是成为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导演，

讲好博大精深、绚丽灿烂的中国故事。”在第二届四川省

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省决赛现场，四川大学广播电视

编导专业大二学生马清楠向评委清晰地描述了自己的

职业规划。

在马清楠对“职业”还没有具体认知的时候，综艺节

目就悄然走进她的生活，暗暗铺垫她的职业理想。她说：

“还记得12岁那年，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看春

晚，看着家人们的笑脸，我想，我是否也能为千家万户创

造这样的幸福呢？”从那时起，成为一名节目导演的梦想

就像一颗种子，在她心中生根发芽。

马清楠认为，优秀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往往都是经

年累月精心打磨的成果。它们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

播着文化，寓教于乐，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近年

来，一些优秀的节目导演，往往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使命。“这正契合了我想制作历史文化类综

艺节目的思路，因此，我将职业定位细化成了历史文化

类综艺节目导演。”

有了奋斗方向，还要有及时的行动。马清楠把自己

在大一、大二期间围绕实现职业目标的实践概括为“四

破行动”，即突破“理论、实践、身份、价值”这四层壁垒。

在突破理论壁垒的第一阶段，她着力于将书本知识

转化为实操技能，在学校的影像实验室感受了“综艺制

作初体验”，影视制作能力显著提升；在突破实践壁垒的

第二阶段，她把实践技能和策划能力转化到更多的领

域，作为负责人带领大学生创新团队参与各类赛事，提

升了自己的创意转化能力。

“在第三阶段，我进入职场，突破身份的壁垒，把学

生思维转变为职场人思维。”马清楠先后在两家媒体实

习，把中华文化与地方文旅元素相结合，制作了“节气”

系列传统文化宣传短视频。她还为某家药企打

造了企业家 IP，获得了企业方的高度

评价。“这些实习经历让我能够用

更加成熟的眼光审视传媒行

业，进一步反哺了我的节目

策划能力。”她说。

马清楠以“破价值

之壁”概括第四阶段。

“我在找准行业痛点

的基础上，梳理优秀

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

的共性，总结出制作

相关节目对导演提出

的新要求，那就是肚装

墨水、身怀六艺，文化积

淀与综合能力缺一不可。”

因此，她广泛研读历史类书

籍，旁听学校历史文化学院的

中国历史及文化相关课程，还积极

参加各项实践活动，拓展文本撰写、商

业营销、美术设计等综合能力。

实现职业目标，既需要持续行动，还需要不断调整。

马清楠仔细评估了当前的行动进程，近期，她将回归理

论积累，在提升阅读量、阅片量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文

化素养和科研能力。她表示，自己还规划了一份从大二

到研究生的未来行动计划，“如果保持现有的学习状态，

我可以保研到北京一所传媒类高校，但我仍做好了充分

的备选方案。”

“未来之路，两个问题引我深思：在技术层面，如何

创新跨媒介传播，让数字媒体与历史文化碰撞出璀璨火

花？在内容层面，如何在浩瀚深邃的历史文化与短小精

悍的综艺节目中寻求平衡？我会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导演，用跨媒介的形式让中华文化

穿越国界，走向世界。”面对未来，马清楠充满了信心。

有志有行 “职”引未来
——第二届四川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两位参赛选手的故事

■ 本报记者 王浚录（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日前，第二届四川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省决赛在泸州成功举办。大赛吸引了125万余名学生踊跃参与，实现全省高校全覆盖。进入

全省决赛的优秀选手有着怎样的规划？围绕职业目标，他们进行了哪些实践？他们如何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在比赛现场，记者听

到了其中两位选手的故事。

这两位选手分别是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二学生马清楠和四川农业大学果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铁。这两位选手虽然所学专

业大相径庭，但他们对于自身职业成长路径都有了解、有规划、有行动，他们的表现赢得了评委的青睐，马清楠获得成长赛道高教组金奖，王

铁获得就业赛道高教研究生组银奖。相信这样清晰的目标、坚定的决心和扎实的行动也会助他们实现职业梦想。

第二届四川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参赛选手涵盖

专科、本科、研究生各个学历层次，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2021级果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铁是站上全省决赛

讲台的10位硕博研究生之一。“出于对果树的热爱，我在

本、硕、博阶段均从事果树研究，我的求职意向是果树栽

培育种研究员。”他对评委说。

王铁对于行业现状有着清晰的认知，他介绍说，《晏

子春秋》曾记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充分说明中国柑橘历史悠久。目前，柑橘已经成为中国

第一大水果产业，我国柑橘年产量约占全球三分之一。

“但我国柑橘产业的痛点也非常突出。”王铁说，一

方面是品种过分依赖国

外进口，50%以上的主栽

品种均源自国外；另一方面

是国内柑橘以内销为主，产能

过剩。同时，部分引进品种水土不

服、配套栽培技术体系不健全，导致果

实品质不佳、滞销现象频发。“‘果贱伤农’之

事经常发生，作为果树学学子，我深感责任重大。”

尽管产业存在一定的困境，仍有许多优秀的科研工

作者在为中国柑橘事业的崛起而努力。在先锋榜样的引

领和“川农大精神”的熏陶下，王铁立志做一名“理实”交

融的果树栽培育种研究员。“基于职业目标，我希望前往

四川农业大学或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工作。为了能

胜任工作，近年来，我直面产业的痛点、难点，在攻坚克

难的同时，提升了岗位胜任能力。”王铁说。

首先，直面品种桎梏。经过多年研究，王铁所在的团

队选育出成熟期更早、风味更浓郁、市场潜力更大的‘雷

早1号’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并完成了国家新品种登记

和审定。在此基础上，他和团队成员前往省内20余个柑

橘产区，从100余份材料中鉴定出品质优良的突变体材

料2份，开展了38个杂交组合实验，培育柑橘杂交后代

1000余株，成果为柑橘品种难题突破提供了宝贵材料。

之前，老果园品种更换时砧木与接穗搭配往往是盲

目进行的，这种不当搭配导致了接穗嫁接存活率低、树

体长势弱和果实品质差等问题。如何在现有低效老果园

柑橘品种上科学嫁接新品种？王铁在导师汪志辉教授的

指导下，历时6年，系统、全面地评价了不同嫁接组合砧

穗亲和性、接穗生长和接穗果实品质的综合反应，形成

了高接换种技术体系，破解了这一业界难题。王铁自豪

地表示：“团队的成果为我省600余万亩柑橘品种更新换

代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高接换种技术推广后，花高价引进的国外品种‘明

日见’柑橘嫁接在一些砧木上裂果现象严重。面对挑战，

王铁组织同学从导师手里接下任务。“最开始屡战屡败，

但我们坚持不懈，耗时3年，发明了果皮调控技术，最终

将裂果率从75%降到了20%。”利用该技术，王铁团队对

邛崃市一家连续3年严重亏损的果园进行帮扶。今年，该

果园整体产量较往年提升30%，新增产值超百万元，果

园负责人对王铁的称呼也从最初的“小王”变成了充满

信任的“铁哥”。

在深耕科研的同时，王铁还不忘科技助农，把成果

落到实处。针对果农病虫害识别困境，他的团队采集、分

类病虫害照片5945张，自主研发了一款柑橘病虫害识别

APP，有效解决果农病虫害识别困难的问题。他还前往

雷波、美姑等地，开展专业技术培训50余场，把科学技术

推广到田间地头，助果农增产增收。

“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将知识与农民需求精准

融合。”王铁持之以恒地践行着这样的理念，谈到未来的

职业规划，他十分笃定：“我会坚守对果树的热爱，一步

步成长为果树栽培育种研究员，推广优新品种，普及先

进技术，为果农排忧解难，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马清楠：

做一名破“壁”而立、以文化人
的历史文化类综艺节目导演

王铁：

做一名志为“强橘”、“理实”交
融的果树栽培育种研究员

点亮西柏坡的明灯 —— 一所解放区高等院校的“边区创举”

■ 西南交通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副馆长 许金砖

马
清
楠
参
加
综
艺
节
目
录
制
。

王铁深入果园，研究柑橘栽培及育种。

马
清
楠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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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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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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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
记
者

王
浚
录

摄
）

【注】沕读mi或wu，当地人把沕沕水念作hūhū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