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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东海，风急潮涌浪高。舟岱
大桥上，数名头戴安全帽、身着安全服
的工作人员，对大桥进行全方位的检测
和诊断。

舟岱大桥 2021 年底建成通车，彻
底结束了岱山岛孤悬海上的历史。如
今通过舟岱大桥进出岱山总流量约
298.15 万 辆 车 次 ，日 流 量 最 高 峰 达

2.26 万辆车次。舟岱大桥全线包括富
翅门大桥、南通航孔桥、主通航孔桥、
北通航孔桥，其中，28 公里长的主线、
7 公里的匝道、4 个互通、9 座特大桥、
24 座大桥、2 座隧道，“挑”起了舟岱大
桥大梁。桥梁安全如何保障？日前，
舟岱大桥全线迎来通车后的首次“体
检”，我们跟着工作人员一探究竟。

·资 讯·
求贤若渴“引”才，创新沃土“育”

才，宾至如归“留”才。2022 年以来，宁
波市鄞州区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牢固树
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加快推进人
才强区创新强区建设，为高质量打造现
代化滨海大都市首善之区提供人才支
撑的“金钥匙”。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引才是人
才工作的第一步。鄞州区创新打造

“智鄞未来”人才工作品牌，并组织召
开“智鄞未来”大会暨区委人才工作会
议，出台行动方案 15 条，搭建全区新时
期人才工作“四梁八柱”。鄞州区还不
断激发企业引才用才主体作用，“全区
工业企业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办法 4.0

版”首设人才加分项指标、“新时代民
营经济新飞跃行动计划”突出人才支
撑，吸引四海英才到鄞州创业创新、实
现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为用好博士后这支
人才中坚力量，鄞州区还创新集“常态
征榜、活动发榜、集中揭榜”于一体的揭
榜挂帅机制，积极承办第 2 届宁波博士
后“双百”对接会，企业“发榜招贤”提出
科研需求，博士后人才有备而来“揭榜
攻关”，推进 450 名青年博士人才与

180多家知名企业精准供需对接。
为涵养人尽其才、人尽其用的良好

环境，鄞州区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强化
城南智创大走廊牵引带动，廊内新增省
级以上博士后工作站 9 家（其中国家级
2 家）、国家级科技众创空间 1 家、市级
院士工作站（院士创新中心）4家。

此外，鄞州区不断优化人才服务，
围绕人才投融资、法务、财务等方面的
困难和需求，联合专业化市场机构，组
建人才服务专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智资

对接等活动，为人才提供点单式、定制
化服务200人次。

此心安处，即是故乡。提升人才幸
福感、归属感是留才的关键。鄞州区聚
焦人才生活，推出“五优五遇”人才福
礼，与医院、场机、景点、商圈等主体合
作，为人才提供“医食住行娱”服务，并
在全市率先打造社区人才服务微共体，
构建“一站、两场景、三服务”体系，为社
区居民人才提供家门口人才服务，让人
才爱上鄞州、扎根鄞州。鄞州区还创新

推出“人才在鄞长期贡献纪念章”，向
70 名人才颁发首期纪念章，有效增强
人才荣誉感。

引才、育才、用才、留才，2022 年，
鄞州区交出了一份优秀的人才工作答
卷。全区人才资源总量 43.25 万，增幅
12.63%；入选全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实施县级试点；“热带雨林式”创新生
态入围全省首批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最佳实践名单；宁波院士中心绩效评
价全省第一。

未来，鄞州区还将继续以“智鄞
未来”行动为牵引，统筹开展人才爱
国奋斗年、招才引智攻坚年、产才融
合提升年、人才生态跃迁年“四个年”
行动，为全市建设“一城三地”贡献鄞
州力量。

赢人才“鄞”未来

宁波市鄞州区打造聚才汇智“新高地”
严佳璐 鄞才轩 李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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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岱大桥通车一年后迎来首次全线“体检”，“黑科技”大显身手——

高空“把脉”水下“看诊”
本报记者 何伊伲 共享联盟·定海 刘攀攀 通讯员 何琪娜

来往的车辆在我们身旁飞驰而
过。上午 10 时，我们跟随省交通集团
高速公路舟山管理中心桥梁工程师畅
卫杰驱车上桥。

刚抵达富翅门大桥，我们就迎来了
一个惊吓：耳畔风声呼啸，桥底惊涛骇
浪，第一次见到这样场面的我们不由自
主地颤抖起来。“大桥处于外海，四周没
有遮挡，这里的气温会比城区低 2 到 3
摄氏度左右。”工作人员应宇锋一边递
给我们安全帽和防护服，一边交代着注
意事项。

远远地，我们看到一台形似八爪鱼
的机器人依附在斜拉索上爬升。“这是
爬索机器人，它正在检测桥上的斜拉
索。斜拉索由高强度的钢丝组成，直接
关系着桥梁安全。”应宇锋提醒我们加
快速度，他们从早上 7 时开始，已经工
作了3个小时。

跨越及腰高的栏杆，我们来到大桥
主塔附近。3 名工作人员正在合力为
一根斜拉索安装“八爪鱼”。这是一个
折叠着的机器人，展开后呈八边形，上
面装有 4 个高清摄像头和 8 个轮子。
工作人员将其缠绕在斜拉索上，扣上插
销，不到两分钟就安装完毕，整个过程
行云流水。

在桥上待了 10 多分钟的我们，此
时感觉手脚快冻麻了。一旁，应宇锋开
始摆弄手中的控制器，“八爪鱼”身上的
轮子飞转起来并发出嗡嗡声，然后“抱”
着拉索徐徐而上。“你们也来试试！”说
着，应宇锋把控制器递了过来。接过控
制器，我们感觉如同拿了一块大冰块，
寒气通过手指钻进了全身。见我们冻
得浑身哆嗦，应宇锋忍不住笑了起来。

“早知道提醒你们多穿点。每次干活我
们都会裹上羽绒服，甚至戴上两双手
套，这样才保暖。”说着，他摘下手套递
给我们。

“操作很简单，先打开开关⋯⋯”在

应宇锋的指导下，我们轻轻拨动手柄。
随着手柄的移动，远处的“八爪鱼”便根
据指令前进、后退以及暂停，就跟操控
玩具车一样简单。这时沿海风力达到
7 级，我们顶风前行时略有些吃力，但

“八爪鱼”没有受到影响。“它不怕冷不
怕热还能抗风，最快爬行速度可达每分
钟30米。”应宇锋说。

“看！‘八爪鱼’传来了实时影像。”
应宇锋让我们看一旁的笔记本电脑，只
见屏幕上显示着斜拉索的外表画面，这
是由机器人上面的高清摄像头采集而
来。工作人员紧紧盯着画面，判断斜拉
索是否存在保护套开裂、表观锈水痕迹
等情况。

“这‘八爪鱼’可真聪明！”我们感叹
道。“是啊，它已经多次迭代，现在重量
减轻了，速度提升了，检测能同时覆盖
索体表层和内部。”应宇锋指着“八爪
鱼”对我们说，“它的身体由高强碳纤维
材料和自带编码器的电动推杆组成，让
爬行格外流畅稳定；‘眼睛’是高清摄像
头，可以在高速运动中高清成像。更厉
害的是，它的‘心脏’是电磁探伤无损检
测系统，可以对拉索内部钢丝缺陷进行
高精度无损探伤。”

仅仅 20 多分钟，“八爪鱼”就爬完
了一根 150 米长的斜拉索。畅卫杰算
了一下：富翅门大桥有 152 根斜拉索，
最大的一根长度为 180 米，“传统的人
工挂篮方式一天只能检测两三根，现在
大约两周时间我们就能检测完所有拉
索，还是360度无死角、毫米级的检测，
检 测 效 率 大 幅 提 升 ，费 用 也 节 省 了
不少”。畅卫杰说。

一根斜拉索检测下来，我们已经
冻得头皮发麻。但应宇锋他们依然继
续坚持工作，有时为了提高效率不少
人员还脱下手套进行检测任务。没一
会 ，好 几 名 工 作 人 员 的 双 手 被 冻 得
通红。

100多米高空检测斜拉索

除了能“上天”的机器人，还有
“神器”能潜入水下。

接着我们来到舟岱大桥主桥墩
下，一下车便感觉到头顶有数辆车飞
驰而过，巨大的噪声不绝于耳。附近
水域，一艘载着专业检测设备和数名
检测人员的测量船正在工作。

“检测船上搭载了多波束测深系
统和侧扫声呐系统，用于对桥梁水下
基础情况进行扫测，简单来说，就是
给大桥的‘双腿’做检查。”畅卫杰边
带我们登船边介绍，舟岱大桥所处的
海域航运非常繁忙，且潮动力较强，
桥梁水下基础会一直承受海流冲
刷。为保证来往船舶及大桥的安全，
这样的定期检查相当必要。“所以，你
们上船后小心点，要注意自身安全。”

连接设备、装备就绪、设备下水、
设备探路⋯⋯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
作，工作人员把一个小巧轻盈、形如
鱼雷的设备放入水中。

“别看它小，却能掌握第一手资
料。”畅卫杰介绍，该系统采用回声测
深原理，随着“鱼雷”在水下不断前
进，可以弄清桥墩冲刷现状，再结合
水下地形、潮流和潮位的测量，就能
让工作人员掌握桥梁水下基础的初
始状态，以及是否存在残留桩基或其
他应清除的障碍物。

测量船随着风浪来回摇晃，紧紧
抓着船体的我们感觉有点头晕，浑身

上下不舒服。几分钟后，“鱼雷”根据
北斗导航的定位到达指定深度，同时
将扫描到的水下情况实时传回显示
屏上，仿佛给海底探测装上了一台X
光机，桥梁水下基础的现状以及整个
水下的地形地貌，在屏幕上一目了
然。显示屏上，哪里有疑似障碍物、
哪里有缺陷等等，我们都可以清晰
看到。

“高分辨率侧扫声呐在水下成像
清晰，扫描范围可以达到100米。像
水下的桥墩、承台、桥基等等，这些以前

‘蛙人’在浑水中难以探明的区域，现在
都实现了无死角全覆盖。”畅卫杰说。

“快看，这里的桩基附近疑似有
障碍物。”透过显示屏，我们看到设
备在测量过程中检测到异常时，立
刻进行加密测量。“它的检测效率非
常高，十多个桥墩的检测，3 小时就
能完成。”

数十米深水下检查桥墩

回程的路上，畅卫杰介绍，当天我们
看到的类似“黑科技”，在舟岱大桥的日
常养护中也会频频出现：钢桥面的检测
上运用了红外热成像仪，它如同透视镜
一般，能精确观测到肉眼不可见的潜在
的脱空病害；索塔外的检测用上了爬壁
机器人，它可以吸附在桥梁高墩高塔的
壁面上移动，并获取高清晰度画面，为后
续高精度的病害检测奠定了基础；斜拉
桥主塔的检测上多了无人机，借助激光
雷达设备和飞控系统实现对桥梁病害图
像进行拍摄采集，然后通过检测算法准
确掌握病害情况⋯⋯

“‘黑科技’的活干完了，接下来就看
我们的啦。我们要回放录像、检查病
害。30 分钟的录像画面，往往要花费一
两个小时检查、确认。”畅卫杰告诉我们，
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方便了不少，以前
没有“黑科技”的时候，只能依靠人工检
测，不仅人身安全有风险，还有一些特殊
的检测位置根本无法抵达。

“有了这些‘黑科技’，检测这种‘苦
差事’变得轻松不少。我们可以腾出更
多时间，投入到其它关键部位的检修
中。”畅卫杰打趣说，自从舟岱大桥全线

“体检”开始以来，30 多名桥梁工作人员
带着这些“黑科技”几乎走遍了大桥的每
个角落，为大桥各部位进行细致的检
测。“这些机器不是冷冰冰的，已经是我
们的好工友、好帮手。”

“你们刚看到的是年度‘体检’，大桥
平时还得进行日常巡查。”交谈中，畅卫
杰带着我们来到舟山管理中心监控室，
只见屏幕上同步播放着 289 个高清画
面，实时反映着舟岱大桥一丝一毫的变

化。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监控画面，我们
顿时有点眼花缭乱。

“定岱高速岱山方向 K15+000（长
白互通），异常。”突然，主监视屏上跳出
了一段预警提示。监控员立即查看画
面，只见一辆货车停靠在硬路肩，车上人
员正对车辆进行查看。监控员第一时间
通过对讲机通知了高速交警，紧接着全
程追踪该车辆的行驶路径。

“原来，大桥上的事件是这样处置
的。”对着眼前如同电影里上演的突发事
件，我们深感处理行动的快速高效。畅
卫杰说，大桥上平均间隔 150 米就有一
套高清摄像机，通过“人工巡检+事件检
测系统”相互补位，实现对大桥重点路
段、重要结构物、盲区路段等路面全程高
清无盲点覆盖。

“桥梁隐患要抓早抓小，桥上突发事
件要及时处置，就需要插上科技的翅
膀。”舟山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我
们，近年来中心在执行各项任务中不断
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努力做到精细化、科
学化、规范化，“这样才能全力守护好桥
梁安全”。

多项“黑科技”守护大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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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左）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爬索机器人。拍友 何琪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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