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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为中国式 现代化挺膺担当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实习生 钟欣悦

本报讯 2024年1月1日，中国首艘国
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顺利开启商业首航。看到这个场
景，负责完工管理软件开发的郑行宇十分
感慨，这是对他毕业三年来的工作总结，也
是他这几年的高光时刻，负责部门成本和
计划管理的马玉麟和负责区域建造的吴双
也心潮澎湃。

“爱达·魔都号”的商业首航，见证我国
成为全球唯一一个集齐造船业“三颗明珠”
（航母、LNG船、大型邮轮）的国家。这艘意
义非凡的邮轮，由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
司邮轮项目部大型邮轮建造管理团队用

“匠心”锻造，实现国产大型邮轮从无到有
的重大突破。

十年攻坚，实现零的突破
大型邮轮被称为工业领域的集大成

者，是国家制造业、科技水平综合实力的集
中体现。面对欧洲的技术封锁和重重挑
战，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邮轮项目部
大型邮轮建造管理团队没有退缩。

万事开头难，邮轮的设计图纸有15万
余张、2.1吨重，整船零件数达2500万个，相
当于C919大飞机的5倍、“复兴号”高铁的
13倍，所使用的电缆长度有4300多公里，
约等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这些数字的背
后是无数次的试验与修改。团队中每个人
都深知，这是巨大的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
会。项目伊始，郑行宇面临引进的完工管
理软件信息化水平低的问题，“需要先打印
出纸质表格，再录入到数据库中，纸张至少
要经过3手的流转才能回到我们手中，过程
中难免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为此，团
队研发出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完工管
理系统，以便提高质量和施工进度内控的
准确度和效率。

为了带领团队攻关，公司团委书记马
玉麟坚持党建带团建，持续发扬“勇于创
新、敢于担当、开放合作、拼搏奉献”的邮轮
精神，以“队、号、手、岗”青字品牌建设为牵
引，不断突破自我、追求卓越，把最新的技
术成果运用到项目建造中。

通过团队的努力，2024年1月，“爱达·
魔都号”在万众期待下完成商业首航。这
条跨越山海的摘“珠”之路，凝聚着几代中
国造船人的夙愿，见证着我国从造船大国
向造船强国迈进的步伐。

全力冲刺，奋战四个120天
在建造邮轮过程中，团队成员有着共

同的目标：2023年年底交付邮轮。“根据国
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和国际海事
组织（IMO）关于邮轮的相关规范要求，‘爱
达·魔都’号必须在2023年年底交船才能满
足规范要求，否则将无法完成交付。”马玉
麟解释说，若拖到2024年，所建造的邮轮无
法满足当时的公约要求，意味着团队需要
将邮轮重新切开加长，大量返工，相当于重
新来过。

为了确保如期交船，团队于2022年6
月纵深推进四个“奋战120天”计划。联动
管理360多家全球供应商、1100多家二级
配套企业，构建起多中心、分布式、可迭代
的邮轮工程组织管理模式。采用“两班制”
劳动竞赛、专班工作等方式，快速解决问
题、打通堵点、消除痛点，相继攻克重量重
心、安全返港、动力系统、综合电网、舱室环
境、振动噪声等贯穿邮轮全生命周期的关
键核心技术，全面完成四个“奋战120天”既
定任务，确保总体建造进度可控。

2023年7月17日是首次试航大节点，
“在10天内要完成船舶航速、操纵性、安全
返港等重要试验项目，还要组织相关内装
施工，实现双线并行推进”，郑行宇还记得
当时的情景。因为试验是24小时环环相扣
的，有些安排在深夜，测试过程中难免会出
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为了保证后续试验
按时进行，参加试航的成员基本处于24小
时待命状态。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首次
试航提前1天顺利完成，试验项目均满足设
计规范要求，获得船东船检认可。

青春亮剑，在向海图强路上谱写华章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邮轮项目大

型邮轮建造团队共有成员76人，其中35岁
以下青年占比63%，正是这支年轻的团队打
破了国际技术垄断，开创了复杂巨系统工
程管理典范样板，从无到有建立起涵盖国
际标准、企业标准等1400余项各级标准的
大型邮轮标准体系，为我国加快造船强国、
制造强国建设奠定基础。

得益于首制船国际合作和自主创新形
成的技术知识积淀，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的设计建造周期将比首制船减少6个月，并
于2024年4月20日下坞，意味着邮轮的建
造已经进入2.0时代。“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相信不远的将来，一定
会有更多的国产大型邮
轮航行在世界各地，为
我国的对外交往、海洋
强国战略续力远航。”谈
及未来，团队难掩内心
的激动和自豪。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选专业时，是当海军的哥哥
推荐的，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放在第一志
愿。”一次选择，注定了詹春珮与航海的缘
分。这名瘦瘦高高、安静内敛的90后姑娘
已经在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工作十
年，二十余起海上重大搜救的经历让她成
为战风斗浪的“海上花木兰”。

从党的十八大吹响海洋强国战略的时
代号角，到党的二十大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十余年来，“海巡01”航迹遍布东海海域、南
海诸岛以及遥远的南印度洋，在一场场危机
救援中践行国家使命，在一次次远海巡航中
捍卫海洋权益。这十年，海巡从01一枝独
秀，到03、06、08、09纷纷入列，从千吨到万
吨，从近海到远海……海事深远海监管力量
跑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

从晕船“菜鸟”到“乘风破浪的姐姐”
“海巡01”轮是我国第一艘兼具海事监

管和救助功能的大型巡航救助船。詹春珮
的成长与“海巡01”轮微妙同频。

2013年，詹春珮从上海海事大学航海
专业毕业后，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上
海海事局。恰逢那一年，当时我国海事系
统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
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列编。从入行伊
始，詹春珮就有志于登上这条船。

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詹春珮经
历的第一道坎就是晕船。“刚开始遇上大风
浪，一天就能吐上九次、十次”，但航海人怎
能晕船？知难而上，詹春珮常坚守在晃得
最厉害的驾驶台。晕船的时候，人会一阵
冷一阵热，尤其闻不得肉味，但到了饭点她
就给自己打气，顶着恶心一口口扒饭。越
主动，适应得就越快，她很快掌握了多种缓
解晕船的办法。

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
海上环境变化莫测，搜救既有惊涛骇

浪间的生死营救，也有面对茫茫大海无功
而返的无奈，但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也要全力以赴。

2015年底，渔船“苏赣渔运02886”因为
恶劣海况翻扣，船上9人下落不明。当时作
为三副协助船长的詹春珮执行救助任务。
经过一系列现场探测及搜寻，并没有发现
生命迹象，现场其他救助力量也几乎宣告
无人员生还。但他们没有就这样放弃，水
手们再次冒险跳上难船底部，一遍又一遍
敲击船底，最终从翻扣渔船中救出幸存渔
民。人员出水后不久，难船彻底沉没。这

场与死神的赛跑，他们以微弱优势险胜！
亲历这次“生命奇迹”，詹春珮更加深刻认
识到这份职业之于生命的重量。

2018年1月6日晚，满载11万吨凝析
油的“桑吉”轮在东海发生碰撞后起火爆
燃。“海巡01”轮临危受命，作为指挥船第
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火光冲天、烟雾浓
重。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詹春珮随“海
巡01”轮坚守117天，协调中日韩共27艘
船舶参与行动，稳妥处置桑吉轮碰撞燃爆
事故，打破国外专家做出东海海域将发生
大规模生态灾难的预言，彰显我国作为海
洋强国的雄厚实力与大国担当，赢得了国
际尊重。

在开拓创新中彰显青春活力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2020年，詹春珮劳模创新工作室在“海
巡01”轮正式成立。工作室坚持以“问题导
向”开展课题研究，将研究成果源源不断转
化为提升搜救能力的不竭动力。2020年与
上海航标处联手开发出基于AMRD和北斗通
信技术的海上落水人员漂流标，大大提高
了搜救成功率；2021年针对海上可能发生
大规模人员医疗应急的情况，联合东方医
院共同研究制定了《海上突发事件医疗救
援应急指导手册》；2022年结合过往案例及
经验制定了《中远海水域油轮消防事件中
的应急处置指导手册》。

2023年，詹春珮工作室入选上海市劳
模创新工作室，多名工作室成员赴国际海
事组织执行任务。“有了创新技术的加持，
我们有更大的底气在海洋强国新征程中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詹春珮说。

从女船长到“青年讲师团”成员
十余年来，在岗位履职之余，她也是一

名“斜杠青年”。作为团中央“青年讲师团”
成员，她坚持用青言青语向广大青年讲述
身边的海洋强国故事，积极传播海洋文化、
航海文化，播撒航海梦想。制作的《向海，
向未来》课件也已走进社区、校园，以真实
震撼的现场素材、饱满的精神风貌传递正
能量。

作为全国航海科普教育基地的首席兼
职讲解员，她将“海巡01”轮打造成全国首
批航海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唯一的移动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实地实景中阐释惊心
动魄的搜救故事，科普教育覆盖2万余人
次。每次宣讲都像一颗颗满载着红色基因
与蓝色梦想的种子，把对祖国的热爱、对党
的忠诚和对建设海洋强国的“蓝色信念”植
入青年心中。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C919事业部主任 李青：

把青春奋斗融入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新征程

第第28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揭晓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揭晓 上海上海22名个人和名个人和11个集体获殊荣个集体获殊荣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邮轮项目部大型邮轮建造管理团队：

摘取造船业最后一颗明珠
“海巡01”轮船长詹春珮：

纤手挚巨轮，逐梦向深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