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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省第二批获批成立
的省创新实验室，翔安创
新实验室正式注册成立，
由省、市和厦门大学三方
共建，将被打造成为生物
医药创新驱动的重要引
擎、成果转化的战略基地。

10月26日，历时4年建成
的海沧疏港通道通车，创
下多个国内之最、亚洲之
最。它是本岛西部与海
沧、漳州往来客运、货运
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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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我市首次对外
发布《厦门市标准化工作
白皮书（2022年）》，同时
评选发布了一批重要地方
标准和优秀团体标准，旨
在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
展、助推高质量发展。

厦门10月1日起正式施
行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从
法律层面明确了辅警的
身份性质和法律地位；还
在人员分类、层级管理、
待遇保障、合同直签等方
面有诸多亮点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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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正式启动国家知识
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工作，
立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创造运用、服务环境、协
同发展等四大板块，同时
提出四大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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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级党组织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迅速兴起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热潮，组织开展专
题报告、辅导讲座、研讨
交流等系列活动，推动学
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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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天卫科技壹号”
先导星发回靓照，清晰
记录翔安大桥、厦门新
体育中心等项目建设进
程。这是我省首颗城市
定制卫星。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抓
好粮食生产任务落实，
首次出台重磅政策加大
粮食生产奖补力度，大
部分早稻喜获丰收，粮
食作物长势好于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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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翔安大桥海中
区最后一联钢箱梁完成
吊装，桥梁主线正式合
龙，为项目2023年建成通
车、实现岛内-翔安“桥隧
并行”奠定坚实基础。

9月2日，厦门市食品安全
周启动，首批“鹭品官”上
任。他们是食品行业的企
业家、协会掌门人、网络大
V和媒体人，将为供厦食品
标准体系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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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首届“名厨名菜名店”
评选活动历时近4个月，
共有101位大厨、107道菜
品、53家餐厅报名参赛。
最终评选出“十大名厨”

“十大名菜”“十大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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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厦门“海上世
界”购物中心开门迎
客。项目汇聚港口、航
运、旅游、商业、办公、酒
店、文化、娱乐等多元化
产业和商业业态，将于
2025年全面建成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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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历时4年“匠心”建成的海沧疏港通
道正式通车，创下多个国内之最、亚洲之最。作为海
沧隧道与厦蓉高速的连接段，它是本岛西部与海沧、
漳州往来客运、货运交通运输的重要通道。

由厦门路桥集团建设的海沧疏港通道过蔡尖尾
山，以爆破挺进。隧道内是否存“哑炮”“塌方”等险
情？爆破后的安全隐患排查，除仪器、数据的研判外，
还需一线建设者深入现场进行勘察。戴上安全帽、扎
紧防尘面罩，爆破声止歇，现场负责人周伟领着团队，
朝隧道内进发。

三年间勘察近4000次

9月，“厦门·天卫科技壹号”先导星发回靓照，
清晰记录翔安大桥、厦门新体育中心等项目建设进
程。作为我省首颗城市定制卫星，它将为厦门智慧
城市“空天地海”一体化建设提供海量数据支撑。

2020年，厦门决定发射城市定制卫星，在厦门市委
市政府和厦门市科学技术局的支持下，游琴和团队投
身卫星制造，历经艰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今
年，厦门天卫科技有限公司制造的“厦门·天卫科技壹
号”先导星顺利升空，并多次回传高清卫星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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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让我激动的事，就是
2月27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亲眼见证了属于厦门的城市
定制卫星——“厦门·天卫科技
壹号”先导星，顺利发射升空。

当天，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
箭托举着22颗卫星分别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我知道，这不仅创造了我国
一箭多星的新纪录，也将厦门带
入了“星”领域。

作为厦门首颗城市定制卫
星，这颗先导星目前主要服务于
厦门城市建设发展，为厦门市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海量数据支撑，
助力厦门健全完善监测体系，提
升监测的实时性和智能化，在自
然资源调查、生态环境监测、森
林消防监察、智慧农业等领域发
挥重要作用。它的成功发射，标
志着厦门航天遥感应用领域商
业化、产业化发展迈出重要一
步，也标志着厦门在科技创新、

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和航天
信息产业研发等方面都进入先
进行列。

这些“标志”和“成功”，实在
来之不易。

2020 年，我和团队原本通
过地面感知系统为厦门进行智
慧城市建设，正处于渴望转型的
迷茫阶段。空天数据方面的缺
失，让我们看到商业航天的无限
可能，并抓住了这个机会。

卫星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领
域，我要如何实现从“0”到“1”的
跨越？在项目的推进中，厦门相
关部门的人才引进政策，帮助我
迅速组建起了自己的技术团队，
科技部门更是配合我的团队前
往多个单位调研，梳理总结需
求，完成前期的卫星应用规划，
再加上点对点的企业手续办理
支持、高效的政务服务，都为我
们实现卫星梦提供了更充足的
底气。

口述：游琴 整理：本报记者 柯笛

成功研制城市定制卫星

打造开放的空天数据超市
有人说，遥感卫星就好比将

相机放在天上，按照一定的运行
轨道往地球拍照或拍视频。我
们的“厦门·天卫科技壹号”先导
星，犹如一双灵巧的眼睛俯瞰地
球，源源不断地将捕捉到的数据
信息传输回地面，为推动厦门相
关领域发展作出有力贡献。

“厦门·天卫科技壹号”先导
星，这次作为“前锋”去验证技
术、市场以及大家的认知。在它
发射前后那些天，我基本没有休
息好，心里天天打鼓：这样一颗
只有30公斤重的轻量型卫星，
能不能顺利投用？万一数据回
传不清晰怎么办？万一发射失
败了，我们也要自担风险，一颗
卫星得多少钱呢！

终于，2月27日，火箭成功
发射，卫星顺利入轨，2月28日
卫星回传第一张照片，当我看到
卫星拍摄的海沧区全景照片里，
海面驶过的游轮清晰可见，心里
终于松了一口气；到今年9月翔
安大桥合龙，它忠实记录了大桥
建造的详细过程，再次回传高清

影像。这颗城市定制卫星，将从
太空视角，密切关注并持续见证
厦门的建设与发展。我也很有
幸，见证了这颗卫星的诞生。

不过，普及卫星服务还任重
道远。今年，我们通过了“通导
遥”卫星数据融合创新应用中心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这个项目还
在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获得优秀产品
奖。未来，这个平台将像一个开
放的数据超市，为政府、企业、个
人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实现空
天数据的更多可能。

摸着石头过河，我希望把厦
门城市定制卫星做成标杆，走出
福建，面向全国。目前，我们已
经开始和宁夏开展智慧城市建
设合作，提供空天数据服务，并
将在未来量身打造宁夏专属城
市定制卫星。接下来，我们还将
开展一系列绿色金融、碳卫星等
方面工作，继续推动厦门向“空、
天、海一体化”发展，尝试把空天
数据应用到更多领域，为构建智
慧城市新家园再添助力。

口述：周伟 整理：本报记者 谢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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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轮隧道爆破，通常是以
一阵清亮的哨声拉开序幕。“哔
——”一声响起，近200公斤炸
药同时引爆，震撼山地、空隧回
响，伴随着阵阵灰白色浓烟从
洞口迸发而出。

如此场景，在海沧疏港通
道蔡尖尾山2号隧道施工期间，
我已目睹了近4000次。这个
数字，也是我近三年间，往返隧
道进行隐患排查、地质勘察的
次数。

2号隧道全长2.8公里，在
主线和匝道交会部分，最大开挖
面积达到421平方米，爆破难度
大，在大断面施工时，我们一次
爆破也只能向前挺进0.5米。虽
然从业15年，但如此超大断面
隧道施工，也是前所未见。

隧道长、内部空间大，爆破
后的通风除尘效果有限，安全
隐患排查以及地质勘察工作，
便是在这般环境下展开。周边

有没有“哑炮”未爆？前方是否
有坍塌风险？即使前期已有了
仪器勘测和信息参考，但在面
对隧道内不可预见的变数时，
即便作为“老手”，每次进隧勘
察前我也需要进行心理建设。

第一次深入隧道勘察的情
景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爆破
后进隧排查，紧张的情绪占了
多数，越往深处走越是。每当
隧壁上有石块落在地上，就如
水滴落入寂静的湖面，泛起层
层涟漪。越是紧张越易出错，
我的解决办法是将所有精神集
中在工作上——用手量开凿规
模，爆破情况的记录要精确到
毫米；组织地质研判，准确划定
安全施工范围，为后续工人进
场施工筑牢安全大闸。

可以说，我们安全排查工
作准确度决定着项目进度。我
们“排头兵”多一分细心，后续
工人们施工就能多一分安心。

如果说自己在工作中有哪
些地方做得不足，我首先要反
省的是自己的脾气，有时对大
伙确实“太凶了”。

作为现场负责人，除了安
全排查、机器检测、爆破组织系
列施工环节，人员安全管理也
是我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隧道
施工环环相扣，一旦操作错误，
后果难以预料。

以爆破组织为例，如工人
在操作时出现布线错误、弹量
不合标准，极容易牵一发而动
全身，给整个施工组带来生命
安全隐患。每当在施工复盘时
想到此处，我对工友们的说话
声总会不自觉提高几度。这事
后想起来，心中也“不是滋味”。

驻点生产一线，我和同事
们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与其
说是同事、我们更像兄弟。复
盘时“凶”他们，回到宿舍，还得
找大伙儿私下再聊聊。这主要

是为了加深印象、引以为戒，其
次……作为老大哥，也要主动
缓和一下跟兄弟们的关系嘛。

“下线深刻做总结，上阵兄
弟一条心。”在这种工作的氛围
下，我们之间已然形成了默契
——“钻孔”“爆破”“出渣”“支
护”……简短的语句搭配手部
动作，即可完成指令传达，这种
高效的信息传递模式，让我们
各个施工班组在隧道内能做到
快速响应。

和众多工程建设者一样，
我在和家人通电话时也尽量
避开自己的工作内容，交代得
越细，家人反而越担心，还是
建完后直接给他们看成品好
了。

现在，开车穿越海沧疏港
通道，身边闪过的每一处画面，
都有我曾经奋斗过的足迹，和
孩子们讲起这些幕后的故事，
心中的自豪感无法言语。

游琴的办公室内游琴的办公室内，，放着各类卫星模型放着各类卫星模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江毅张江毅 摄摄））

周伟在办公室翻看施工图纸周伟在办公室翻看施工图纸。（。（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