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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堆高度 4.47 米， 把扦杆拿过
来。 ”陈家巍一边交代一边顺着梯子
下到粮仓。

同事党韶花从梯口取来 4 根一
米多长的扦杆，陈家巍一节套一节插
进粮堆，每向下插一次，陈家巍都要
使足力气。整个 1 号廒间存储了 2000
吨小麦， 一层一层叠码得整整齐齐。
粮仓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温度，空气
也从两侧的窗户透进来。

陈家巍分别从粮堆分 4 层抽取
了 4 次，倒进桶里，他和同事又顺着
粮堆顶上铺设的踏粮板仔细检查了
粮库四周的墙边，做完这些，他们一
起把小麦抽样样品拿到库区质检室
进行质量检测。

实验质检员利用粮食扦样器、取
样容器、分样器、容重器、镜红外谷物
分析仪、面筋仪、电动选筛、真菌毒素
检测仪器等一系列设备对扦取的样
品进行了质量和储存品质检验，针对
小麦水分、容重、不完善粒、杂质、真
菌毒素等项目进行常规检查。

这一项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一
次，以保证粮食含水量在安全水分以
下，严格控制粮食的含杂量，守住储
备粮安全底线。

初冬时节，走进五里镇工业园富
硒食品集中区汉滨区储备公司，随着
机器运转的轰鸣声，汉滨区储备粮有
限公司负责人付治国正组织工人们

加班加点进行着新一期的小麦抽检
工作， 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
象。

进入园区，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巨
大的储备粮粮仓，在库房内的机械器
材室， 可以看见储备粮入仓的全过
程，运粮汽车进入厂区后，相关质检
人员对运输入库的储备粮进行取样
检化验， 检验通过后再经过卸车、移
动式清理筛、 移动式堆粮机等流程，
储备粮得以顺利装入粮仓，完成一期
仓储。

“从进粮车入库到称重安全监测
的全过程，我们都有全省联网系统进
行智能监测，保障粮食存储的精准精
确，以及保障突发状况下足够的成品
粮供应。 ”付治国介绍道，从去年 7 月
份汉滨区储备库建成以来，这个占地
面积约 22 亩， 一期设计库容量 9850
吨的粮食储备基地，就担当起了保障
汉滨区人民粮食安全的重要角色。 通
过与全区 17 个代储点合作， 以保管
费、 轮换费等财政拨款补充维稳，充
分保障粮食可以做到“突发状况下安
全维序全区人民 20 天粮，30 天油”的
基本要求。

“每一粒粮食都是有生命的 ，储
存一定时间，品质自然会下降。 到期
后要定期对存储的粮食进行轮换，同
时购入符合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的
粮食进行储备，通过这种常年购销轮

换的模式，保证储备粮食常储常新。 ”
付治国说，稻谷、玉米每 2 至 3 年就
要轮换一次，小麦每 3 至 5 年就要轮
换一次。

信息化缩减了工作强度，提高了
工作效率，使在库粮食的管理和粮情
检测更有保障。 “每个粮仓有 144 个
粮情监测点，可以即时显示当前粮温
等信息。 ”陈家巍说，粮情会实时出现
在监控室的电脑上，方便监控及时杜
绝隐患。 对安防监控、智能通风等系
统进行智能化远程统一管理，打通了
不同岗位管理人员的业务数据传输
通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信息化程度越高，政府调控就越
精准，储备管理就越精细，公共服务
就越高效， 粮食和物资储备防风险、
保民生、 稳市场作用发挥就越明显。
目前，汉滨区储备粮有限公司已实现
粮油质检、出入库流程、绿色储粮全
面信息化，粮食最大入库量从实行信
息化之前的 2000 吨提升至目前的
5000 吨原粮和 3550 吨成品粮， 为全
区粮油储备提供了切实保障。

此外，在完善“每周工人巡查，每
月质检室检测， 每半年省级送检”安
全保障储备粮的实时质量的同时，汉
滨区储备粮公司的粮食日常存储比
起以往它也有了更多“新尝试”，运用
了更多“新技术”，其粮油储备库监管
信息化得到多方面运用。

粮仓外，工人们展示了智能自动
化对园区内的中枢整体控制。 一个小
小的智能中枢取代了繁杂的工人操
作，简单而又便捷地控制了仓库内通
风口、 湿度控制管理。 操作人员说：
“现在只需要一个按键， 就能够轻松
完成日常对仓内情况的全局把控。 ”

“现在仓储安全水平大大提升 ，
比起以往，更多智能化、绿色化的管
理方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维护之中，
密闭、通风、自动化中控等技术被越
来越多的运用在储备粮管理。 ”付治
国说，园区设计在每栋平房仓仓内地
面上均设置有地上笼通风系统，采用
倒“U”型风道，采用移动式离心风机，
有效加快仓内粮堆上部空气与外界
空气的对流交换，达到粮面及粮层通
风降温的目的。 运用杀虫剂环流熏蒸
储粮，达到病虫害的目的，从而有效
保证储粮安全。

这一项项的技术措施，都使得储
备粮建设更加安心、放心。

“近年来， 区发改局积极针对储
备粮安全储存管理进行科学化、科技
化、信息化转化，保障全区粮食安全，
区储备粮公司严格按照区级储备粮
工作相关规定和轮换计划要求，周密
部署，精心组织，严把入库粮食数量
关和质量关，把汉滨区人民的‘饭碗’
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上。 ”汉滨区发改
局局长洪波说。

6 日，祖国大地迎来大雪节气。 而在遥远的
南极， 中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中山站的越冬队
员们已经在站上坚守一年 ， 度过了整个冬
天 。在他们归途将启之际 ，记者跟随队员，体
验他们一天的日常工作， 感受南极的 “十二时
辰”。

5 时：越冬楼厨房

5 日清晨 5 时，张江杰从睡梦中醒来。 简单
洗漱后他来到厨房，开始一天的工作。

煮鸡蛋，炸鸡块，包包子……有条不紊地备
好饭食，早餐 7 点准时开饭。 坐在一旁看着队员
们陆陆续续来到餐厅， 张江杰心里盘算着中午
的菜式，准备 9 点继续备餐。

中山站位于南极普里兹湾的拉斯曼丘陵。
留守在这里的越冬队需完成空间物理及天文
观测 、海冰和气象观监测 、生物生态监测等
科研任务以及站区的运行维护工作 。 作为中
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中山站越冬队的大厨，每天
起大早、一日备三餐的生活，张江杰已经过了整
整一年。

坚守在远离故乡的地球最南端， 美食最能
抚慰队员的思乡之情。 张江杰说， 无论是红烧
肉，还是排骨炖豆角，只要队员们提出来，他都
会尽力满足。

漫漫越冬期，新鲜蔬菜可是紧俏货。 因此，
越冬楼的小菜园成了不少队员的“心头好”———
通过控温控湿， 苦寒之地也能种出新鲜蔬菜。
“应大家要求， 种出来的菜都做成蔬菜沙拉，这
样看起来多一些， 兄弟们也都怀念那个脆脆的
口感。 ”张江杰说。

一边和记者说着话，张江杰锅铲上下翻飞，
清炒油菜、红焖冬瓜、炸鸡翅、粉蒸肉和清蒸鱼
头很快出锅。 “等回家了，第一件事想把新鲜蔬
菜吃个够。 ”他说。

11 时：南极中山气象台

11 时，张雷来到越冬楼门厅。 穿上俗称“企
鹅服”的户外作业服，套上长筒靴，他推门走向
站区附近的气象台。

在南极干活，得看天气“脸色”。 天气好坏对
于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有着关键影响。 来自中国
气象科学研究院的张雷， 越冬期间主要承担站
区附近的气象观测与部分科研任务。 通过肉眼
观察、仪器观测，每天 11 时，他会把中山站当天

的气象数据发回国内。
张雷说，南极每日的风速风向、温度湿度、

气压、云况、能见度、天气现象，都是宝贵的气象
数据。 这些记录既是天气预报的依据，经年累月
下来也是研究南极气象的重要资料。

除了气象观测， 做好科研设备的日常维护
也很重要。 “这个测臭氧，那个测辐射。 ”巡视路
过一个个仪器，张雷如数家珍，时不时掏出擦镜
纸进行清洁。 “冬天积雪厚，仪器又在山坡上，巡
视时深一脚浅一脚。 有时候没踩实陷进去，雪都
快到腰了。 ”

在站上这一年，张雷留了长发，扎起小辫，
新发型是他南极越冬岁月的见证。 “以后如果有
机会 ，我还想来 ，”面对记者提问 ，张雷想了想
说，“毕竟是倾注了热爱和心血的地方啊。 ”

15 时：地磁观测栋

15 时，岳云龙戴上防晒面罩和墨镜，穿戴齐
整走出越冬楼。 步行约 8 分钟，来到站区附近的
地磁观测栋。

先把手机等带磁物品放在仪器室外减少干
扰，再通过设备观测，人工记录数值，最后录入
电脑， 进行计算……这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实验员岳云龙的日常工作。 “周二
和周五我会过来观测， 但设备的巡视管护每天
都要做。 ”他说。

观测栋内空间不大， 处处可见历任同事的
生活痕迹。 “室内温度控制在 10 摄氏度左右为
宜”“时间要同步，每天用秒表核对”……观测栋
内的白板上，写着前辈们的句句叮嘱，有些字迹
已经模糊。

回望在站上的一年， 岳云龙感觉时间过得
忽快忽慢。 “刚到站上那段时间还没适应，每天
都想家，总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等到现在快要走
了，反而又觉得时间飞快，舍不得中山站，也舍
不得这帮朝夕相处的兄弟。 ”

回去之后第一件事， 岳云龙想抱抱孩子。
“儿子在我出来后的第四个月出生，现在八个月
大了，还没见过呢。 爱人也很辛苦，我想赶紧回
去陪在她身边。 ”

17 时：站区发电栋

17 时，张冬来到餐厅。 快速吃过晚饭后，就
去往发电栋接班。

作为发电班班长， 张冬的主要职责是确保
柴油发电机组正常运转， 为考察站输送稳定持

续的电力。 “发电栋 24 小时需要有人值守，我们
三个人两班倒，每个班次 12 小时。 ”张冬说，“值
班时每两小时巡查一次， 检查发电机组是否有
安全隐患。 ”

值夜班时长夜漫漫，为了让自己不犯困，张
冬有时会拿出移动硬盘， 翻看历次南极考察留
下的影像资料。 里面有他自己拍摄的南极风光、
可爱动物，也有和队员们一起工作、闲时玩闹的
难忘时刻。 “回忆历历在目，还挺有成就感的，觉
得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很难得。 ”

自 2003 年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至今，21 年
里张冬参与了 3 次度夏，7 次越冬， 在南极待了
将近 3000 天，见证了我国极地事业的发展。

6 日清晨 5 时许， 张冬下班回到越冬楼，大
厨张江杰也来到厨房上班。 一下一上间，像是完
成了一次循环。

南极“十二时辰”，每时每刻都有人坚守岗
位，保障站区正常运转，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除
了厨师、气象观测、地磁观测和发电人员，还有
水暖工、医生、机械师……大家职责不同，但都
有一样的信念。 如今冬日已过，冰雪消融。 在地
球最南端坚守了一年的极地勇士们， 终于要回
家了。

“ 一 粒 ” 粮 食 的 安 全
记者 田丕 实习生 黄蓉

发电班班长张冬在对发电机进行巡视检查（12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 摄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员岳云龙
在进行地磁观测（12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 摄

大厨张江杰在为越冬队员们做饭（12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韬铭 摄

质检员利用仪器进行检验 每月工作人员都会随机抽检样品被装进桶里

智能中枢取代了繁杂的人工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