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宋翠茹） 11 月 24 日，

记者从海东市委组织部了解到，今年以

来，海东市积极应对新形势下民营企业对

人才的强烈需求，实施“校企双聘”合作计

划，以校企合作的方式，链接省内高校优

质人才资源，帮助民营企业推动产学研合

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已

达成合作意向 20 项，部分合作项目取得

初步成果。

海东市针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人

才匮乏、创新能力不强、引进人才留住

人才难的问题，深入企业开展人才引育

专题调研，与高校合作组织实施“校企

双聘”，为双方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既满

足民营企业对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需

求，又实现西宁海东人才一体化建设的

深入推进。

结合地方实际，海东市委组织部印

发《关于开展 2023 年“校企双聘”工作的

通知》，面向全市各领域民营企业征集

面临的关键技术难题和急需的先进适

用技术，专程赴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

学、青海民族大学等省内高校，对接工

作、上门请才、以诚相邀，得到 3 所高校

以及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力支

持，24 名专家教授分别被聘为海东市互

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等 16 家

企业的“科技副总经理”。同时，将 15 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聘为高校“创新创业

导师”。通过校企双方共同参与教学研

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技

能培训等，建立交流互访合作机制，实

现资源共享、产教融合、协同创新。

搭建平台引导民营企业和高校专

家教授建立长效稳定的合作关系，依托

产学研合作项目，共同开展联合技术攻

关、产品提档升级、培养创新人才、研发

机构建设等，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帮助

民营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及核心竞

争力，推动民营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跨

越发展。同时，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做

到思想上重视、政策上关心、工作上支

持、服务上到位，让“科技副总经理”引

得来、留得住、用得好，让高校人才“关

键变量”转化为推动海东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增量”。

海东:
“校企双聘”

招才引智

本报讯（记者 宋翠茹 谭梅）“通过

筛选良种、高效栽培、有机追肥、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技术，大力培育大家吃得安

心、吃得放心的绿色蔬菜。同时，合作

社还配备蔬菜保鲜冷库、包装车间及运

输 设 备 等 ，保 证 了 蔬 菜 的 新 鲜 。 品 质

高，自然不愁销路……”11 月 16 日，由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县农业农村局主办的大通县首届现代

青年农场主创业创新大赛在县融媒体

中心举办，大通丰谷良种繁育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在比赛中以“路演+答辩”模

式，生动讲述了高原绿色有机蔬菜种植

基地项目如何推动乡村农业发展。

本次创新大赛是实施青海省“昆仑

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行动计划”特

色 人 才 项 目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展 示 ，旨 在

“以赛育人、以赛学技、以赛会师、以赛

促干”，激发农村青年创业创新活力，鼓

励更多优秀人才投身现代农业，振兴乡

村，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创业创新

的氛围，实现乡村共同发展、农民共同

致富。

比赛现场，各参赛选手通过 PPT 讲

解、视频播放、产品展示等形式，展现农

机研发、品种推广、产品加工等方面创

业项目和创业成果。专家评委从产业

前景、技术实力、创新点、商业模式、示

范带动、经济社会效益、助力乡村振兴

等方面进行点评和指导。

经过激烈角逐，大通丰谷良种繁育

专业合作社的高原绿色有机蔬菜种植

基地项目获得一等奖；青海春盛国农牧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油菜精量覆膜播

种机项目和青海三江韵乳业有限公司

的青海传统酸奶精深加工与推广项目

获得二等奖；大通县燕英马铃薯营销专

业合作社马铃薯收获捡拾分级一体机

项目、青海傲雪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的野生沙棘创新食品项目等获得三等

奖和优秀参与奖。

赛场比拼
尽展现代青年

“农场主”风采

守望守望““““云端云端云端云端””””
海拔海拔38003800米绘就最美米绘就最美““瓦里关曲线瓦里关曲线””

本报记者 宋翠茹 通讯员 金泉才

在海拔3816米的青海省海南藏
族自治州瓦里关山顶上，矗立着中
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以下简称

“瓦里关本底台”）。在这里，有着这
样一支团队，他们常年驻守荒原，克
服高原严寒，忍受孤独寂寞，在全球
大气监测和应对科研业务一线默默
耕耘，用近30年积累的海量数据绘
就业界闻名的“瓦里关曲线”。

一代代人接力，在群山耸峙的
青藏高原，原本鲜为人知的瓦里关

山，如今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大气科
学高地。印着“瓦里关”坐标的各
类大气本底观测数据，带着地球气
候变化的印记，从青藏高原“走进”
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和气候变化
报告，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依据。

近30年，10000多个日夜，瓦里
关本底台气象人付出了多少？又
收获了什么？11月16日，记者前往
瓦里关本底台求解。

瓦里关本底台是世界气象组

织 32 个全球大气本底基准监测站

中海拔最高的一座，也是唯一设立

在亚欧大陆腹地的大气本底基准

监测站。

11 月 16 日，记者和青海省气象

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这里。映入

眼帘的是长长的台阶，耳边风声呼

啸，刚上了十多层台阶，记者就对这

里艰苦的环境有了切身感受，胸闷、

气短、心跳加速，99级台阶只能走几

步缓一下，一步一步慢慢向上……

然而，就是在这条件异常艰苦

的瓦里关山顶上，一代代瓦里关气

象人已坚守了近 30 年。“每当有人

问我瓦里关在哪里，我都会回答，

在云端！”瓦里关本底台监测员季

军翻看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和

记者讲述瓦里关本底台建设之初

的经历。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气象

组织实施全球大气监测计划，在全

球不同地区陆续开展大气本底观

测。1989 年，我国开始全球大气本

底站选址，经过反复遴选，地处青

藏 高 原 的 瓦 里 关 山 进 入 专 家 视

野。1994 年 9 月 17 日，瓦里关本底

站 挂 牌 成 立 ，自 此 担 负 起 为 地 球

“把脉”的重要使命。

建站初期，山上的工作环境极

其恶劣。“我记得，当时住的房子只

有 40 多平米，中间是个水窖，里面

装的是我们吃喝的水。山上风沙

大，每次烧水前都要把水面上的一

层土舀掉才行。在如此高海拔的

环境，大家的睡眠都不好。”季军回

忆着。“走快了就心跳加速”“晚上

睡觉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从

过去到现在，这是几乎所有监测员

的共同感受。

视线回到现在。站上两名“95
后”团队成员时闻和杨昊，还有一名

“00 后”成员胡成戎，每天从检查仪

器开始，记录数据、更换采样膜、采

集大气样本……他们的工作在旁人

看来简单而枯燥，但专业人士都知

道，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如果观测

数据不准确、不连续，将对后续气候

变化研究和决策判断产生误导，所

以，容不得半点马虎。

临近中午，胡成戎到厨房煮了

两盒泡面。“山上海拔高，水的沸点

低，泡面还得放进微波炉加热。”胡

成戎说。走进厨房，记者并没有看

到燃气灶、炒锅、食用油等物品，询

问后才知，尽管如今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得到改善，但为了不影响大气

本底观测数据质量，山上一直禁止

生明火做饭，速冻饺子、泡面等是

他们一日三餐的常见食品。

时闻和杨昊曾是南京信息工

程 大 学 应 用 气 象 专 业 同 班 同 学 ，

2021 年毕业时，两人同时入职瓦里

关本底台。“每天的观测数据是判

断大气成分变化的重要依据。”杨

昊说:“一想到这份工作能为国家双

碳战略目标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就很自豪！”

近30年执着坚守，做好大气成分监测

据瓦里关本底台多年观测数据显示，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浓度逐年递增。本底台气象人以数十年如一日

的坚守和付出，绘制出建台至今近 30 年的二氧化碳浓

度变化曲线，即“瓦里关曲线”，成为证明全球温室气体

浓度持续上升的有力证据。

一年 365天值守，每天 6万多个数据，瓦里关本底台

气象人始终按照国际标准控制，确保每个数据准确可靠。

早上 7 点 40 分，胡成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随即拿

起一旁的记录本，转身推门上楼。两分钟后，他准时出

现在顶楼天台，眺望四周，然后观测云量、能见度和天

气现象。像这样的人工观测，每天早中晚要开展 3 次，

每一次都要按时观测和记录。

“当时气象站观测数据全部靠人工记录，每 3 小时

一次，24 小时不间断，全年无休。”季军说，“最头疼的是

要频繁更换自记纸。我们经常是顶着风雪去换纸，大风

天要两人绑在一起去，才不会被风吹跑。”即便如此，瓦

里关气象数据记录一次都没有断档，成为了珍贵的气象

观测资料。

如今，瓦里关本底台可以全天候、高密度准确观测

30 个观测项目中的共计 60 多个观测要素，每天产生 6
万多个数据。还与国内外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联

合开展数十项科学研究和试验。“近 30 年的观测数据，

是我国气象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瓦里关本底台台长

李富刚说。

据了解，大气本底观测，是为了获取没有人为因素

干扰的大气要素浓度数据。目前，瓦里关本底台担负

着对温室气体、气溶胶、反应性气体、太阳辐射、降水化

学、常规气象要素等观测任务。人工观测主要针对传

统气象要素，而监测大气状况主要依靠各类仪器。“这

是温室气体在线监测分析仪”“这是气相色谱温室气体

监测系统”“这是臭氧光谱仪”……走进瓦里关本底台，

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化监测仪器，让人惊叹不已。

精益求精，是大气本底观测的本质特征，也是基

本要求。有人来访，几辆车、几个人都会纳入记录，

以测算外界环境变化的人为影响。室外有一座 89 米

高的气象梯度观测塔，塔顶设置有引气口，空气从密

闭管道被引入机房中的各种监测仪器。这一切 ，都

是为了将人为因素导致的误差降到最低。

站在瓦里关山顶望去，本底台 80 多米高的梯度观

测塔巍然耸立，仿佛一架云梯直达天宇。它默默守望

着脚下的土地，记录着大气变化的点点滴滴，更见证着

一代代瓦里关气象人的坚守与奉献。

海量数据积累，绘就最美“瓦里关曲线”

从蹒跚起步到国际知名，瓦里关本底台的观测技

术、设备仪器、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大变化，始终不变的，

是瓦里关气象人“云端”守望的初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

秀骥，曾于 1991 年带领科研团队对瓦里关山进行选址

考察，见证了本底台的从无到有。“温室气体等大气本

底观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主动把国际标准引进来，为的就

是确保数据精确，这样才有可比性和实际参考意义。”

周秀骥说。

如何确保监测仪器没有偏差？这引发了人们的好

奇心，也只有专业团队和科技力量能够给予解读。

“我们会配置标准气，用高压泵把干净的空气压到

钢瓶里，配置出不同浓度的标准气，以衡量仪器比对结

果是否精准无误。”团队成员王剑琼介绍，每隔三五个

小时，仪器就需要自动测量标准气，看测量结果是否与

标准气的实际浓度相符，如果相符就证明仪器正常运

转，否则就是有偏差，必须及时校准。

瓦里关本底台作为中国气象局温室气体标准气配

制中心之一，长期以来为国家级温室气体计量技术机

构提供高精度的温室气体标准气，保障了全国气象系

统温室气体监测业务的顺利开展，并为系统建立气象

温室气体计量标准积累了经验。

世界气象组织每两年组织一次国际巡回标定和比

对，用严格的标准衡量测出的数据是否符合要求。李

富刚说：“建台近 30 年，每一次巡回检查都达到了质量

管理要求，这一点支撑了数据的可靠性。每次上山，总

有一种使命感催促着我们前行。”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对团队的每一位科研工

作者来说，终身学习、持之以恒，是他们坚定的信念。

在他们看来，唯有保持“学”和“钻”的精神，去坚持，去

下功夫，在做中学、学中做，才能增强科研工作的预见

性、科学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处

理更多问题的能力。

科研优势吸引着年轻气象人开拓创新。去年 8 月

参加工作的监测员胡成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体验

过站里的所有工作，最近正在总结这些工作经验，“希

望从中找寻一些规律，开展相关研究，为瓦里关气象事

业发展作出贡献。”

在这个团队中，还有许多像季军、王剑琼、时闻、杨

昊这样优秀的科研人员，他们不惧困难、勇于挑战，在

实践磨砺中成长为团队的骨干力量。

这是一个有梦想、有活力、有担当的团队，他们全

力将创新精神融入科研工作，共同努力，成就自己，成

就加美好的新青海！

高科技赋能，彰显科研担当

俯瞰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俯瞰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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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由本版照片由 金泉才金泉才、、宋翠茹宋翠茹 摄摄））

瓦里关本底台的早瓦里关本底台的早
期手持风向风速仪期手持风向风速仪。。

雪后初晴的瓦里关山雪后初晴的瓦里关山，，方圆方圆4040公里的环境保护区公里的环境保护区
内没有任何污染内没有任何污染，，是大气成分观测的神圣净土是大气成分观测的神圣净土。。

瓦里关本底台监测员瓦里关本底台监测员
进行日常巡检工作进行日常巡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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