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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球发展倡议”引向深入，2022年9月，在国家原子能机构的指导
下，国家原子能机构新闻办主办“核你在一起”走进新中核北山媒体活动，邀请媒体记者走近北山地下实
验室，深挖北山项目团队的故事和精神，打造涉核国际传播品牌。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位于核燃料循环的终端。如何安全地处置高放废物是当前放射性废物管理的难点
。北山地下实验室的建设将填补我国在高放废物地质处置领域无现场实验设施的空白，是我国高放地质
处置研发的里程碑。

中核集团宣传文化中心记者深入一线，采访了多位相关科研人员，了解一代代北山科研工作者的奋
斗故事，以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为切入点，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追踪和采访，最终以“远方”这一意象为
主线线索，在讲述人物故事的同时引出中国核工业为世界和平利用核能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贡献，
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积极贡献中核力量。

通讯稿件中，记者的文字生动而饱含深情，不仅完整、详实还原了人物与北山项目共成长的奋斗故
事，更是精心刻画了一个个甘于奉献的核地质科研人员形象，彰显了新一代核工业人科研报国的拳拳之
心。

社会效果社会效果

该文将科技工业的“硬核”与人物故事的“温情”巧妙结合，于生动感人的细节之处彰显出“中国科学家
式的浪漫”，以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式面向大众描绘出一代代核工业人的奋斗者形象，讲述中国核工业发
展故事，弘扬新时代核工业精神，进行核工业知识科普，获得国防科工局、地研院高度好评，引发了网
民广泛关注和共鸣，实现了跨界传播，为中国核工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实现核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建设核工业强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初评评语初评评语
（推荐理由）（推荐理由）

采访工作充分扎实，故事细节生动感人。记者深入一线深挖人物故事，选取与以往通讯不同的报道
角度，对多位人物进行了长时间采访，敏锐捕捉采访细节，收集了丰富的采访素材，精心设计环环相
扣、引人入胜的文章结构，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大量细节描写，深入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
验，使文章有角度、有深度、有温度。

厚重内容轻量化表达，以小见大引出宏大主题。科研领域的内容往往在对外传播时面临专业性强、
晦涩难懂等问题。该文在描述相关专业背景知识时，善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转化，并利用直接引语等
营造画面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同时借此更加巧妙地引出科技工业发展的宏大主题，使读
者更易理解和接受。

积极传递核工业精神，为中国核工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文章从人物入手但不止于人物，而
是由浅入深地体现了中国核工业为解决世界性难题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核工业人在艰苦环境中展现出
的动人核工业精神，进一步为中国核工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该篇文章被评为2023年度中核集团
宣传文化中心优秀原创文字类作品，并在内部交流及外部培训时被当做案例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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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有一种远方叫北山
从较为宽阔的公路进入小路，再转而沿着只铺设了路基的车道深入，到最后驶入完全

没有“路”的沙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车窗外的景色从绿意葱葱变为茫茫戈壁。在这

起起伏伏的沙海中，一道道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车辙，纵横交错，蔓延向远方，为这片厚重

的土地印了上特别的纹理。

多远的地方叫远方？

从北京搭乘近 3 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嘉峪关，2 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辗转玉门，再乘车 2 个

小时才终于到达了北山地下实验室的场址。而对于老北山人来说，乘坐火车从北京到北山，

则需要 30 多个小时。

北山应该算得上是远方吧。河西走廊以北数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滩，常年干旱少雨，大

漠茫茫，风里总是卷携着沙尘，对于动植物来说都不宜生存。但是却有一群人为了中国的

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事业，走遍大江南北，将北山视为宝地，把自己的初心、使命

和理想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



有了理想情怀，远方就不再是远方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高放废物处置库全国筛选工作正式启动。“处置库的安全评价期

至少要达到 1 万年，这一要求是任何工程所没有的”。为了将高放废物整备后深埋地下，使

之与人类的生存环境隔离，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走过一条条无名之路，在无人区住过一顶顶

帐篷，看过一次次戈壁滩上的星空，用漫长的坚持找到了这个地质条件“一万年不变”的

地方。

如果你曾走近过北山团队，你可能知道，他们在野外扎营时，为了驱赶可能出没的野

生动物，睡前要在帐篷外放鞭炮；你也许听过，为了节约从 80 多公里外运输上来的食物，

他们把已经长蛆的肉调侃为“肉芽”做菜；你一定见过，那个只有站上去才能接到微弱通

讯信号的小木桩“电话亭”；你应该认识，那个热爱北山一草一木的“北山游侠”（北山地

下实验室项目总设计师王驹）、那个从法国回到戈壁滩的“最美科技工作者”（北山地下实



验室项目副总设计师陈亮）、那个被当作农民工的“扫地僧”（水文组专家季瑞利）、那个啃

下“硬骨头”的破岩界“女中豪杰”（岩石实验室负责人马洪素）……

而这次，有着“北山佳话”之称的主角之一、负责科研项目管理工作的高敏分享了她

的故事。

2007 年，高敏进入核地研院攻读硕士研究生，那一届的研究生只招了两人，地理信息

系统专业就她一人。刚刚入学时，高敏并不知道北山在哪里，“2008 年核地研院举办我国废

物地下处置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到北山考察，作为会务组的一员，那是我第

一次去北山。”

从此，她和北山结缘。不仅毕业论文选择了相关方向的选题，临近毕业时，有着更多

选择的她没有太多犹豫就来到了北山。她说：“这方面工作挺有意思的，也很有意义，而且

项目上需要我这个专业的工作者，所以就到了北山。”

刚到北山时，因为新鲜感尚存，高敏对其艰苦程度并不在意，只是体会到这里的工作

环境对女生来说不太友好。“整个项目上就我一个女生，因为没有洗手间，那时候就分山头，

好比男生去左边山头，女生就去右边。师兄们非常照顾我，大多时候都会给我单独分一个

山头。”说到这里，高敏笑了起来，“我觉得最好玩的其实是你需要扛着铁锹，然后挖个坑，

自己解决，那是很难忘的回忆。”没有洗手间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没办法洗澡，幸好北山

的夜晚比较凉爽，白天身上出了汗，到晚上基本上就晾干了，用毛巾擦一擦就算是洗过澡

了。高敏回忆，“有一次在北山十多天没有洗澡。下山后到宾馆洗澡，浑身都是泥巴。”

对高敏来说，北山的日子很纯粹，白天做试验，晚上回去就分析数据、写写论文、读

读书、爬山头给家人打电话。“其实我那时候没有觉得有多苦，因为团队的每个成员都是这

个样子，每天干活的时候乐呵呵的，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就是顺利完成每组试验。特别

是在裂隙带较多的环境下，取得完整的试验数据。”在高敏的印象里，听老师们讲，以前的

北山条件才是真的艰苦。“2009 年在北山工作的时候，我们住寝车，旁边钻机队的工人师傅

们住的是帐篷，他们负责打钻，并配合我们做一些水文试验，相比之下我们也挺幸福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高敏掌握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资助的国际先进的双栓塞水文试验系

统及测试方法，并多次牵头承担了本不属于她专业范畴的水文试验相关工作。

2019 年，国家原子能机构正式批复中国北山地下实验室建设工程项目立项。2021 年，

中国北山地下实验室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高放废物处置工作正式进入地下实验室阶段。

全球首个国际原子能机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协作中心、国家原子能机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

创新中心落户北山。北山人多年来的汗水和泪水在这片无人区中浇灌出了丰硕的果实。

对于负责了好几年国际合作项目的高敏而言，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高放废物处置事业

的快速发展，“零几年的时候，在国际原子能技术合作这方面，大多是我们向国外学习先进

经验、获得技术援助，但随着国家对高放处置工作的重视和关注，批复了多项科研项目进

行技术攻关。最近这些年，我们的部分技术已经进入国际领跑的行列，国外的专家对中国

在高放处置领域的发展也非常欣喜，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我们。”

几度春夏秋冬，几轮斗转星移。如今再去北山，帐篷变成营地宿舍，无名之路成为“汉

武大道”，唯有戈壁滩上的星星继续闪耀着，照亮了更多北山人的梦想。一代代科研工作者

用不懈奋斗把远方变成了北山，把自己变成了北山人，把北山人的信念理想和爱国情怀变

成了“扎根戈壁、爱国奉献、世界一流、永久安全”的北山精神。

有了家，远方就不再是远方

爬上山坡，站在北山地下实验室主场区的最高点，身边是刻有“北山”二字的北山碑 ，

眼前是壮阔天地，脚下这片主场区就像无边海面上一座漂浮着的孤岛，胡杨林营地前的五

星红旗则是孤岛上的灯塔，指引沙海中穿行的人找到归途，是家的归途。



多年以来，北山的科研工作者们早已把北山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每一个微小美好的生

活碎片都揉进眼底，藏进心里。他们在营地建造了足球场，时常举办足球比赛；尝试在沙

漠中种了个菜园子，还收获了五个小南瓜；将平时拍摄到的动物植物照片和信息整理汇编

成中、英、拉丁文三语的《北山常见动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定期举办“铁人三项”运动会，

用扔石头块的远近一决高下；在夜晚点起篝火，关闭所有灯光，躺在石头上面晒月光看星

星；养了两只小狗作伴，一只是小北，一只是皮蛋，听王驹副院长说，小北经常会在某个

早晨给他来一个出其不意的拥抱……

北山的同事们对高敏而言就像一家人，“我们整个团队特别团结，凝聚力也很强，每个

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在工作上相互补台，研究中相互支撑，生活里相互陪伴，北山团队

携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不仅如此，高敏对于“家”还有着比北山团队其他人更加深刻的感触，因为她就是在

这里遇到了可以携手一生的人，两个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已有了可爱的孩子。

2009 年，高敏在北山遇到了刚刚从北京科技大学硕士毕业的马利科。马利科在校学习

采矿工程专业，一毕业就来北山，最早负责岩石力学相关方面的工作，一干就干了十年。

地下实验室建设开工后转而负责工程管理工作。“也很巧，以前我学的是把有用的东西从地

下挖出来，现在来到这里从事的工作是找到合适的地方，把废物埋到地下去，也算是冥冥

之中的一种缘分吧”，马利科曾经面临很多其他工作机会，但是被北山精神深深感染和鼓舞

的他坚决选择扎根北山。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一辈子就想把这一件事干好，我觉得

很幸福。”

可能是高敏和马利科的理想信念与事业追求一致，所以他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成为

了最亲密的伴侣、亲人和战友。作为因北山而结缘的夫妻，他们也被称为“北山佳话”。



马利科笑称，高敏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搞地质的男同志多，女同志少，而且我去的

时候是我们团队里最年轻的，也算是一种先天优势吧”。高敏对此的回应则是“他是一个责

任心很强的人，脾气好，看着比较靠谱”。

在高敏印象里，两人谈恋爱以来，并没有甜言蜜语的浪漫，也没有声势浩大的告白。

但她不知道的是，马利科坚定地说过，他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爱情，也不会背叛事业，因

为爱情和事业相互促进，双向支撑，早已融为了一体，这也是他坚持不懈走下去的力量。

尽管没有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但每一次爱意都温柔地化成北山清晨的朝霞、夜晚的星光、

不经意间的微风，安静却又汹涌地在时间里流淌。这应该是最浪漫的事。

有些人担心，和另一半做同一份事业容易产生矛盾，但是对高敏和马利科而言，这份

事业恰恰能够让他们更加理解对方，知道对方滚烫的初心，明白对方无言的辛苦，了解对

方酸楚的无奈，然后更加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

然而，谈及孩子，高敏和马利科的话语中总是会流露出一种酸涩又欣慰的情绪。一般

情况下，高敏和马利科尽量保证一个人出差，另一个人在家陪伴孩子，但是不可避免会有

两个人都不在家的时候，“大儿子 8 岁半，很懂事，能体谅所以也不怎么闹。”高敏说，“可



能是从小习惯了。他刚出生那会儿，马利科就去北山了，待了两个多月才回来，后面我们

也总是会有出差的工作。”

“去年，从 5 月份到 9 月份，我就和孩子待了 4天。”马利科无奈地笑了笑。为了弥补

孩子，高敏和马利科总会在出差回来时给他带心爱的玩具和书，但是，“孩子肯定都是希望

父母在身边的，我们俩一起带他的时候，他特别开心”，高敏顿了顿说道。

8 岁半的小朋友，也因为爸爸妈妈总是去北山，对“北山”有了一个隐约模糊的概念，

知道爸爸妈妈在北山做研究，知道北山在戈壁滩上，但戈壁滩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爸

爸妈妈在的楼”。高敏说，孩子对北山的一些重大装备很感兴趣，总是把“盾构机”挂在嘴

边，很想让妈妈爸爸带他去北山。

“北山既有我们的爱情，又有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事业，甚至我们的未来都在这

里。”马利科说，“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苦。”不觉得苦的北山人还有很多，有他，有她，还有

他们，就像大漠中的骆驼刺，深深扎根，浑身充满着一种生命的韧性；也像天空中的云烟，

即使身披绚烂的晚霞也来去淡然；还像夜晚的星星，虽然颗颗微小，但汇聚在一起却能点

亮整个夜空。

“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

远方，因为有了对理想信念的爱，有了对同行伙伴的爱，纵使荆棘密布，纵使万水千山，

终可抵达。（赵宇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