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与辐射 07
2024.10.09 星期三

责编:程小雨
电话:（010）67164834
传真:（010）67113772
E-mail:zghjbhaq@163.com

“魅力之光”十二年，看见核电的美
核科普活动已覆盖全国 2840 所中学，参与人数超 600万

◆本报记者程小雨

图为第十二届“魅力之光”核科普夏令营的营员们参观漳州核电科技馆。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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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京冀两地应急响应合作

北京大兴区开展辐射应急演练

广东加强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
明确核应急能力建设和应急演习事项，规定核应急物资储备内容

广东加强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
明确核应急能力建设和应急演习事项，规定核应急物资储备内容

“播下一粒种子，让它得到
阳光和雨露，这是‘魅力之光’核
科普活动十二年久久为功的故
事。”在近日举行的 2024 年夏季
核能公众沟通交流大会上，中国
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核电）党群工作部副主任
罗路红分享道。

在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
局）、国家能源局、国家原子能机
构、中国科协等指导下，中国核
学会与中国核电联合主办的“魅
力之光”全国核科普活动自 2013
年起开展。

近年来，“魅力之光”核科普
活动通过知识竞赛、院士讲座、
核电夏令营、核科普讲解大赛等
形式，已覆盖全国 2840 所中学，
参与人数超 600万。

体验：从未知到零
距离参观

2024 年 7 月 25 日，第十二届
“魅力之光”核科普夏令营暨第
四届“魅力之光”全国优秀科普
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决赛在漳
州核电闭幕。今年夏天“魅力之
光”的故事，就此画上句号。

此次“魅力之光”核科普夏
令营，实现首次与航天系统深度
协同，航天知识也被“搬”进了硬
核课堂。

“咦？核科普活动中还能听
到航天领域的院士讲授嫦娥探
月工程，有种吃到双倍芝士的快
乐”“这些硬核知识以一种奇特
的方式溜入了我的脑袋”……在
收获“热气腾腾”的科学知识后，
营员们有了一次崭新而独特的
核科普体验。

这束核科普的未来之光，赋予
更多青少年与“核”同行的力量。“魅
力之光”活动的启动，正源于对
核科普活动的高度重视。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
后，国内曾卷起一阵“抢盐风波”。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传
播不充分，公众产生了“邻避效
应”。加强核科普工作，提高全
民核科学素养，成为迫在眉睫的
任务。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
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核电发展，
科普需先行。”中国核电党委书
记、董事长卢铁忠表示。

“魅力之光”核科普活动在
此期间应运而生。2013 年，首届

“魅力之光”杯全国中学生核科
普 夏 令 营 在 秦 山 核 电 基 地 启
动。营员们参观了浙江科技馆、
浙江大学、秦山核电基地，开启了
一段核科学之旅。

“去核电站看看是打破‘邻
避效应’最直接的方式。”中核国
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培训处负
责人、高级操纵员彭靖表示，“核
电站周边的生态环境优美，工作
人员严谨而富有朝气。”

因为“魅力之光”核科普活
动，青少年有了“去核电站看看”
的机会，在走进核电基地的沉浸
式体验下，抽象的知识一点点变
得清晰。

从 2013 年到 2024 年，“魅力
之光”核科普夏令营的营员们先
后走进 7 座核电站，从“国之光
荣”的秦山核电基地到“华龙一
号”福清核电 5 号机组，青少年
通过全方位、零距离的参观，进
一步感受到了核能的魅力。

蜕变：从大山里的
孩子到专业核电人

“‘魅力之光’核科普活动带
给我走出大山看世界的机会，它
见证了我从懵懂无知到满腔热
情的蜕变，帮助我实现了大学梦
想。”吴倩香谈及与“核”的结缘，
话题总绕不开“魅力之光”核科
普活动。

十年前，从贵州的大山深处
走来，吴倩香在“魅力之光”夏令营
活动上第一次见到核电冷却塔的
样子，她不禁发出一声疑问：“核电
不是清洁能源吗，为什么核电站
里会有‘烟囱’？”

十年后，从大学选择核相关
专业，到真正投身核电行业，来
到 霞 浦 核 电 成 为 一 名 核 电 人 。
当 夜 幕 降 临 时 ，吴 倩 香 也 会 设
想，如果没有遇见“魅力之光”核
科普活动，人生的轨迹是什么样
子，“或许就在家乡的小县城定
居，当一名牙医。”

“核电就像是我人生的一束
光，我始终追随着它。‘魅力之
光’核科普活动，让我靠近了这
束光。”吴倩香说。

被改变人生轨迹的不止吴
倩香，“魅力之光”核科普活动的
触角近年来不断向乡村延伸，将
这束光照向更远的天地。

“ 如 果 不 是 参 加‘ 魅 力 之
光’夏令营，我的学生可能一辈

子 都 没 机 会 去 海 南 参 观 核 电
站。”河南省滑县枣村乡第一初
级中学高级教师张社会，已经带
领学生连续参加“魅力之光”核
科普知识竞赛 9 年，“有一名学
生参观回来后成绩突飞猛进，出
去一趟对他触动很大。”

公众对核的信任，在了解的
基础之上逐渐建立。张社会至
今仍记得参观福清核电时，一位
工作人员说的话——“核电站的
第一要务不是发电，而是安全”。

“在走进核电站，进行充分
了 解 后 ，我 相 信 核 电 安 全 、可
靠。”张社会说。

探索：从“摆摊”模
式到打出“组合拳”

在秦山核电科普工作主管
陶奇伟看来，在秦山核电落地浙
江省海盐县这些年间，他亲眼见
证核科普经历从单一的“摆摊”模
式到打出一套“组合拳”的过程。

“早年间，做核科普就像扛
着物料，给公众‘摆摊’。做的都
是基础简单的讲座，但也慢慢摸
索出了经验。”陶奇伟说道。

越来越多的“00”后加入核
科普的队伍，让公众了解核电的
方式发生改变。

参与多届“魅力之光”夏令
营的“00”后孟芮妍是个不折不
扣的“核电迷”。手机屏保是“华
龙一号”、微信头像是海阳核电
AP1000 反应堆，她业余时间最
大的兴趣爱好，就是绘制核电站
的插图。

“希望更多的人能从图片、
插画里直观看见核电的美。”孟
芮妍表示，“以后有空，还会创建
一个核科普自媒体号。”

随着核能的用途逐渐扩展
到 多 元 场 景 ，核 科 普 早 已 脱 离

“单向输出”的模式，打出了一套
“组合拳”。

在陶奇伟看来，“核科普打
出‘组合拳’的底气，来自中国核
能发展三十多年来的安全运行
业绩。核科普方式也从线下活
动、科普书籍，逐渐衍生到集短
视频、直播等于一体的多元传播
体系。”

传递：院士与青少
年持续对话

在“魅力之光”核科普活动破
圈的过程中，时代议题是始终关注
的焦点。在沿着可持续、健康方向
发展时，“魅力之光”核科普活动不
断加强与公众之间的“连接”。

一个核科普活动，逐渐升级
为 一 个 为 社 会 创 造 价 值 的 项
目。关注城乡知识鸿沟问题、关
注女性科学家发展、关注科普人
才的培养……

同时，“魅力之光”核科普活
动持续邀请核科学领域的院士
与青少年对话，活动参与主体也
从核电行业逐步扩大到高等院
校、科技协会、政府部门。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
今仍是“魅力之光”核科普活动
的常客。

杜祥琬在“魅力之光”核科
普活动上这样寄语青少年：“‘双
碳’是影响到未来 40 年的目标，
核 能 是 其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如果现在还是名大学生，献身于
这个事业。到‘碳中和’实现的
时候，当你回首往事，一定会觉
得这一生没有白过，非常值得。”

这份对核科学美好的期望
与祝福，正在代代相传。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襄南学
校的杨彧在今年第十二届“魅力
之光”核科普活动的留言板上写
下心愿——“顽固不化定不会是
推动历史潮流向前发展的动力，
而注定是创新、接受新事物方可
铸就新浪潮。整个世界都展现在
我们面前，期待着我们去创造”。

本报记者任靖北京报道北京市
大兴区生态环境局近日在北京市核
与辐射安全中心技术指导下，开展辐
射应急演练暨京冀岗位练兵活动。

实景演练模拟情景如下：一
家废品回收解体厂的工作人员在
巡查过程中，发现新收的一批废
旧设备部件标有放射性标识。这
一突发事件涉及辐射源流失、环
境污染、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多
个环节。此外，本次演练的辐射
污染事件涉及跨区域影响，现场
启动了跨区域应急响应联动机
制，河北省廊坊市生态环境局辐
射相关人员共同参与这次演练。

演练过程中，各部门分工明
确，公安民警对事发现场进行封
控处理，疏散围观群众；医护人员
检查可能受到辐射的工作人员的
身体状况；现场指挥部综合调度
现场应急响应工作；辐射应急人
员分为 3 个小队，在现场探明核
素种类，确定安全边界。

本 次 演 练 中 设 置 了 技 术 比
武，包含寻源、核素识别和放射性
活动监测两个科目，现场裁判根
据辐射应急人员的操作过程和操
作结果进行打分。经过搜寻和计
算，辐射应急人员找出了辐射源，
并将其安全收储。

“这次演练突出协同作战，实
现跨省合作和多部门协同作战，涵
盖各部门应急响应中的职责和协
作流程，加强了京冀两地的信息互
通、应急响应和资源共享等方面的
合作。”大兴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
大队副队长刘海超表示。

河北省廊坊市生态环境局辐
射站站长郑敬青表示，廊坊和北京
地理位置接近，本次实战演练有利
于加强两地合作，有助于提高廊坊
市生态环境局辐射应急能力。

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将以此次
演练为契机，持续深化跨部门、跨
区域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京冀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程小雨北京报道 据
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消息，在第
68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大会
期间，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举办

“开放合作·共享发展”核科研设
施开放共享主题边会。中国决定
面向全球开放 12 个核科研设施，
与全球同行共同打造高水平国际
科技合作平台。

国家原子能 机 构 副 主 任 刘
敬表示，中国和平利用核能事业
发 展 至 今 ，始 终 坚 持 独 立 自 主
和开放合作并重。在中国加入
IAEA40 周年之际，中方开放了 12
个核科研设施，中方愿与各方共
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
际科技发展环境，共享核科技研
发、试验测试、工程验证等优势技
术资源平台，加强联合研发、科技
交流和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以
实际行动推动核能发展更加普惠
包容，核能合作更加开放有序。

目前，中国已经设立 8 个国
际原子能机构协作中心，并与法
国、俄罗斯、欧盟等建立了良好的
核科技研发合作机制，与泰国、印
尼、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加纳、
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在当地合
作建设了一系列核科研设施和联
合实验室。

本次开放的核科研设施和试
验平台如下：中国先进研究堆，微
型中子源反应堆设施（零功率装
置/原型微堆），49-2 泳池式反应
堆装置，岷江泳池式试验反应堆，
中国北山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实验
室，中国环流三号托卡马克装置，
大气、水环境及放射生态学模拟
研究平台，100MeV 强流质子回
旋加速器，热工水力与安全共享
试验平台，核级设备鉴定配套试
验设备设施，安全壳结构性能实
验平台（玄武），安全壳热工水力
综合实验装置（盘古）。

本报记者韦璐武汉报道 9月
25日，2024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第四届全国核能系统无损
检测职业技能竞赛在湖北省武汉
市拉开帷幕。

本次大赛在办赛规模、赛事
规格、参赛人数等方面均创历史
新高。大赛设国家级竞赛一项和
行业赛 3 项，来自核能行业的 46
家骨干单位，共 71 支队伍，总计
183 名精英同台竞技，通过 3 天的
赛事角逐出多个国家级、行业级
竞赛的团体奖及个人奖。

中国核协副秘书长、大赛组
委会副主任杨波表示，无损检测
人员作为产品质量最后一道防线
的重要把关人，在保证核设备质
量，确保核设施安全运行上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搭建核
能系统无损检测人员国家级和行
业级比武平台，不仅能为行业选
拔高技能人才，同时能促进技能
比赛和技能人才培养的双向良性
互动，推动我国核能系统无损检

测水平协同提升。
“无损检测人员作为验证设

备质量、探测产品缺陷、消除安全
隐患的重要人员，是确保核安全
的关键岗位和重要保障，他们是
守护核安全的‘钢铁医生’。”生态
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核设施安
全监管司相关负责人在开幕式致
辞中对无损检测人员给予高度评
价。他倡议，希望各位选手珍惜
此次切磋技艺的机会；各位裁判
人员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各部门、
各单位精心组织，密切配合，提供
良好的后勤保障和竞赛条件，保
障各项赛事顺利进行。

本次竞赛由生态环境部（国
家核安全局）指导，中国核能行业
协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主办，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承办，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协办。核能系统有关
监管部门专家及官员，各参赛队
队员共 300余人参加开幕式。

把好产品质量最后一道防线

全国核能系统无损检测职业技能竞赛举办

本报记者郑秀亮广州报道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对新修订实施的《广
东省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
应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进行解读。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
射 安 全 管 理 处 处 长 孔 庆 安 表
示，《条例》立足广东省情，进一
步压实各方责任，在加强广东
民用核设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
管理、防止事故的发生、保障公
众健康及安全方面提出了新的
举措和要求。

压实核安全责任

广东是全国最早建设发展
核电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最
早设置核应急协调机构的省份
之一。目前，全省在运和在建
核电装机容量均居全国首位。

核能产业快速发展给广东
核安全管理带来更大挑战，对
核应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孔庆安表示，开展《条例》修订
工作，有助于促进广东制度优
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条例》进一步压实各方的
核安全责任。要求核电机组营
运单位完善核事故预防和应急
机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障
核电机组运行安全；在取得选
址、建造、运行或者退役等阶段
的许可后，将安全分析报告报

送省核应急管理部门。在发生
核事故时,开展应急响应并立即
向有关部门报告。

《条例》规定，省政府要加
强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的规划和
经费、人员保障，地市政府配合
做好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的相关
工作，核应急管理部门制定场
外核应急预案，营运单位负责
本单位的核事故预防和应急准
备工作。省级核事故应急协调
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核事故
预防和应急的管理工作。

根据《条例》要求，省、地级
以上市人民政府核应急管理部
门，要定期对机组场外核事故
应急能力进行评估。核动力厂
和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
展相关场内、场外核事故应急
演习。加强事故预防，明确划
定规划限制区流程，核电机组
运营单位要协助提供材料，省、
市政府落实管理要求，三方共
同支持规划限制区的发展。通
过规划限制区，对核电建设和
运行提供安全保障。

厘清职权，明确事项

为提升管理效能，实现权
责统一，《条例》进一步厘清了
职权事项，明确地市核应急能
力建设和应急演习具体事项。
同时，对广东核应急物资储备
内容作出相关规定。

《条例》要求，省市要开展
指挥中心建设，地市承担现场
指挥所和去污洗消站建设等。

指挥中心是场外重要核应
急设施，广东在运核电地市均
已建设运行。“现场指挥所和去
污洗消站作为核应急现场重要
核设施，由省推动地市牵头建
设，需要固化为法条予以强化落
实。”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
射安全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刘
哲介绍说。

核应急演习是维持核应急
能力的重要举措。《条例》要求，
核动力厂首次装料前，核动力
厂和省人民政府核应急管理部
门 应 当 组 织 该 核 动 力 厂 的 场
内、场外核事故应急演习。核
动力厂运行后，核动力厂所在
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核应急
管理部门应当每五年组织一次
该核动力厂的场外核事故应急
演习，并逐步建立核应急演习
常态化机制。

核应急物资是开展核应急
救援的基础，是一项常备不懈
的重要工作，《条例》明确了核
应急物资储备内容。

刘 哲 表 示 ，广 东《核 应 急
物 资 储 备 标 准》已 经 出 台 实
施，这是我国首个在核应急储
备方面的储备标准。下一步，
将 结 合 粤 东 、粤 西 核 应 急 设
施情况，进一步完善建设区域
核应急物资储备库。

开展全过程、保障式监督

华南监督站为“龙门首吊”保驾护航

中国面向全球开放12个核科研设施
共享核科技研发、试验测试、工程验证等技术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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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辐射应急演练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搜索辐射源。 本报记者曾震摄图为辐射应急演练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搜索辐射源。 本报记者曾震摄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华南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以下简
称华南监督站）近日对广东廉
江核电厂 2 号机组钢制安全壳
底封头（CVBH）吊装前控制点
开展例行核安全检查，并对吊
装全过程进行监督，以确保重
大吊装活动顺利实施。

广东廉江核电厂 2 号机组
CVBH 上口内径为 39.6 米，高
为 11.5 米 ，总 起 吊 重 量 为 760
吨，是核岛反应堆厂房放射性
物质的重要安全屏障。国内核
电厂首次使用大型龙门吊车进
行 CVBH 吊 装 ，需 要 在 保 障
CVBH 建造质量的同时，通过
稳妥完善的运输、吊装方案切
实防范风险。

吊 装 前 ，华 南 监 督 站 在
对 2 号 机 组 CVBH 的 焊 接 质
量、人员资质等进行检查后，

着 重 对 大 件 运 输 、吊 装 准 备
等 各 项 准 备 工 作 完 成 情 况 和
吊 装 前 先 决 条 件 进 行 了 逐 项
核 查 确 认 ，督 促 营 运 单 位 严
格 落 实 相 关 核 安 全 管 理 要
求，为 2 号机组 CVBH 吊装打
下坚实基础。

随后，华南监督站对大型
龙门吊车载荷试验、CVBH 运
输及吊装开展了全过程、保障
式监督。9 月 27 日 6:03，2 号机
组 CVBH 开始吊装，8:58 顺利
落 位 。 整 个 吊 装 就 位 过 程 精
准、平稳、有序，1600T 龙门吊
首吊顺利实现。

下一步，华南监督站将秉承
“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继续
对在建核电厂重大施工活动及
其关键风险点进行全过程监督，
为核电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周川鹏

图为龙门吊正在就位图为龙门吊正在就位 CVBHCVBH。。 华南监督站供图华南监督站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