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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 征程 建功 时代新 新AA02

之“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 郑州篇系列报道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徐刚领） 10月18日，全球最大电
动车场站在卡塔尔的卢赛尔落成。

卢赛尔电动车场站占地面积
超 40万平方米，由 24座多功能建
筑组成，凭借着具有 478台电动车
的容纳量，获得全球最大电动车
场站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为卡塔

尔世界杯期间的交通提供保障，
为游客和公众提供独特的绿色出
行体验。

据悉，待卢赛尔场站正式投入
运营后，卡塔尔交通部及国家运输
公司将授权宇通进行该场站的管理
和维修服务等工作，届时宇通的国
际化运维团队将入驻该场站，负责

电动车辆的 PDI检查、日常维护保
养、故障诊断、技术指导、远程支持
等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

宇通客车成为卡塔尔电动公交
第一且最大的供应商，这也是国际
大型体育赛事中首次大批量引入
中国新能源客车。由 888台宇通纯
电动客车组成的“绿色军团”将首

次作为主力服务世界顶级足球赛
事，助力赛事绿色公共出行，届时
电动车数量将占世界杯服务车辆
总数的 25%。

目前，宇通服务分公司已在卡
塔尔组建成立，推动宇通海外服务
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是
宇通海外直服模式的新标杆。

888台宇通电动车入驻全球最大电动车场站

近年来，中铁装备持续加强关
键技术攻关，抢占技术制高点，推动
了一批开创性、奠基性、里程碑式的
产品和项目落地。近年来，企业综
合实力显著增强，2014年到 2022
年，新签合同额、新签订单数、盾构
产量分别增长了5倍、3.8倍、5.3倍，
产销量连续 10年国内第一，连续 5
年世界第一，基本实现了各应用领
域的“全覆盖”。

据悉，在技术创新方面，中铁
装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
极与国家攻关计划对接，联合产
业上下游、产学研力量开展协同
攻关，大力开展联合创新，破解
“卡脖子”难题，初步实现了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2021年，中
铁装备实现盾构机竖着打，攻克

了千米竖井掘进的世界难题，还
针对高原高寒极端环境施工研制
了世界首台双结构硬岩掘进机和
成套化专用设备，在川藏铁路建设
中服务世纪工程。

一项项关键性技术的突破，让
中国盾构的自主创新成果为世界瞩
目。面对未知的地下世界，每一次
穿越都是一次技术的积累和升级。
近两年，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实体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
然而，中铁装备出口逆势增长。今
年，盾构机又首次进入德国、俄罗
斯、泰国、葡萄牙等国家。

统计显示，中铁装备各类产品
不仅应用于国内40余个城市，还出
口至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新加
坡、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铁装备

勇当全球掘进机
领域领军企业

10月14日，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国家TBM产业化
中心内，两台直径10.23米的硬岩掘进机“高原先锋号”正在紧张拆机中，
即将运往高原高寒铁路隧道项目建设现场。在不远处的盾构总装车间
内，吊装、焊接、调试……工人们忙碌而有序地作业中，一台台“庞然大物”
引人注目。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徐刚领

首台出口德国的盾构机正紧张生产中

据中铁装备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华介绍，我国首台出口德国的盾构
机正在紧张生产中，旁边工位上，出
口土耳其的直径8.54米土压平衡盾
构机有一台已经下线，另外一台也将
于近期组装完成并迎接验收。进入
2022年以来，出口葡萄牙、奥地利、意
大利、卡塔尔等隧道掘进机陆续下
线、始发，用于珠海隧道、高原高寒隧
道的隧道掘进机先后出厂……专业
从事隧道掘进机研发制作的中铁装

备集团，高质量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2008年，中铁一号下线之后，

中国盾构机开始迅速占领国内市
场，国外盾构机被迫降价 30%以
上。作为中国隧道掘进机产业的领
头羊，中铁装备以关键共性技术、前
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
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
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攻克了千米竖井掘进的世界难题

“中国古典舞的创作一定要基于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融合传统文
化精髓，以创新的表达方式为载体，
才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
的共鸣，激发文化自信。”作为《唐宫
夜宴》的领舞，郑州歌舞剧院首席舞
蹈演员易星艳表示 ，她与伙伴们一
直在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现代的表达中，通过持续创新把传统
文化立体展现在舞台上。

从《风中少林》的雄壮威武到《水
月洛神》的唯美画卷，从《精忠报国》
的家国情怀到《唐宫夜宴》的火爆出
圈……通过古典舞的创新表达，厚重
的传统文化一次次璀璨绽放，点燃观
众根植于心的中华文化自信。自

2014年至今，郑州歌舞剧院多次承
担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演出任务，先后
出访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两次
赴泰国、新西兰、美国，三次赴哈萨克
斯坦，受到我国驻外使领馆以及当地
观众的高度赞誉。

今年11月中旬，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
在广东省举行。届时，除舞蹈《唐宫夜
宴》在博览会现场进行演出外，历时数
月创意开发的《唐宫夜宴》舞蹈官方动
漫版 IP形象也将在活动现场进行全
新发布。展会现场还将举行全网首发
的《唐宫夜宴》盲盒新品发布会、《唐宫
夜宴》文创产品签售会等精彩活动，带
领众多嘉宾一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舞蹈《唐宫夜宴》

让传统文化
活起来、火起来

当悠扬的音乐声响起，一群“唐宫小姐姐”莲步轻移，秀逸舞动……牛年
春节，由郑州歌舞剧院创排的古典舞《唐宫夜宴》“牛气冲天”，掀起席卷全国
的“现象级”关注热潮。今年10月，作为“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迎
接党的二十大优秀电视剧展播活动重点剧目，该舞蹈以电视剧《我们这十
年》之《唐宫夜宴》单元剧形式登上荧屏。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成燕

《唐宫夜宴》惊艳“出圈”

“脸部表情要注意配合肢体语
言，尽量丰富表现出唐朝少女的娇憨
可爱……”如果您有机会走进郑州歌
舞剧院排练厅，一定会被 14位青年
演员认真排练《唐宫夜宴》的场景深
深吸引。不同于屏幕上的“圆润”，生
活中的她们个个纤瘦，神态动作间却
是一样的娇憨可爱。

“假如让她们活起来，会给今天
的人们讲述什么故事？”有了灵感火花
后，在思索如何用舞蹈生动讲好中国故
事的实践中，舞蹈编剧陈琳铆足了劲
儿。她翻阅了大量历史书籍，多次请教

博物馆专业人士，了解盛唐时期的历史
背景、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取向等，力
图在表演中更真实地还原盛唐景象。

历时两年的创意酝酿和一年半的
排练打磨，《唐宫夜宴》于2020年10月
在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
评奖活动现场首演并荣获获奖提名。
牛年春节，舞蹈《唐宫夜宴》应邀参加
河南卫视春晚录制，最终火爆全网。
耳目一新的唐装服饰，绯红绚丽的“斜
红”妆容等，憨态可掬的舞蹈动作借助
VR等现代技术融入磅礴大气的布景
中，完美呈现出一幅“盛唐夜宴图”。

用创新表达点燃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