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省公
路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何云勇的
职业生涯是围绕项目设计和科研课
题展开的：他承担的大大小小道路设
计项目有数十个，主要布局在川西山
区；关于道路设计的课题研究，则离
不开大量的项目经验。

从业12年，他在道路设计领域
不断探索，从地质选线，到提高防灾
韧性的选线，再到他正着手研究的基
于双碳控制的选线。何云勇说，每一
次进行课题研究时，他并不知道结果
是怎样的，但他希望紧跟行业热点问
题和新理念开展一些研究，为促进交
通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一点点力量。

到川西山区勘测选线
奠定研究基础

“我的这个岗位很普通，就是道
路设计。”说起自己的工作，何云勇语
气平静。然而，要在川西横断山脉东
段的山岭峡谷中，绕避活动断裂带及
地震次生地质灾害，避让生态环境敏
感区，规划出一条安全、经济、环保的
路线，注定不会简单。

川西山区，就是何云勇职业生涯
的开端。

2011年，还在读研究生的他来到
四川省公路设计院实习，参与的第一
个项目是汶马高速的初步设计。深
冬11月，他所在的10人团队走进米
亚罗、鹧鸪山等地，开始了为期40天
的实地勘测，120公里线路全靠双脚
徒步走完。

看着地形图，凭着经验，他们在
茫茫的山林中勘测，目的是实地踏勘
路线走廊带内地形、地质、环保等设
计边界控制条件，尽可能地推演一条
合理的高速公路路线。每天清晨出
发，戴月而归，找不到地方吃饭，就靠
面包、方便面等速食充饥。这些对于
何云勇而言都不是问题，“川院人都
是这么做的，很平常的事”。

不过，那次调查中也有让他难忘
的危险经历。

为了现场勘测国道318对岸汶
马高速狮子坪隧道路段的设计方案，
他们在坡度大于45度、两三百米高的
悬崖峭壁上艰难爬行。跟着当地挖
虫草的向导，拽着绝壁上的树枝，用
了一上午才爬过4公里，“脚下就是狮
子坪水库，还是挺害怕的。”

可能是机缘巧合，从那时开始，
何云勇参与的项目几乎都集中在雅
安、甘孜、阿坝、凉山等川西山区，这
也奠定了他后续研究的基础。

扎根线路设计
在不确定中探索

在具体的项目中，何云勇是道
路设计负责人；在项目之外，他还要
进行大量的课题研究，再将研究成
果运用到道路设计中。正是科研与
实践的相互反哺，推动了四川公路

建设。大量的项目经验，以及四川
地形、地貌的特殊性复杂性，让何云
勇的研究一直保持在行业前沿，并
获得了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
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科技进步特等
奖等多个奖项。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或作为参与
者，或成为开拓者，对道路选线也有
了进阶式的深入认识：地质选线、提
高抗灾韧性的选线、基于双碳控制的
选线……

“地质选线简单来说就是避灾选
线，后来我们发现四川很多公路走廊
带都在地质条件复杂、活动断裂发
育、生态环境脆弱区域，避不开了，我
们就只能从路基、隧道、桥梁自身的
结构想办法，提高道路构筑物的抗灾
韧性。”他解释。

所谓“韧性”，其中的一个表现就
是道路路网和构筑物受灾后快速恢
复的能力。交通韧性评估和提升技
术目前国内外均处于起步阶段，高原
山区道路走廊韧性的相关研究更是
相对薄弱。因此，“提升交通防灾减
灾体系韧性”也是四川交通强国建设
试点任务之一。

“我们刚刚立项的基于双碳控
制的路线设计研究，是从路线设计
阶段就考虑了运营阶段的事情。”何
云勇说。这项课题是给某一研究区
域的道路建立一个车辆运行的碳排
放模型，通过现场实车试验标定模
型参数，建立碳排放与路线平纵设
计指标的关系，从而指导道路路线
设计，实现运营期减少车辆碳排放
的目标。

“最后这项研究2025年才结题，
结果怎么样也不好说。”何云勇告诉
记者，他的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
他希望提出一些新的理念，哪怕将道
路设计向前推动一点都好。

一点一点进步
与中国基建共成长

在四川省公路设计院，何云勇是
获奖最多的青年工程师之一。他获
省部级优秀设计奖8项、省部级科技

奖9项。这些奖项背后，是夜以继日
的辛勤付出：周一到周四每晚9点半
之后下班，周六必定来加班，他坚持
了很多年。“我一直没有什么理想，属
于活在当下那种。感谢院里给我那
么多机会，让我可以一点一点进步。”
他说。

现在，何云勇更多地承担起技
术管理工作，肩上的压力也更大
了。不局限于项目负责人，他还要
承担学习先进技术、外部沟通协调、
院内“传帮带”培养新人等工作，要
从更高的层面思考项目的推进落
地。做得多了，自然会成长、思考，
观念也会更新。

“我现在也没有特别宏大的目
标。”他说，“我就想伴随着中国基建
行业成长，走完自己的职业生涯，把
自己的事情做好，让每一个设计方案
都能好好落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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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转多云
偏北风1-2级

晴
偏北风1-2级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
AQI指数 71 空气质量：良

1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2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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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新榜样
封面人物大型系列报道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
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
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
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
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
代表中国力量的青年榜样；
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
闻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
稿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
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
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青年榜样”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
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高级工程师何云勇：

项目与科研相结合
推动道路设计不断进步

何云勇在工作中。

药品囤多了咋处理？
成都公布326个

家庭过期药品定点回收点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药品囤多了

怎么办？3月1日，成都给出了“解决方案”：即
日起，全市范围内326个零售药店可定点回收
家庭过期失效药品。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发出
倡议，请市民积极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家中存的药品过期失效后，可送到药店
的定点回收点处理。

实际上，过期药品是指超过有效期的药
品，属于废药品。我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1年版）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规
定，家庭日常生活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
活动中产生的废药品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
废物。

国家也鼓励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在有能
力保证收集的家庭过期药品不再重新流通、可
集中无害化处理的前提下，设立家庭过期药品
集中投放点的公益行为。

记者注意到，第一批326个过期药品定点
回收点覆盖成都各区（市）县，家里如果存有过
期失效药品，可以送到就近的点位回收。

在此，成都市市场监管局也提醒市民，理
性购药、不盲目囤药、注意安全用药，避免长期
不用造成过期浪费和叠加用药风险，把药品资
源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减少囤药、减少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