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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巨奕 于子薇

“青春，是在会议室里为一个变量反复讨

论的执着。”

“青春，是在电脑屏幕前为一行代码调试

到深夜的专注。”

“青春，是把千年荒滩变成米粮川的统计

智慧。”

在 2025 年河北国家调查队系统统计建模

大赛报名截止前 48 小时，沧州调查队参赛

的 5 名成员仍在会议室里激烈讨论。这支由

计算机、数学、农业等专业组成的青年跨学科

团队，正为“沧州地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模型研

究与多目标优化路径”的演示内容进行最后

的完善。他们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模型选择

的过程和步骤，模型的契合度……这场持续 3
个月的建模探索，成为他们冲击最终答辩的

关键。

会议室里的头脑风暴

“盐碱地的改良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

统计问题。”3 月 2 日清晨，沧州队的建模小

组在会议室里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队员

们计划通过统计建模，将盐碱地的土壤特

性、治理措施、种植模式、经济效益等多维

度数据进行整合，以实现精准改良。但面对

海量的数据和复杂的变量关系，团队遇到了

第一个难题：如何构建一个既能反映盐碱地

现状，又能预测提高盐碱地综合利用效率的

模型？

“我们可以从盐碱地的土壤肥力入手，这

是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关键因素。”一名队员提

出建议。团队迅速行动，收集了沧州市近年来

的土壤肥力监测数据，包括 pH 值、电导率、有

机质含量等。然而，当他们将这些数据导入初

步构建的模型时，发现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偏

差较大。为此，小组专门请教了统计学的专

家。“问题可能出在变量选择上。盐碱地的改

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土壤肥力，气

候条件、灌溉方式、种植模式等因素都可能对

改良效果产生影响。”团队决定引入更多的变

量，重新构建模型。

电脑屏幕前的代码探索

“模型的精度取决于数据的准确性和算法

的合理性。”3月 11日深夜，小组成员仍在电脑

前调试代码。她们引入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算法，希望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到盐碱地综合利

用的多目标优化路径。但随着变量的增加，模

型的复杂度也急剧上升，运行时间过长，且结

果仍不尽如人意。

“我们可以尝试使用多目标决策模型来

优化路径。”另一名队员提出了新的思路。统

计学专业的队员开发了“动态帕累托前沿分

析模块”，通过蒙特卡洛模拟生成 10 万组解

集，筛选出兼顾成本控制与生态效益的帕累

托最优解。“我们发现当生态修复投入占比超

过 28%时，边际效益开始递减。”她指着三维散

点图上的红色边界解释道。这场技术攻坚持

续了 48 小时，最终形成包含 6 种改良方案的

决策矩阵。

“这个模型不仅能够从多个角度提供盐碱

地综合利用的优化路径，还能为实际操作提供

具体的建议。”队员们兴奋地说。她们将模型

应用于沧州市某一盐碱地块改良项目，预测结

果显示，通过合理的改良措施，该区域的粮食

产量有望提升 20%。

与农人的智慧碰撞

“孩子们，你们的模型听起来很厉害，但能

不能真的把咱这‘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的

地治好，还得看实际效果。”3 月 28 日，团队在

黄骅某村调研时，72 岁的王大爷提出了质疑。

这场对话启发了团队对模型的进一步优化。

她们请教了大爷在盐碱地种植和管理方面的

经验，并决定将他的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指

标，嵌入模型中。例如，连续 3年种植苜蓿可使

土壤有机质提升 0.3 个百分点，冬季深翻土地

可降低返盐率 18%等。通过这种方式，模型不

仅融合了现代科技的力量，还吸收了传统农业

的智慧。

“这不就是咱庄稼人盼了几十年的‘聪明

田’吗？”当小组在村合作社演示优化后的模型

时，王大爷指着屏幕上的动态模拟惊叹道。模

型不仅能够精准预测改良效果，还能根据实际

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改良方案，得到了村民们的

高度认可。

决赛场上的“沧州方案”

4月 11日，河北国家调查队系统统计建模

大赛比赛现场。当沧州调查队的“盐碱地综合

利用模型研究与多目标优化路径”PPT投射在

大屏幕上时，评委老师投来了赞赏的目光。她

们构建的这个模型，不仅实现了改良成本降低

16%，还首创了“生态-经济-社会”三维效益评

估体系。

“这 个 模 型 让 我 们 看 到 统 计 青 年 的 担

当。”大赛评委指着模型讲解图说，“你们不仅

用数据为盐碱地改良提供了科学依据，还结

合了传统农业智慧，让模型更具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从会议室里的头脑风暴，到电脑屏幕前

的代码探索，再到比赛时的大屏幕旁，沧州

调查队的青年统计人用无数次模型迭代和

数据分析，在渤海湾的盐碱滩上奏响了一曲

数据与大地的交响诗。正如他们在报告最

后所写：“盐碱地治理不是简单的土地改良，

而是关乎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的

系统工程。我们的模型就像一把‘数字钥

匙’，希望能打开沧州盐碱地这座沉睡的资

源宝库。”

青春，在盐碱滩涂上书写大地密码
——沧州调查队备战统计建模大赛纪实

■ 陈惠冠

青春，是策马奔腾的澎湃，如“五四”先驱们

以热血冲破封建桎梏的壮怀激烈……

青春，是满怀热忱的理想，似百年前北京街

头那照亮民族觉醒的熊熊火炬……

青春，是不负韶华的奋斗，恰如当代青年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接续奔跑的铿锵足音……

近日，厦门市统计局组织“五四”青年干部

座谈会，来自局机关、普查中心和驻村工作的年

轻干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10 年文秘岗位的自我雕琢，以坚持、坚韧

之心对待简单重复，以思考、复盘和持续不断的

学习寻求突破，那些曾经的困难、困惑都将成为

职业生涯的年轮。”局办公室青年干部陈雅璇

说道。

陈雅璇在文秘岗位上克服困难，保持冲

劲、闯劲，不负心中对工作的责任与信念，全力

以赴做好当下的事情。作为工科生，陈雅璇像

解构代码般拆解工作逻辑，梳理轻重缓急，学

统计相关业务填补认知盲区，在文秘岗位上有

着“身在兵位”的务实与“胸为帅谋”的格局，为

厦门局工作高效运转起到关键的“承上启下”

枢纽作用。

“统计数据每个百分点的背后，都是统计人

用脚丈量出来的真实。统计，不仅仅是简单的

记录，更是仔细的诊断，就像医生用听诊器捕捉

心跳的细微变化，需要我们通过数据去感知城

市经济的‘健康状态’。”普查中心青年干部廖兰

祺娓娓道来。

廖兰祺是一名军转干部，来到统计局普查

中心后，就参与了“五经普”的全过程，对统计工

作的认知有了质的飞跃。他意识到统计不是简

单的数学运算，而是要在数字“褶皱处”发现真

相，看似抽象的统计数字背后，藏着街巷商铺的

烟火气、产业转型的阵痛期、新兴业态的萌芽态

等信息。廖兰祺葆有军人“能吃苦 肯奋斗”的

本色，正在实现从“数字技术员”到“经济分析

师”角色转变。

“统计不仅是公式的套用，更是对数据生命

的敬畏，经济脉搏的每一次震颤，都值得用最精

准的数学语言翻译。”核算处新入职干部吴志坚

感慨道。

吴志坚是 2024年 9月份新入职的博士选调

生，他将校园所学知识带到工作岗位中来，并努

力挑起大梁、担当重任。他将数学建模与统计

核算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地区生产总值预警预

测模型，厦门“4+4+6”现代化产业相关的创新性

分析工作，并围绕经济热点撰写多篇视角独特

的统计分析，取得优异成果。

“初到村庄时，方言障碍曾让沟通举步维

艰，与村民的沟通常常陷入‘你说我听不懂，我

讲你难理解’的窘境。在随村干部走访中，我逐

渐听懂乡音、读懂乡情，与这片土地的情感联结

也在一次次走访中不断加深。”驻村博士选调生

杨令仪感慨道。

根据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厦

门局博士选调生杨令仪的职场第一课就是驻

村工作。作为驻村选调生，她深知产业振兴

是关键，便以笔为媒推广地方特产龙眼，以展

为窗打响品牌，让“上宅龙眼”走出田间、走向

市场。

在这场青春与使命的对话中，厦门统计青

年以数据为笔、以实干为墨，在数字经纬间勾勒

经济脉搏，在田间地头丈量民生温度，生动诠释

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他们

既做扎根大地的“孺子牛”，在平凡岗位精耕细

作；更当搏击长空的“弄潮儿”，于改革前沿开拓

创新。当统计报表化作时代注脚，当驻村笔记

写下振兴诗行，这支青春之师正以“强国有我”

的担当，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让

五四的火种永远照亮青春中国！

开启青年奋斗新篇章
——厦门局召开“五四”青年干部座谈会

■ 蔡建松

暮春的抚河之畔，白玉兰的芬芳弥漫

在明亮整洁的办公大楼。在国家统计局

抚州调查队会议室内，一场主题为“诚信

诚实 依法统计”的青年演讲活动，正在热

烈进行。

百年回响：当青年对话青年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街头的热血

青年高擎‘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2025
年的今天，我们统计青年手持PAD终端，

在阡陌纵横间追寻最真实的‘数先生’。”

随着“90 后”综合科小徐的动情讲述，一

幅幅画面映入眼帘：昔日乡镇统计员就着

昏黄的煤油灯在桌案上核对田亩数据；航

拍镜头下，青春正盛的统计青年操作无人

机掠过万亩金黄的油菜花田。时空交错

的对比中，现场观众看见统计事业传承的

精神脉络。

演讲台上，8 位青年干部身着正装，

胸前的党徽与屏幕上的蓝色背景交相辉

映。他们中有连续两年春节值守采价的

“菜篮子守护者”小李，有扎根田野丈量农

情的“稼穑观察员”小徐，还有以深耕法条

守护数据的“统计法治捍卫者”小董。

多媒体屏幕上，时光胶片般的画面

不断切换：春雨中，调查员在泥泞的田间

地头开展农产量实测；酷暑里，汗水浸透

衣衫仍专注于畜禽监测；寒冬时，冒着严

寒在 PAD 上快速录入数据……选手们

围绕“诚信诚实 依法统计”时而激昂、时

而深情的讲述，交织成一曲动人的统计

青春之歌。

数海初心：统计传承里的使命担当

“这枚褪色的算盘珠，是我的老科长

1983 年开展农产量调查的见证；这个“e
记账”APP，可以随时随地采集住户调查

数据。”选手小况的演讲《从算盘到云端》，

串联起三代统计人的精神接力。在本次

主题演讲活动中，青年干部们以一个个鲜

活的故事为笔，以忠诚担当为墨，描绘新

时代调查人的统计传承。农业调查科小

徐展示无人机航拍与遥感技术，让传统农

调搭上科技快车；价格调查科小李分享手

机数据采集器的应用，实现数据从商超到

统计云平台的即时传输。

台下，老统计人们带着笑意频频颔首

——这些曾用算盘珠丈量改革春潮的前

辈，此刻正为数字化时代的统计接棒者热

烈鼓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讲比赛，而

是统计使命的传承仪式、数据质量的庄严

宣誓、法治信仰的青春宣言。

这场青年活动，通过沉浸式演讲形

式，让统计职业道德传承从纸面走进心

间。抚州队主要负责人动情地说：“从青

年干部身上，我看到了‘为国统计’的使

命担当在传承，‘为民调查’的使命在延

续，这正是五四精神在统计沃土上绽放

的新芽。”

青春笃行：法治信仰里的精神灯塔

“每一次走进样本企业，统计法放在

胸中，数据质量刻在心底。”专项调查科小

陈的结束语，引得评委频频点头，现场掌

声雷动。活动最后，青年集体朗诵统计法

重要条款，铿锵誓言回荡会场：“我们要把

‘诚信诚信’刻进心底，让‘依法统计’成为

职业基因。”

这场演讲活动是抚州队“统计能力提

升年”的重要载体。活动主持人阐释着活

动深意：“提升统计素养，既要夯实专业根

基，更要强化法治意识。我们开展此次演

讲活动，是构建‘理论+实践+思维’三维

训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青年在数

据海洋中锤炼真本领”。

活动结束后，青年选手们又迅速投

入到工作中。小李在核实今天刚采集到

的价格数据，计算器的按键声与翻动台

账的沙沙声不绝于耳；小徐正在摆弄她

的无人机，指尖灵活地调试着螺旋桨与

摄像头，脑海里还在盘算着即将开始的

春播调查。白玉兰的香气随着微风渗进白玉兰的香气随着微风渗进

来来，，轻轻掀动桌上的统计法规轻轻掀动桌上的统计法规———那上—那上

面不知谁用便签纸标记着面不知谁用便签纸标记着““独立行使统独立行使统

计调查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统计监督的职权，，不不

受侵犯受侵犯””。。

这场特殊的这场特殊的““五四五四””活动活动，，正转化为推正转化为推

动统计现代化改革的动能动统计现代化改革的动能。。五四精神的五四精神的

炬火炬火，，在细微处悄然延续在细微处悄然延续。。

百年传承燃星火
数海扬帆正青春

——抚州队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侧记

近日，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举办湖南国调系统

“诚信诚实、依法统计”青年主题演讲大赛。本次比赛共

有来自总队机关和各市州的 15 支青年队伍参加。各参

赛队围绕大赛主题，立足本职，讲述统计故事。参赛选手

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把诚信诚实的思想自觉，守

护依法统计的法治信仰融入演讲，展现了青年积极投身

统计现代化改革、主动服务湖南国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良好风貌。 汤唯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