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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面对众多的荣誉和掌声，谢毅一直

保持着一份谦逊和冷静，她说：“我始终把自己定位

为一名老师，把学生培养好，使他们能以尽可能高

的起点进入社会是我的动力。”

近年来，国内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科学研究成

为评价一所大学、一个学院，甚至一位教师的最重要

指标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教授忙于争取研究

经费和从事科研实验，分散了对课堂教学的关注。

而在谢毅看来，教学与科研始终相长，从来都

不相互冲突。“作为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需要更新

许多知识，在讲课的过程中可以把自己的思路整理

得更加清晰，在给学生的解惑过程中常常会获得新

的灵感。”她认为，纯教学和纯科研对老师和学生而

言都不是好事，把二者结合起来则会对双方都有裨

益。在这种理念下，尽管科研任务繁重，她一直坚

守在教学第一线，十几年来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和

研究生讲授《固体化学》。

她特别注重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进展包含在

相关的基础知识中在课程中介绍给学生，也经常鼓

励青年教师注重教学，她说：“去看那些大牛们的科

研，都能找到他们所承担的教学课程的烙印，可见

教学对科研多有帮助啊！”

十几年来，她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和
研究生讲授《固体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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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 皓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门克庆嘎查党支

部书记阿文色林是土生土长的农民，20 多年来他

带着嘎查村民一起治沙、致富，一直没有“消停”

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我的

志向也不大，就是想让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的生

活变变样。

心存“小志向”的老阿今年 58岁，脸上布满深深

的皱纹，平时话语不多，不苟言笑，但与记者说起他

这辈子的追梦故事，老阿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1990 年，阿文色林成为门克庆嘎查长，年轻气

盛的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造绿”。

门克庆嘎查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上世纪 60年

代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阿文色林说：“我能数 100

个数的时候，这里就满眼全是黄沙，但我的父辈告

诉我，这里以前是个好地方。”

阿文色林至今还记得他儿时常去的远处一个

沙梁，那里有一块小小的绿洲，“四月是黄色的柠条

花，五月是粉色的樱桃花，六月是白色的月杨花，整

个夏天那个地方都很漂亮。”

阿文色林说，他很希望整个门克庆都能成为

他心中念念不忘的那块绿洲，为嘎查“造绿”。上

任嘎查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每户农牧民种

10 棵树。

由于没有资金，当时只能让农牧民自掏腰包

购买树苗。为了说服大家支持这项计划，阿文色

林带着嘎查的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在他们

的努力下，门克庆嘎查六七成的农牧民都完成了

种树的任务。环境变好了，饲养的牲畜头数也增

加了，后来农牧民不再需要动员自发自愿地种树

治沙。

看到遍地黄沙上绿色的生命越来越多，阿文色

林开始大力争取国家项目，先后 7 次进行大面积飞

播造林。如今，门克庆嘎查 19万亩的荒漠已经变成

了连片成块的绿洲，沙柳成林、杨树成海，羊柴、沙

打旺、紫花苜蓿郁郁葱葱。

周围一带都称老阿为“阿司令”，老阿向记者解

释说，这是因为动员大家种树时他的做法有些严

厉，发过不少脾气，吼过不少人。但嘎查的农牧民

说，是因为他能把大家凝聚起来干好事，人们愿意

跟他干，才有了这个外号。

完成“造绿”的阿文色林并没有闲着，他开始琢

磨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2003年起，陆续有各类大

型企业来到门克庆嘎查开发天然气、石油等资源，

老阿又看到了让村民们致富的机会。他对记者说：

“我们这个地方交通不便，企业要来开采资源，肯定

需要修路铺管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但能改变农牧

民生产生活条件，还能带来可观的收入。”

和嘎查其他干部讨论后，阿文色林决定以“公

司＋农户”的模式注册工贸公司，嘎查委员会牵头

入股 19 万元，吸收 229 户村民入股，每户入股 4000

元，公司主要负责承揽在当地进行资源开发的企业

的土建工程。从 2008 年起，公司已经连续 5 年分

红，每户入股农牧民累计增收 22115元。

嘎查农牧民手里有了钱，门克庆嘎查集体也有

了钱，到 2012 年底，集体自有资金已增长到近 500

万元。阿文色林召集两委会研究决定，从 2013 年

起，每年把嘎查集体资金的 8％提取出来，用于嘎查

的民生建设。现在，门克庆嘎查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都享有大病、残疾等资金补助，当兵入伍、考取大学

的农牧户也能得到每户 1000元的奖励。

老阿告诉记者，造绿、造富，还要造福。他现在

又有一个新念想，就是要依靠集体经济，依靠大家

共建，逐步解决嘎查老人的养老问题。记者问老阿

怎么理解“中国梦”。老阿说：“父亲说我阿文色林

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自力更生。”“我是个普通人，志

向也不大，要说梦想，就是不等不靠，和大家一起把

嘎查的事办好，让嘎查人生活好，不辜负嘎查人的

信任！” （据新华社）

嘎查支书阿文色林的“小志向”文·白 林 刘懿德 吴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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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燕生，倾尽一生研发“情感”与“声音”，于 80 岁高

龄仍着手写书，3 年时间编著成 21 世纪高等院校规划教

材，并首创“口腔键盘的设计与运用”。几十年间，经他教

导走上播音主持岗位的人数不胜数，其中不乏手捧“全国

金话筒奖”的业界名人。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不久前，老人的《播音与主持艺

术》（增订本），共 54 万字，配发 DVD、CD 光碟，共 110 分

钟，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将他最近的发明——

“口腔键盘的设计与运用”收录书中。

“‘口腔键盘的设计与运用’就是把电脑键盘上 26个

英文字母变为 32个汉语拼音文字，设置在口腔特定的发

音部位上，并以九色彩图对口形和声母的发音部位，用不

同颜色做了标识。”老人如是说。据了解，卓老的这一研

究为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为语音标

准化和规范化的练习找到了便捷的途径。 （尚虹波）

卓燕生：
80岁教授首创“口腔键盘”

2013年 12月 30日，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

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做客人民网“中部崛起”栏目时表示，

目前中部地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空城”现象较突出。

所谓空城，指大城市在规划建设中，在周边预留了空

地，建设楼盘搞楼宇经济。由于城里人很少在此居住、缺

乏二三产业建设，居住人口少，形成了“空城”。

肖金成表示，城市建设有过类似教训，如新城远离母

城、只发展工业，白天人多、晚上人少，形成了“鬼城”；将

人口向外疏解，规划居住区，白天没人、晚上人多，形成了

“睡城”。而“空城”有别于上述两种情况，这些都应该引

起重视。未来中部地区要注重产城结合，二三产业同步

发展。 （任民）

肖金成：
中部地区“空城”现象突出

近年来在大城市面临房价上涨、交通拥堵及环境污

染等诸多问题的挑战之下，新型城镇化工作日渐受到各

方重视。相关专家表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为核

心、因地制宜应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关注的方面。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在京召开的“环球对望·中国与

世界”高峰论坛上，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贾卫

列表示，新型城镇化应该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进行，即要

赋予城镇化以生态的内涵。只有这样，新型城镇化才能

更加健康地推进。原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把自然

循环的生态链条打断了。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恢复这

个链条，这样城市建设中的环境问题、文化问题才能找到

解决的突破口。 （周文林）

贾卫列：
新型城镇化应赋予生

态文明的内涵她是教育部化学领域第一位女性长江特聘教

授，她是迄今为止国家基金委化学部唯一一位女性

创新群体带头人，她是首位获得国际纯粹与应用化

学联合会（IUPAC）化学化工杰出女性奖的华人科

学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谢毅，这位在固体化学

领域一直“高速运转”的女科学家，在 2013年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再一次刷新了她给人们带来的惊喜。

谢毅：“高速运转”在固体化学领域

以“高速运转”来形容谢毅的成长速度并不夸

张：1998年，她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0年入选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2002 年获中国青年科学家

奖；2003 年获中科院—拜耳青年科学家奖，并成为

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2006年获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2008年成为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首

席科学家；获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3年获 IUPAC化学化工杰出女性奖……

近 20年的科研生涯里，谢毅不断以令人瞩目的

成绩，赢得了一连串的荣誉和称号，而这背后则体

现着她独到的科研“哲学”。

在谢毅的心中，荣誉和称号只是从事科研过程

中所收获的“副产品”。“没有一个奖项，是我自己主

动提出申请的，都是老师和领导们‘逼着、催着’的

结果。荣誉对我来说，是鞭策和鼓励，更是新的起

点。”谈及成绩，谢毅爽朗而直率的性格彰显无余。

的确，采访谢毅很难，她的消息鲜见媒体。而当细

数她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时，则被人羡慕和俏皮地

评价为“低调的奢华”。

这种不功利的淡然心态，并非一日养成。1984

年，因为高考化学成绩出色，谢毅被录取到厦门大

学化学系，开始了她化学事业的最初起点。

“这并不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高中时最喜欢

物理，还得过全校竞赛的第一名，但高考时意外失

利，化学却考得特别好。所以在大学的前 3年，我并

不确定是否喜欢化学。”谢毅笑谈，“直到大四开始

学结构化学，一下子喜欢上了各种各样美丽的固体

结构。随后进实验室做本科论文时豁然发现，化学

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做科研最大的乐趣是不断能

接触新东西。”

细数她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被称为
“低调的奢华”

心态淡定，不背包袱，谢毅正是以这种状态在

固体化学领域一路策马前行。在谢毅的科研“图

谱”上，有两次非常清晰的“转型”：从溶剂热制备非

氧化物的建立，到发展特征结构构筑无机功能材料

方法学，再到深入研究无机固体中的电、声调制。

将溶剂热合成技术发展成制备 III-V 族非氧化

物的方法，是谢毅的博士论文选题，有关工作于1996

年发表在美国《科学》周刊上，谢毅是第一作者。这

系列工作不仅入选了无机专业教科书，还获得 2001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二）。迄今在无机合

成领域，这类方法已经渗透到各种体系，真正实现了

当时《科学》周刊的审稿人在审稿意见中的预言：“溶

剂热合成将成为重要的固体合成方法……”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后，谢毅成立了自己的

小课题组，并着手开拓独立的研究方向。针对当时

大家对无机功能材料结构构筑的探索往往很难建

立在清晰的原子分子层次上，他们另辟蹊径，注重

从固体化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从物质的内在特征结

构为导向来控制它们的生长，同时建立和发展了系

列结合特征晶体结构和特征模板导向的二元协同

策略来构筑三维组装结构。这些工作得到国际相

关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些课题组的肯定，后来获得

了 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在无机合成领域再有斩获之后，2008 年下半

年，谢毅开始了她的第二次“转型”，这次她把目光

投向了固体化学中更重要、难度更大的电、声调控

方面。“我希望能探寻固体化学中更本质的部分，把

研究做得更加深入。”谢毅解释了这一次转型的初

衷，“试图从更本质的电子、声子的调制来实现对无

机固体的性能调控，建立起真正清晰的原子结构、

电子结构和本征物性之间的构效关系。”

这是谢毅科研生涯中极具挑战性的一次重大

转型，“我很幸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虽然

独立工作已经 15 年了，但我的老师、我的合作同事

们、还有领导们都一直不断督促着我，我也很在意

他们的期望。在学生眼中，我是他们的带头人，我

得对他们的前途负责任啊，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在科

研路上有所建树。”谢毅说，“有这么多好的导师、合

作同事、领导和学生，真的是我的幸运，我不想努力

也不行。他们的期望促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

任感，鞭策我勇于担当，不断开拓前行。”

心态上，顺其自然，淡定平和；科研上，有兴趣、

有想法、有目标；思想上，充满责任感——这就是谢

毅做科研最基本的“哲学”。于是，她率领自己的研

究小组向这个高难度的全新方向发起了冲击。

不负众望。谢毅课题组提出了利用无机固体

中丰富的相变行为和半导体二维超薄结构这两种

新思路来实现电声输运的同时优化，获得了高转化

效率的新热电材料，这大大区别于国际上通常采用

纳米化降低热导的方法来提高热电效率。相关工

作在《美国化学会志》上连续发表了 5 篇论文，被誉

为“化学化工领域风向标”的美国《化学与工程新

闻》做了长篇专题评述，国际同行又评价她们提出

的体系和方法是“有潜力的今后寻找热电材料的方

向”。另外，在低维固体中的电、声调制领域，她们

还发展了无机类石墨烯化学，解决了这类超薄结构

无法给出精确原子位置的难题，进而揭示了半导体

二维超薄结构的精细结构、电子结构与热电、光电

基本性能之间的调控规律。这一系列工作又发表

了 3篇《自然·通讯》和十几篇《美国化学会志》和《德

国应用化学》论文，还为英国皇家化学会著名综述

刊物《化学评论综述》撰写了两篇指导性评述，这部

分工作使她们小组成为目前国际上在该领域持续

活跃的几个主要研究小组之一。

“电、声调制是固体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领域，

低维固体中的电、声调制更是有很多新奇的现象在

不断被发现，可以做、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管

是在基础还是应用上，未来都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

间，这也是我希望继续努力的方向。”谈及未来的研

究，谢毅思路明晰。

科研“图谱”上，两次清晰的“转型”
在科研的路上，虽然斩获颇丰，却并非一帆风

顺。对待挫折，谢毅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有困

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很可能你的 100 次尝试

中，有 99 次都是失败的，但积极的心态会帮助你捕

获那 1次的成功。”

2007 年和 2008 年，谢毅和她的小组遇到了研

究上的瓶颈。两年多的时间里，课题组没有发表一

篇有分量的论文。学生们都有些泄气，而这位女掌

舵人却没有乱了阵脚，她一方面分析原因，另一方

面用幽默的语言给自己和学生们减压：“别人运气

好吃肉，咱们就啃骨头呗。”鼓励研究生们耐住寂

寞，把难啃的“硬骨头”拿下。

“做科研，需要一份洒脱。特别是不顺利的时

候，要耐得住那份寂寞。”谢毅说，“在科研路上，一

定要有韧劲，要有坚持的毅力和开阔的胸怀。”

她所提及的开阔的胸怀，不仅仅是对待挫折的

态度，更是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谢毅回忆起一件

往事：有一次她设计实验时想尝试一个新的材料体

系，联想到曾听过别的系一个年轻副教授在一次基

金汇报中提到过类似的知识，她便在学院主页上查

到了这位老师的电话号码，直接打电话过去向他请

教，两人就在电话中把这个材料体系讨论清楚了。

“我一直觉得科大的环境很好，有一种浓厚的

交叉合作的氛围。”谢毅认为这种自由宽松的氛围，

非常宝贵，“我也就在一次基金汇报会上见过那个

年轻副教授一面，现在路上遇见，可能都认不出他，

但这种开门见山‘就科学谈科学’的方式，让人感觉

毫无壁垒。”

近年来，他们小组和同步辐射、理论化学和凝

聚态物理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做出了很多出色

的工作，曾连续入选了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重大成果。谢毅列举了一串教授的名字，“合

作得非常开心，大家都有收获，我特别感谢他们的

帮助。”

谢毅认为：“学科交叉是科大的一个显著优势，

而两个国家实验室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合作

平台。科学发展到现在，‘单打独斗’已经难以研究

得深入。善于以开放的胸怀与他人沟通，无障碍地

探讨科学问题、开展科研合作，才能给未来的研究

注入新的能量。”

做科研需要一份洒脱，不顺利时更要
耐得住寂寞

河北省万全县一农民连续 4年义务修补坑坑洼

洼的道路。从 2010 年开始，他为修路购置水泥、沙

子花费近 4 万元，被当地百姓称为“义务补路工”。

2013 年 12 月 30 日，这位农民——苏建利向记者表

示，希望走到哪里，都能留下一片坦途。

苏建利今年 38 岁，在河北省万全县万全镇经

营一家批发部，因为工作需要，他经常开车到各

地 送 货 。 苏 建 利 说 ，农 村 和 乡 镇 的 公 路 较 为 偏

远，有的公路就穿村而过，路两边都有居民，村民

们常常将生活用水直接泼在马路上，久而久之，

经过严寒天气会使马路变得脆弱，加上来回路过

的大型车辆，会造成马路破损，这些地方就会变

得坑坑洼洼。

苏建利回忆说，有一段土路是从北新屯村到黄

家堡村，一遇下雨下雪就成了村民口里的“疙瘩

路”，行人行走时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是开车也

是颠簸。4年前，他到村里送货，坑坑洼洼的路段让

他下定决心，打算自己把这个地方的路补平。

打定主意后，苏建利自掏腰包购买沙土碎石，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将北新屯村的一段土路填平。

在随后的 4年时间里，苏建利开始修路补路，万全镇

的南北街、苏家桥路段、村子里的大小巷子他都尽

可能的修补。

在苏建利批发部的院子里，记者看到堆放的

沙子、沙袋，还有六个反光路锥。苏建利说，一开

始修完路后，把纸箱放在路中间提醒过往车辆，可

是收垃圾的人一见就拿走；后来他用沙袋堆围住

修好的路，不料好事给他惹来了麻烦。他说，今年

夏天有一辆车撞到沙袋上要他赔偿，这让他意识

到放沙袋可能会导致交通危险。万全镇政府了解

到情况后，送给他六个反光路锥，解决了提醒过往

车辆的问题。

苏建利义务修路的行为得到百姓的称赞和支

持，现在已有 5 个人加入他的补路队伍。邻居冯玉

萍说，苏建利修了附近的柏油路，居民看在眼里，以

前往路上倒水的人都不好意思继续倒水了，这样路

面也变得干净安全了。现在大家都希望能一起做

好事，“路好走了，去哪里都顺畅”。

万全镇宣传委员李江告诉记者，苏建利的善举

给附近村民起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村民们现

在自发一起补路，哪里有坑坑洼洼的都会相互提

醒，一起想办法修路，走在平坦的大路上，方便自

己，也方便大家。

苏建利说，按老人的说法：“修桥补路，积德

造福”。大家走得通畅，他在补路的时候心里会

有一种自豪感。希望自己走到哪里，都能留下一

片坦途。

（据中新网 谭地 刘洋）

“义务补路工”四年义务修补“疙瘩路”

2013年 12月 21日，以“改革 创新 梦想”为主题的第

七届南京大学 EMBA 年度峰会在南京大学举行。作为

学界、企业界的一大盛事，历届南京大学 EMBA 年度峰

会都聚集了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和优秀企业家。南京大学

党委书记、经济学教授洪银兴、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姚景源、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合肥荣事达三洋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友华等出席了此次峰会。

历届峰会都会围绕当年的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今年聚焦在“政府和市场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深化改革的决定，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关系。

其中，在资源配置上，市场与政府孰执牛耳依旧是经

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而就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合肥三

洋董事长金友华指出：“我们从家电行业在不同时期的发

展也可以看出，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带领企业乃至行业

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市场化程度的关键还是取决于政府

对于环境的构造，而政府应建立机制以保证市场化程度

的稳健发展。”同时他强调：“建立科学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要建立在有良好制度的基础上，

没有制度的确立要保证市场有效运行也是不可能的，而

制度的确立则需要政府下功夫才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

说，政府改革的程度决定了市场在量和质上推进的程度。

对此，合肥三洋金友华董事长提出了改革方面的探

讨性建议：“首先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因为这

个法制环境有利于我们在市场竞争初期出现问题时更好

的寻求解决办法；其次是信息公开，因为信息不公开时大

家解决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依法办事。”

从建议中他还表示，对于市场化政府应当在环境建

设上下功夫，如针对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产品的公共卫

生、价格体系等进行法律体系的建设来保障企业正常的

法律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王婷婷）

金友华：
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

公开需要制度保障

■基层人物

今年45岁的谢毅是2013年增选的两院院士中最年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