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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芴’致理”是对有机电子领域青年领

军人物——解令海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高

度概括。

在塑料电子领域探索过程中，他从周期表

里的碳元素出发，潜心研究芴类光电分子十

年，做了一道题、发现了一锅法螺芴氧杂蒽

（SFX）技术，创造性地选了一道题、剑指有机

纳格，最终结合时代之趋势确立了从格芴到智

能机器人两点一线的科技探索与哲学人生路。

卓越贡献 突破局限

解令海教授现任南京邮电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IAM）副院长、分子系统与有机

器件研究中心（CMSOD）负责人、博士生导

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是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特聘

教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

层次中青年领军人才、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创新人才团队带头人和江苏省高等学校

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等。

他先后主持了各类重量级科研项目近 20

项，并在 J. Am. Chem. Soc.、Adv. Mater.等

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70 余篇，撰

写专著章节 5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26件，研究

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江苏省科学技

术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SFX 的成长历程成为他头脑哲学方法论

升级的一面镜子，让他不断突破思维局限。

从微观角度，他呈现了分子世界的壮丽图景，

实现了从微观世界不再神秘到在分子层次克

隆宏观世界的思想穿越；从社会角度，他践行

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辩证唯物观，明确人

类社会本构关系及其大学基本使命、构建“知

识点+三观”模式、明晰大学与企业是两个重

要创新阵地。

面向时代前沿，他融合当今科技与哲学，

创立“物—能—信—意”（MEIC）四元方法论，

勾勒人类未来的意识时代图景，深刻认识到

人工智能代理是实现服务富裕的基础，为解

决民生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他怀揣将

科学家从实验室解放出来的梦想，融汇出了

一首华美的科技与哲学之歌。

万里长征 跨域探索

在黄维院士创立的IAM科研平台上，解令

海教授率先垂范、带领团队共同拼搏，为开启科

研新时代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与突出的贡献。

第一个让他引以自豪的科学成果是一锅

法 SFX 技 术（Org. Lett., 2006, 8, 2787—

2790）。 该 成 果 历 经 十 年 培 育（科 学 通 报,

2015, 60, 1237），最终因为在低成本有机半

导体方面成效卓著获得国内外学术界同行认

同和工业界的采纳，真正实现了从科学到工

程、从技术到市场的跨越，成为国内少有的、

原始创新的研究成果，取得了成功。

在有机电子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他不仅

在《Steric Strain in Molecular Organics》书章

节中重新定义有机，即被氢封端的碳网络，而

且上下求索，独辟蹊径跨超分子、纳米、介观、

薄膜与器件等多尺度探索，万里长征路架起

了分子世界与宏观世界的桥梁。他发现了超

分子空间位阻（SSH）效应，这为解释光电材

料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科学依据；建立了分

子吸斥协同理论（SMART），有效指导了形貌

导向的理性设计。

他面向聚合物宽带隙半导体的技术瓶

颈，运用现代表征技术与系统逻辑深度解析

科学问题，创造了国际上少有的超稳定有机

电致蓝光与激光材料；进而提出了格基纳米

聚合物这一未来方向，给塑料电子技术的突

破带来了希望，这也成为他的团队未来十年

的研究重心。

他 还 发 明 了 有 机 离 子 分 子 半 导 体

（MEIS）材料，有望应用于先进的神经形态计

算，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

授之以渔 服务社会

为了让学生跟上未来企业的步伐，他设

身处地地培养学生研发能力，建立“思寻做写

讲”五维度基础能力培养体系，以求实现“授

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之教书育人理念。

为了培养创新人才，他结合南邮材料院

的实际情况，在团队里开展了本硕博互动、设

立了“Training Course”。逐渐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本科—硕士—博士”梯队式、可持续、创

新型人才互动培养模式，并获得江苏省高等

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他指导过的本科生

李赫同学跨界从材料到信息技术，考取北京

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他指导的学

霸林冬青同学主动放弃北京大学等知名 985

高校的保研机会，留在身边实现本硕博直通

车模式，这些都让他感到欣慰，同时体现了他

的价值。

多年来，他将自己的哲学智慧融入科研

和教学工作中，形成了《哲学博士》《知识发现

之旅》等课程，为学生解读知识是怎样产生

的，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解令海教授作为南京鼓楼政协委员、江

苏省青联委员、民盟盟员等，积极参与社会服

务，包括递交提案和社情民意、作科普报告

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 4月 9日南京

科协 35 期大讲堂中，他作了名为《科技与哲

学——意识时代》的报告；作为鼓楼政协委员

提交了题为《人工意识时代——解决社会主

义民生问题的必由之路》的社情民意，这些都

早于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为创新文化的

营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格“芴”致理：一位青年科学家的科技与哲学人生
——记南京邮电大学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IAM）解令海教授

张 京

继人行道口马路闸机、行人闯红灯自

动抓拍系统之后，人工拉绳劝导的“科技

版”——自动拉绳系统出现在武汉街头。

为治理“中国式过马路”，各地交通执

法部门也算是绞尽脑汁，操碎了心。既然

红绿灯形成不了绝对约束力，那么设置一

些人为干预，似是无奈之举，也确实能起

到一定作用。比如，北京的交通协管员，

就能有效拦截行色匆匆的自行车和行人，

协助保障早晚高峰的交通秩序。又如，前

一段时间去昆明出差，满街蹿的摩托车令

行人感到焦虑，幸好在一些路口有人工拉

绳辅助，像我这样的外来客才得以从容过

马路。

不过，谈到用科技手段取代人力，协管

效果就不好说了。从这个自动拉绳系统的

设施看，两侧并没有完全封闭，可能拦得住

部分脸皮稍薄的人，但那些一意孤行着急过

马路的人，还是可以从旁边闯或干脆从绳子

下方钻。“神器”之所以花样迭出，不就是因

为前面的款式都失败了吗？科技在这里实

属大材小用，掺和进来帮不上太大忙，反倒

像一个大写的“囧”字被晾在马路边。

况且，“中国式过马路”治不好，有时

候并不能全怪到行人头上。虽然武汉属

于交通违规的“重灾区”，但安装过马路

神器的交叉路口，恰巧在我家附近，对于

这条道路，我是深有体会的：等灯时间很

长，特别是武汉很容易赶上烈日炙烤或

大雨滂沱，这时的等待真是分分钟想骂

街。记得以前还搭过棚子遮阳挡雨，不

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没有了。至于开车走

这段马路就更崩溃，3 公里的路，我上高

中那会儿用不了 10 分钟，据说现在常常

一堵就 1 小时。很明显，当初道路规划建

设缺乏远见，但现在只有车辆和行人为

此买单。

这实际上是“中国式马路”的共性问

题。以个人有限的游历所见，中国拥有世

界上最宽的马路和最不考虑“人”的交通设

计。2 分钟时间，可能在伦敦你已经过了 8

条街，但在北京过不了一个路口。城市规

划短视造成的尴尬局面待解，探索如何保

障“人”的安全、便利和舒适，如何弥补道路

基础设施的先天不足，如何提升交通精细

化管理水平等等建设性问题，才是科技参

与的重点，也是科技应有之担当。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科技之妙岂在市

井雕虫小技？治“中国式过马路”，不妨从

治“中国式马路”开始。

过马路神器治不了“中国式过马路”
杨 雪

8 月 29 日，一个别出心裁的公益募捐

项目在朋友圈强势刷屏。

出于自闭症、精神障碍、智力障碍患者

之笔的斑斓画作，被展示在由 H5页面制作

的电子画廊中。只要捐一块钱，就可以买到

一幅电子绘画，保存到手机里做屏保使用。

说真的，画作很美，创意也很美。这个

世界不缺爱心，缺的是让爱心“燃”起来的

东西。从某些角度来看，“一元购画”的公

益形式确实很“燃”：它把公益与移动社交

结合起来，用户刷着朋友圈就能顺便献爱

心；它更把公益与艺术结合起来，让这份爱

心献得充满美感。短短数小时，项目就筹

集了超过 1500 万元人民币。有人感叹，这

是朋友圈最美的一天。

然而，这样的“美”总让人觉得缺点儿

什么。

事实上，它很快便招来质疑。有人怀

疑，项目背后有投资商在捞钱。对此腾讯

迅速回应说，不存在“投资方”，且善款接收

方具有公开募捐资格。质疑虽被澄清，这

个小插曲却暴露了“一元购画”募捐项目的

软肋：信息不够清晰透明。

去年开始实施的《慈善法》明确规定，

“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

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募捐组织

名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方案、联系

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

再来看看“一元购画”募捐项目。它的

链接页面提到了项目执行方和善款接收

方，用户可以看到自己的捐款情况和筹款

总额。除此之外，包括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募捐方案在内的多项重要信息，难觅踪影。

1500 万不是个小数目，它代表着捐赠

者沉甸甸的托付。从募捐项目页面，人们

难以在购画的同时清楚地知晓，受益人群

涵盖哪些范围，这笔巨款将通过什么项目

改善目标人群的生活质量，项目将实施多

长时间，预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剩余款项

将如何处理。有些需要通过页面内容间接

“推测”，才能略知一二。这种情况下，就算

用户在“美”的感染下捐了款，也难免狐疑。

“一元购画”让人联想起几年前的“冰

桶挑战”。这个为渐冻人发起的募捐项目，

同样凭借新颖的形式和社交网络的疯狂传

播而风靡全国。但仓促发起募捐的瓷娃娃

罕见病关爱中心因为没有明确的募捐方

案，招致舆论强烈质疑。

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下，互联网公益很

容易与有意思的创意邂逅，爆发出惊人能

量。毋庸置疑，这是好事。同时可以确信

的是，要让这样的公益能量持续下去，还要

为美妙创意加上“信息透明”的注脚才行。

毕竟，透明是公益的底线。

“一元购画”公益
不应止步于“美”

刘园园

8 月 29 日，湖南省娄底市披露一起案

值亿元假减肥药案。警方于豫、皖、湘三省

捣毁了销售网络遍及 20 余省份的有毒有

害假减肥药制售团伙，正在全力追缴流向

全国的近百种“品牌”、十万余盒假减肥药。

在查获的假减肥药中，大部分含有国

家明令禁止的有毒有害非法添加物西布

曲明。西布曲明可能引起高血压、心率加

快、厌食、肝功能异常等严重的副作用，严

重时可致人神经紊乱甚至死亡。

由此可见，这些假减肥药不仅“假”，

而且有“毒”。相比一些标榜自己有神奇

功效但丝毫没有效果的减肥产品，这批假

减肥药危害性更强，甚至以其毒性迷惑消

费者。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自我身材的要

求越来越高，减肥成了很多人的追求，以

至于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除了控制饮

食和加强锻炼的传统方法，通过药物减肥

被一些人视为减肥的捷径。据调查，国内

有上亿减肥药消费者，很多商家瞅准了这

一庞大的市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然而，市场上销售的很多减肥药并不

是“药”。它们部分属于保健品，部分又

被归为食品。国家对网上销售药品有严

格的监管条例，例如《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审批暂行规定》《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等，但专门针对网上销售保健

品、保健医药食品的法规条例则需要进

一步完善。

不 法 商 贩 正 是 钻 了 法 律 法 规 的 空

子。他们试图躲避监管，利用庞大的减

肥药市场牟取暴利。警方表示，此次查

获的假减肥药每粒成本不到 1 角，经过

层层分销，最高可卖 10 元每粒。巨大的

利润空间，促使不法商贩铤而走险，肆意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他们还利用微店等

互联网渠道推销假减肥药，利用消费者

急切减肥的心理开展营销，隐蔽性强，让

人防不胜防。

为阻止假减肥药流入市场，有必要从

源头上加强监管。无论是食品也好，还是

保健品也罢，减肥药都是一种特殊的消费

品。监管部门应重点对减肥类产品予以

关注。对市面上销售的减肥药，应要求实

现源头可追溯，标明产地、成分。监管部

门还要定期抽查减肥类产品，看它们宣传

的跟实际情况是不是一致，有没有夸大其

词，有没有私下添加不应该添加的成分。

为了不让假减肥药危害社会，还要注

意切断它们流通与销售的链条。在此次

警方行动中，阿里巴巴平台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平台通过大数据发现了淘宝网上销

售的含有非法添加成分的减肥药，警方这

才掌握了案情线索。然而，一些假减肥药

的流通方式趋于隐蔽化。商家在微信朋

友圈里开展点对点营销，甚至建立起了类

似传销的严密组织。这就需要监管部门

提高执法水平，利用技术力量实时监控，

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

药 不 能 乱 吃 ，减 肥 类 产 品 同 样 如

此。有关部门和公共舆论应当宣扬正确

的减肥观念，引导公众采用合适的方式

减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体态控制、

身体管理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想

要通过吃某种“药”就达到减肥目的，其

结果可能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以

健康为代价实现减肥。只有公众形成了

正确的理念，减肥药市场才不会像现在

这样鱼龙混杂。

打击假减肥药需多管齐下

王钟的

自从海底捞爆出卫生安全问题之后，大

众的关注点从海底捞的卫生问题，吊诡地迅

速转向海底捞公共关系处理能力的讨论，乃

至网络上出现了“宁可海底捞倒闭”的舆论，

愤怒回击对于海底捞公关能力的夸赞。应该

看到，夸赞海底捞的危机处理能力，实际上是

对食品安全底线的忽视。而公众对于这种夸

赞的反感，也反衬出无论是法律监管还是企

业自身，都对食品安全底线疏于关照。

某些言论站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视角上，

认为海底捞危机处理公共关系水平很高。它

们看起来似乎是精彩的案例分析，但这种分

析是基于只见企业利益不闻消费者权益的视

角。其着眼点在于企业如何过舆论关，而不

是消费者权益如何伸张，因此不足为取。

那么本案例中消费者底线是什么？其实

就是最基本的食品卫生能够得到保障。从海

底捞的应对态度和披露的卫生管理规范上，

大家普遍认可这基本上是中国餐饮业最好的

管理了。但也正因如此，让人们对整个餐饮

行业的卫生水平无法再抱有乐观态度。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文

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食品生产经营过程

的卫生要求”，但食品安全法的立法重点主要在

于防范食品安全事故风险，简言之就是涉及到

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故，而对于基本的食品

卫生，则属于虽有规定而难以执行。因此更多

的，还是要依靠企业自律和社会监督。

而企业自律的效果，海底捞这个“业界最

佳”已经给出答案。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即便

被社会力量曝光，即便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海

底捞虽已给出模范般的回应，但其内容也只

是承诺“努力做”，展示“如何做”，却无法一诺

到底“做得到”。所以，法律管不过来，个别企

业即便想管，也缺乏向死而生的信念，大部分

企业管还是不管我们也不得而知——这，大

约就是当前餐饮业食品卫生的基本状况。

随着中国富强文明国家的崛起，老百姓

早已跨越了餐桌上吃得饱的阶段，要求吃得

干净，吃得放心。这不是额外的苛责要求，而

是基本的权利，与饮用干净水源，呼吸干净空

气一样重要。而要想吃得干净，就必须彻底扭

转当前的食品卫生状况。具体来说，要从法律

管不过来转变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企业缺

乏决死的信念，转变到企业视其为生命线；从

曝光后的公关冲锋，转变到一朝发案则企业

倒闭。而若要有如此转变，法律法规就必须

首先到位。其次，恐怕还需要一个因食品安

全而轰然倒闭的企业做前车之鉴了。

不要赢了公关战
输了食品安全战

陈雍君

今天是 9 月 1 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

子。因为从这天起，一场改变悄然进行，

小学一年级就有科学课，“小豆包”们从走

进学校的那一刻起，就将迎来科学精神的

洗礼。换言之，科学教育站到了国民教育

的起跑线上。而且，此次颁布的新版课程

标准将科学课的性质由“启蒙课程”改为

“基础课程”，地位更加重要。

毫无疑问，无论从学生全面发展而言，

还是从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来说，这都是一个

值得大大点赞的好消息。同时，如何上好这

小学新一课，也随之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在此，我想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南巡讲话中提出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套用这一重要论断，小学科学课同样要精要

管用。具体来说，不妨从“三个并重”起步，

正道直行，避免误入三条岔路。

第一，知识与态度并重，防止走入“应

试教育”的岔路。科学课当然要讲授科学

知识，天上为什么会有彩虹，水为什么变成

了冰，鱼儿为什么生活在水中，这些都是小

学生爱问的问题，科学课有责任给出正确

而又符合小学生接受心理的回答。但仅此

并不够，科学课不只是教授知识，更不能以

学生能答题、会做卷、考高分为满足，更高

远的目标包括在科学知识教与学的过程中

传递科学态度。也就是说，小学科学课应

引导学生养成热爱真理、追求真理、捍卫真

理的品格；使学生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敏感、

好奇和探索的热情，并学会用科学思维看

待大千世界；还应锻炼学生实证、独立和批

判性思考的能力，并善于用这种能力不断

更新和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此外，或许在

当下也是更重要的，应引导学生认真思考

科学技术的社会伦理意义，正确认识人类

活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二，动脑与动手并重，防止走入“两脚

书橱”的岔路。俗话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

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要知道科学的魅力，

也需要动手做一做。科学是一件烧脑的事

儿，同时也是一件需要操作实践的事儿，对于

小学生而言，尤其如此。瑞士教育心理学家

皮亚杰认为，知识来源于动作；前苏联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表示，儿童的智慧在他手指尖

上。这些论断道出了儿童教育的一般规律，

对于科学教育更加实用。科学课最重要的目

的不在于记住所谓“标准答案”，更要防止把

学生变成装满科学名词、理论定律、科学家生

平的“两脚书橱”。相反，只有通过问题导向、

实践导向的课程设置，学生在动手尝试中，课

本上那些知识才会站立起来与学生对话，知

识的讲授才能变成问题的解决。这样的科

学课，就不会沦为“走过场”。

第三，校内与校外并重，防止走入“自

弹自唱”的岔路。孟德斯鸠说过，我们接受

三种教育：一种来自父母，一种来自教师，

另一种来自社会。塑造一代科学新人，学

校教育占有重要地位，但绝不是学校、教师

的“自弹自唱”。如果说学校里的科学课是

在学生心田种下科学的种子，那么来自家

庭、社会的熏陶和影响就是滋养种子长成

参天大树的阳光雨露。小学生的眼睛最乐

于发现需要科学解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

大量地存在于他们生活之中，仅靠学校里

每星期几小时的科学课，显然无法满足他

们对答案的渴望。在这方面，家长就处在

了首当其冲的位置。要求每个家长都熟记

“十万个为什么”、随身携带一套“大百科全

书”，固然是不现实的。但耐心倾听孩子的

问题，并与孩子一起探索答案，在家庭中营

造尊重科学、热爱科学的氛围，却应该成为

当代家长不可推卸的职责。同时，博物馆、

科技馆、少年宫以及各类媒体等都应该成

为小学生科学教育的场所，特别是要发挥

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的作用，给孩子提供

多样化的科学教育形式和渠道，实现校外

教育与学校科学课的无缝衔接。

惟其如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才能感

受科学与生活、与人生的密切联系，从一

年级开始的这堂科学课才有可能成为一

场真正推动未来的改变，科学才能真正点

亮祖国的明天。

小学科学课要精要管用

如今网络信息安全行业最缺什么？技

术、资金、政策、法规还是市场？都不是。人

才短缺依然是网络信息安全企业所面临的最

大挑战。

有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我国高校培养的

信息安全专业人才仅 3 万余人，而网络信息

安全人才总需求量却超过了 70 万人，缺口

高达 95.7%。且这一缺口还将以每年 1.5 万

人的速度递增，预计到 2020 年对网络安全

人才的需求将增长到 140 万。美国政府的

研究报告同样显示，其目前网络安全人才缺

口近 30 万。网络安全行业人才短缺已然成

为世界性难题。

要想破解安全行业人才短缺这一难题，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升网络安全人才的教育

培训工作，这需要高校、社会、网络安全企业三

方面的全力配合。高校需要通过增加学科建

设来进行基础人才的培育；社会则要通过建

立各类安全人才基地以及激励计划，实现专

业、高端网络安全人才的持续培养、挖掘与输

出；而网络安全企业通过将自身安全专业知

识的分享，增强网络安全人才的实战经验。

现今，大量网络安全人员的技能都主要

集中在“攻”的阶段，他们善于挖掘漏洞、发现

问题，但在“防”的层面上则极度欠缺。此时

急需优秀网络安全企业介入，将其自身经验

转换成为专业知识，提升网络安全专业人才

自身能力，使其能够尽快投身于网络安全体

系建设的最前线。

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国家顶层建筑的指

导下，尽快发布统一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标

准、认证标准，以及相关的资格证书。延展开

来，软件开发等其他 IT 人员的网络安全专业

培训工作也需要开始列上日程。

网络信息安全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

合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人员的共同参

与，需要更多场景环境的建设使用，需要更多

人力物力经费的持续性投入。

信息安全人才难题如何解

眉间尺

毕锦雄

近日，山东临沂市罗庄区一百多名小升初学生家长遇到了闹心事，自己的孩子接到了
临沂市罗庄区教育局发放的入学通知书，但在报到时却被学校拒绝登记入学。学校给出
的原因是“因招生人数超额，不接收片区外的学生”。经过沟通，目前学生已经都注册入
学。城市发展速度快，适龄学生超出学校可承受范围是不少地方都出现过的问题。如何
做好协调工作，将矛盾解决在学生入学前，是个长期命题。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