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采访活动上，全国人

大代表、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面对记者的提问侃侃而谈：“77 年来，

几代莫高窟人发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

神，不断努力，应用各种科学技术，使石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管理，也逐

步恢复了昔日的光辉。”

新锐的科技，古老的文明。人们在这位身材清瘦、言语凝练的全国人

大代表身上，看到两种元素碰撞生发的独特气质。

这是“壁画医生”苏伯民在莫高窟的第29个年头。很难想象，这位言语之

间满是对文化遗产关心热爱的全国人大代表，是一个学化学的“理工男”。

时光倒流至 1992年。

初到敦煌时的那些寂静夜晚，在记忆中清晰如昨。亘古星月下的千

年石窟、艺术家们无限向往的圣地，他一遍遍打量着，怎么看也不像是科

研沃土。苏伯民郁闷地问天：“在这么个地方，我能干个啥？”

华发渐生，岁月留痕，最初的疑问早已消散在宕泉河畔日复一日静心

工作中。

今天，站在“代表通道”上的苏伯民，身后是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的“青

春敦煌”，面前则是一个文化自信不断升腾的古老民族。

这是一个生逢其时的奋斗故事。

有人评价说，苏伯民是文物保护领域“少有的具备科学家精神的人”；

也有人说，此人“有点无聊”。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文物工作者与科学家之间的差异。

“敦煌女儿”樊锦诗回忆自己第一次看到莫高窟，那场景令人动容：

“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

但就是震撼、激动。”

苏伯民描述自己初到敦煌的工作，“画风”是这样的：“实验室条件简

陋，每天和和泥、调材料，感觉没啥技术含量。”

显然，文化瑰宝与科学家的“邂逅”，起初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落根针都能听见，游客散尽的莫高窟安静得令年轻人发慌。最开心

的事儿，是周末的黄昏坐车到城里，点上啤酒、吃几根烤串，看人来人往，

感受一下热闹的人间烟火。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彷徨，消散在敦煌研究院加深国际合作的时代。

上世纪 80 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开始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机构开展

合作。尤其是 1997 年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的莫高窟第 85 窟

保护研究，成为我国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的典范。

第 85 窟营建于晚唐时期。古代工匠的妙笔下，一千多年前耕作、狩

猎、嫁娶等生活场景活灵活现。

然而，千年的风沙摧残，让这个美妙绝伦的洞窟几乎患上了所有种类

的病害。最严重的是酥碱，一种能让壁画化为粉末的“绝症”。一阵微风，

就可能让一块千年壁画消失无踪。

“特别心疼，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莫高窟人曾束手无策。

研究发现，病害的“罪魁祸首”是岩体里的盐分。空气湿度变化，让盐

分反复潮解、结晶，最终出现各种病害。

历时 7 年、尝试 80 余种配方……苏伯民所在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团队

和外国专家一步步破解难题，终于找到既能脱盐又能保持壁画原貌的好

方法。如今，第 85窟的洞窟环境依然稳定。基于此次合作探索出的文物

保护流程，还直接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合作让苏伯民接触到预防性保护等国际先进理念，也令他越来越强

烈地感受到科技在文物保护中大有可为。

科学家的想象力，在文物保护领域展翅飞翔。

2009年，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成功研发。这个将

信息采集、智能预探测、分析检测、现场提取等诸多功能单元集成搭载在

车辆上的实验室，第一次将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前移”到文物出土现场。

这个可移动的实验室灵感来自何处？担任课题负责人的苏伯民给了

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

科技在文物保护中大有可为的意识，逐渐变成他的使命。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苏伯民连续提出设立文物保护基础科学研究

方向、将文物保护认定为独立学科、加大对文物数字化技术的创新研究等

诸多建议。

全新的时代，给了当代莫高窟人大显身手的契机。

“国家对文化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自

信越来越强烈，我们也要承担起更重要的时代课题。”苏伯民说。

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建立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

术中心、带着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理念技术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新一代敦煌儿女对标国际、静心钻研之下，莫高精神续写着新的篇章。

“我们 100 来人的保护团队，光去年就承担了 3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现在的课题都在啃文物保护的‘硬骨头’，致力研究文物劣化的深层

机理。”苏伯民说。

时光，成为他与莫高窟之间的“催化剂”，“化学反应”在日升月落间悄

然发生。

“天天跟莫高窟在一起，人是会有变化的。”回望近 30年的敦煌生活，

苏伯民感慨万千。

科学家的理性，逐渐渲染上感性的温度。

壁画在他眼中有了生命的气息：“别人看到的是静止的物，我看到的

是活的生命和无穷奥秘。壁画中的一抹绿，不仅是有机颜料、无机颜料的

叠加，更蕴含着匠心巧思。”

当年难耐的静，也已涤净青春的浮躁。

茫茫戈壁，夜凉如水。苏伯民有时会感怀过往——常书鸿、段文杰、

樊锦诗……那些曾在同一片星空下守望、奋斗的敦煌儿女，那些纯粹、无

悔的青春芳华。

“这山望着那山高将是人生的巨大损失。专心致志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是个人的幸运，也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如今的他，也已“择一事，终一生”。

只不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苏伯民，肩上背负着更多的重任；他的

眼中，还有更加宏伟的蓝图。

“我呼吁成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苏伯民说，

技术仍然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丝绸

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更是重要课题。目前，文物保护领域还没有国家重点

实验室。他希望能通过搭建平台，汇集更多优质的团队和科技资源，为我

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支持。

所有的奋力奔跑，都为了圆一个时代的梦想：“让文化自信在每个中

国人心中闪光。”

苏伯民：

给莫高窟壁画“开药方”

今年春节前夕，中国科协公布了 2020 年宁

夏“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

柔远镇科协副主席兼农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梁

玉斌榜上有名。

虽然工作的地方很不起眼，但在宁夏科技

界，梁玉斌算得上一位名人。去年 5 月，他荣获

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成为沙坡头区首个获得

此项殊荣的科技工作者。

“作为农民的孩子，就要把学到的新技术，推

广到田间地头，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

作出自己的贡献。”手捧奖状，梁玉斌向年轻的同

事说出了这一番话。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参加工作 32年来，梁玉斌一直扎根基层，从

事乡镇农技推广工作。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实

干担当的精神，把致富的“金钥匙”交到柔远镇

6700位村民手中。

要让老乡吃饱肚子、过好日子

1987 年，出身农村的梁玉斌考入宁夏农业

学校，他立志要让乡亲们吃饱肚子、过上好日

子。毕业后，他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农业技

术员。

2015 年的某一天，柔远镇高营村种植户吕

建国遇到了“用工难”。他家的蔬菜大棚喜获丰

收，可人手不够，自己和老伴儿怎么也忙不过

来。情急之下，他想起了梁玉斌。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半小时后，梁玉斌已联

系好工人。闲聊中梁玉斌发现，如果能从根本上

解决这一问题，就不用年年找帮工。

“要不要试试种大菇？投入少，用工量也

少。”梁玉斌问吕建国。

想到自己不懂技术，更不敢冒险，吕建国默

不作声。

觉察到吕建国的难处，梁玉斌带他到宁夏固

原市彭阳县城阳乡长城塬村的食用菌产业示范

园进行参观。

“当年即可收回投资并获利，来年投入产

出 比 可 达 1∶4……”梁 玉 斌 耐 心 地 为 吕 建 国

讲解。

参观过后，吕建国下定决心改种大菇。仅用

一年，他不仅收回成本，收入还翻了一番。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了梁玉斌的金

点子，村民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在梁玉斌的努力下，不少农户摘掉贫困帽。

不过，在梁玉斌看来，这只是迈向全面小康的第

一步，持续致富才是关键。

近 年 来 ，他 先 后 争 取 各 类 惠 农 项 目 资 金

2500 余万元，对柔远镇 2500 座日光温室进行改

造升级，配套安装卷帘机、保温被，增强了日光温

室的坚固性和保温性。仅此一项，就使得柔远镇

降低劳动力成本 375万元。

在田间地头支起“教学台”

在柔远镇，吕建国是大家公认的种植能手。

对此，他总是说：“这几年梁主任给我们跑

前跑后联系了各种培训，我一次不落都参加

了，要是按照以前的老方式种，肯定没这么好

的收益。”

种植技术欠缺、病虫害防治能力薄弱、种植

观念落后……梁玉斌深知农民的困难，为此，他

积极开展新品种应用、新技术推广，甚至还尝试

在田间地头支起“教学台”。

截至目前，梁玉斌举办各类培训班 16期，累

计培训 6000人次以上。

为了引导农户积极参加培训，梁玉斌还借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

普日”等契机，组织开展了科普进集市、进社区、

进校园等 30余场科普活动。

近年来，梁玉斌指导全镇流转 9000 亩土地，

建设占地 1.2 万亩的永久性蔬菜基地，创建 3 个

农业部标准化园区。此外，他还抓住中卫市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的机遇，建成以水产品养殖为主，

集水禽养殖、莲藕种植等新品种示范为一体的生

态高效示范区。

疫情期间解决蔬菜滞销问题

“最近大家普遍反映玉米田里杂草较多，

可以通过物理、化学等措施除草，具体方法如

下……”这是梁玉斌最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

一条信息。

他经常说，土地就像人的身体，需要均衡

搭配的营养。过去农民撒肥凭感觉、靠经验，

导致土地营养失调，他想把大家都培训成“土

地营养师”，教他们“精准施肥”。

梁玉斌所做的，除了手把手教农民选育良

种、规范种植、科学管理，还拉起了一支科技志愿

者队伍。目前，他已在柔远镇建起了 13 支科技

志愿者服务队伍，招募了 100余名基层一线科技

工作者。

为了让志愿者率先掌握实用技术，梁玉斌

还 设 计 了 蔬 菜 基 础 理 论 、植 物 生 理 、土 壤 肥

料、蔬菜栽培、绿色防控等一系列课程，希望

通过他们能为更多的蔬菜园区、农户提供上

门服务。

2020 年 3 月，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农户的蔬

菜积压，梁玉斌多方联系，为 12 家蔬菜流通户

办理了“绿色通行证”，解决了 5.3 万吨蔬菜的

滞销问题。

此外，梁玉斌还动员蔬菜种植大户为隔离户

捐赠辣椒、茭瓜、西红柿等蔬菜超过 3350 公斤；

从广西、云南、山东、海南四地协调了 80 余名嫁

接工，解决了 8家育苗企业的用工荒问题。

“梁主任就是我们农民的‘娘家人’。不管是

种植技术问题，还是农补政策问题，我们都找

他。”沙坡头区东园镇赵桥村村民李爱全说。

梁玉斌：普及精准施肥，把致富钥匙交给农民

我的工作就是为这些项目和装备的立项、验证提供一

把“标尺”。有了这把“标尺”，科研人员就可以准确评估这

项前沿技术的作战效能，及其在未来战场所能发挥的作

用，以此来设计出强有力的武器装备。

程湘爱

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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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威力有多大武器威力有多大？？
她拿她拿““尺子尺子””一量便知一量便知

◎本报记者 王迎霞

作为一名国防科技工作者，在光学探测领域

耕耘近 30年，为获取准确实验数据，解决关键技

术难题，她上高原、进大漠、走边防；作为一名军

校教员，三十年如一日，她坚守三尺讲台，被评为

全军优秀教师，是很学生们心中的“程妈妈”……

她就是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程湘爱。

日 前 ，程 湘 爱 荣 获 2020 年 度 全 国 三 八 红

旗手标兵荣誉称号。谈及此次获奖，她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这份荣誉是至高无上的，但

它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属于全体解放军

女官兵的，今后我将继续为强国强军贡献智

慧和力量。”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张玉洁

1984 年，程湘爱以优异成绩考入国防科技

大学，并选择了难度较大的专业——物理。4 年

的时光，她想的最多的事情是专业课程，去的最

多的地方是图书馆。

功夫不负有心人。本科毕业时，程湘爱以专

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中国科技大学应用

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

读研时，程湘爱的硕士毕业论文被评为中国

科技大学优秀硕士论文，导师建议她留校任教，

但她忘不了心中的从军梦，毅然选择参军入伍，

回到国防科技大学担任教员。

要想攀登更高的山峰，需要不断补充能量。

2002 年，程湘爱决定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工作需

要，她选择了跨度比较大的光学工程专业。2003

年春节，程湘爱回老家探亲，为能补上专业知识

的短板，她大年初一都手捧着光学专业书恶补，

引得 70 多岁的老母亲疑惑地问道：“湘爱，你都

是学生的老师了，还这么用功学习呀？”

因为教学、科研双肩挑，常年工作量非常大，

加班熬夜是程湘爱的常态，她几乎放弃了所有的

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在飞机、火车上备课成了家

常便饭。

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程湘爱患上了腰

肌劳损，病情严重时她连凳子都坐不得。腰痛厉

害时，她就趴在床上备课。有一次她一边拔罐一

边备课，因为备课太投入，拔罐时间太久，背上起

了许多血泡。但她稍作处理，次日照样精神抖擞

地出现在讲台上。

“这么多年，经常有媒体称呼我为‘女神’

老师，去年还被评为‘最美新时代科大人’。可

我觉得，这美那美，最美的还是这身军装。”程

湘爱说，“我是有军队情结的人，为了钟爱的国

防科技事业，我必须努力，这也是我的使命和

价值所在。”

大年初一捧书恶补专业知识

1998 年，组织上决定将程湘爱调至某研究

室，从事一项前沿技术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全新

的课题，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却与我国打

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密切相关。

如果程湘爱继续沿着以前的方向做科研，相

信不久就会有很大收获。如果从事此项新研究，

征途漫漫、前景未知，但这个新课题与未来战场

紧密相连，与提升部队战斗力紧密相关，意义重

大，是必须攻破的技术堡垒。

越是艰险、越要向前，面对肩负的使命，程湘

爱没有犹豫，毅然接受了这项挑战。她与团队成

员从基础理论研究搞起，一干就是 20多个年头。

2004 年夏天，为了获得第一手数据支持我

国某首套重大型号项目的立项，科研团队需要多

次辗转多地开展验证性试验。

当时，开往西北大漠试验外场的路尚未修

好，道路崎岖不平，车子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颠簸得很厉害。程湘爱晕车，为了防止晕车呕

吐，上车前她经常不敢吃东西。实验场地条件

艰苦，热水限时限量供应。她白天埋头整理分

析数据，晚上披星戴月做测试，常常忙起来错

过了供应热水时间，连续几天都洗不上一次热

水澡。

经过多次优化迭代后，程湘爱和团队成员获

得了关键的试验数据，以此揭示了该项技术的应

用原理，为多个重大型号项目的立项和装备的效

能评估提供了重要支撑。

“说白了，我的工作就是为这些项目和装备

的立项、验证提供一把‘标尺’。有了这把‘标

尺 ’，科 研 人 员 就 可 以 准 确 评 估 这 项 前 沿 技

术的作战效能，及其在未来战场所能发挥的

作 用 ，以 此 来 设 计 出强有力的武器装备。”程

湘爱说。

但 要 想 设 计 出 一 把 好 用 的“标 尺 ”，着 实

不易。

2014 年，程湘爱赴东北某地进行某项实验，

实验地点定在一栋尚未完工的 28 层大楼的楼

顶。当时室外气温为零下 20 摄氏度，楼顶北风

呼啸，楼里也没有暖气、空调和热水。程湘爱的

手脚都被冻僵了，只能靠蹦蹦跳跳来取暖。在这

种恶劣的条件下，她和团队成员连续奋战多天，

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试验任务。

2012 年，到河南开展某项试验时，试验环境

具有强辐射性，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为了

为获取数据进入强辐射环境 取得更准确的实验数据，程湘爱亲自上阵，一头

扎进实验室。

……

程湘爱如此，她所在的团队亦是如此。在

一位又一位带头人的领导下，团队发扬“科学

引领、集智攻关、强军报国、敢为人先”的精神

先后被评为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

创新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军队高水平科技

创新团队，成为国防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国

家队”。

在教书育人的生涯中，程湘爱获得了许多荣

誉称号，但她最珍视的，是学生们给她的亲切称

呼——“程妈妈”。

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某中心副研

究员江天是程湘爱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江天

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前一天，程湘爱带江天反复推

演，直到深夜江天睡了，程湘爱还在为他准备相关

资料。第二天江天才得知，老师几乎整晚没睡。

因为准备很充分，江天答辩很顺利。

江天毕业留校两年后，程湘爱力排众议推荐

他担任自己所在课题组组长，用程湘爱的话说，

能否担任组长不要看资历要看能力。

研究生小文（化名），入学后学业遇挫，申

请出国又没能如愿，情绪低落到几近放弃学

业。程湘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程湘爱拉她到

家里吃饭，周末还带她一起骑单车、爬山，鼓励

小文坚持下去。后来，程湘爱得知这名学生喜

欢的专业方向恰好与北京某研究所的研究课

题有关，她就把小文推荐过去做硕士课题研

究，最后这名学生顺利毕业。

程湘爱的同事开玩笑说她适合当“政委”，能

够让学生走出情绪的低谷。

“看到学生们取得成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

骄傲，他们是我学术生命的延续，更是军队未来

的希望。我会竭尽所能扶持他们、助力他们、托

举他们，让他们尽可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程

湘爱说。

今年春节，学院组织导师送春联活动，程湘

爱送给学生一副对联：学贯东西才砺剑、行成南

北德铸魂，这也是她一直以来对学生的期盼。

学生心中的“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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