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个人是很喜欢出

野外的。一到青藏高原，

心境立马开阔。我在西

藏坐车到处跑从来不觉

得难受，直到上了冰川才

会有一点高原反应。出

野外有明确的工作计划，

每一次完成任务都很有

获得感。

邬光剑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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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见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

究员邬光剑时，他正在为去普若岗日冰川考察做

准备。

“这个冰川位于羌塘的核心区，该保护区边

缘有沙漠，分析它冰芯里的粉尘，还需要去采

集一些表土和局地样品。”邬光剑对科技日报

记者说。

已持续五年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以下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今年开启了“巅

峰使命”2022——珠峰极高海拔地区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以下简称珠峰科考）。

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队中的一员，邬光剑的

工作日常就是北京和青藏高原两地来回跑。前不

久，他刚刚完成自己在珠峰科考中的任务，脸上被

晒伤的皮肤还没完全恢复。

今年 5 月到 6 月开展的珠峰科考，其中一项

重要的任务，是在东绒布冰川海拔 6500 米处钻

取冰芯。

冰芯，就是从冰川顶部自上而下打钻得到的

圆柱状冰样。在冰川顶部的积累区，越往下冰层

形成的年代越久远。冰层一层一层就像树的年轮

一样，过去地球环境变化的信息也被记在冰层

中。冰川研究者要研究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就需

要钻取冰芯，分析冰芯里“封存”的各种信息——

稳定同位素、黑碳、粉尘等。

邬光剑研究粉尘。他说，粉尘指标反映的是

过去干旱环境状况，研究者会从多方面多角度揭

示粉尘的太阳辐射对全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雪

冰消融产生了什么影响。

冰 芯 记 录 着 气 候 环 境 变 化 的 海 量 信 息 ，

但获取冰芯的过程却异常艰辛。来到一个冰

川，要先开路、运送物资、选打钻点、搭帐篷架

设 备 ……打冰芯的过程要考虑天气、温度、深

度、钻头、人员状况等各种因素，以及冰芯的储

存和运输……可以说，每次执行冰上任务都伴随

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已有 20多年丰富野外科考经验的邬光剑，毫

不意外地在东绒布冰川遭遇了“不顺利”。“5 月

16 日傍晚，我们一行 5 人，到达位于海拔 6500 米

处的打钻位置，为当晚的打钻做准备工作。突

然，一阵大风袭来，帐篷被吹塌了。”邬光剑回忆

道，这种情况前年在澜沧江源头也遇到过，“气人，

但没有办法”。

白天温度高，打上来的冰芯会融化，所以钻取

冰芯需要在极寒的夜间进行。冰天雪地里，工作

人员得在帐篷里作业，没有了帐篷作为庇护，工作

就无法继续。

眼 看 帐 篷 被 吹 烂 ，邬 光 剑 和 同 事 只 能 先

用 坏 掉 的 帐 篷 把 准 备 好 的 物 资 和 设 备 盖 住 、

保护起来，再用雪冰把帐篷压住，防止其再被

大 风 掀 开 ，然 后 撤 回 营 地 。 营 地 在 距 离 打 钻

位置好几公里的冰碛上，走路快的话用两个小

时就能到。

邬光剑说，如今在海拔不高的位置，直升机能

够帮忙运送一些物资。但这次在海拔 6500米，空

气稀薄，导致发动机动力受损，直升机停下来的

话，就可能飞不起来了。

研究“封存”在冰芯里的粉尘

攀登青藏高原上的皑皑冰川，身体要经受极

限考验：低压、缺氧、极寒……但听邬光剑的讲述，

几乎感觉不到负重前行的压抑，更多的是野外生

存的乐趣和极致体验。

2015年 10月，我国冰芯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中

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带队在古里雅冰川钻取了长

达 309 米的透底冰芯，这是目前地球上除南北极

之外钻取的最长冰芯。在那次重大野外科考任务

中，邬光剑担任执行队长。从 8 月进入古里雅做

准备算起，邬光剑在冰雪上蹲点，足足两个月都没

有出来过，这也是他野外科考经历中时间最长、最

难忘的一次。

古里雅冰川位于青藏高原西昆仑山，人迹罕

至。“姚檀栋老师 1991年曾在那里打过冰芯，24年

过去了，那里的冰川如何变化、如何响应气候变

暖，以及以往冰芯记录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都需要

经过再次考察才能回答。”邬光剑说。

作为执行队长，邬光剑要保障科考任务全程

的顺利进行。他率先进入古老的古里雅冰川，

第一个要“啃”的硬骨头就是探路，为科考大部

队开辟出一条安全的道路，特别是要标识出冰

裂隙。

古里雅冰川的“开路先锋”

古里雅冰川“大冒险”，并不是最险的。邬光

剑觉得最险的一次，是 2006 年和同事——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徐柏青一起，从

然乌湖（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八宿县）上游的

来古村徒步到阿扎冰川，那一路沿着峭壁走，脚

下即深渊，“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现在想想还是

有些后怕”。

“但我个人是很喜欢出野外的，一到青藏高

原，心境立马开阔。我在西藏坐车到处跑从来不

觉得难受，直到上了冰川才会有一点高原反应。”

邬光剑说，出野外有明确的工作计划，每一次完成

任务都很有获得感。

对邬光剑来说，野外唯一的“不好”，就是把

自己晒黑了。在冰川上，如果没做好严密的防

护措施，就会直接“晒爆”皮肤。2001 年，他初

到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跟随

姚檀栋从事冰芯研究，就上了帕米尔高原的慕

士塔格峰，在海拔 6350 米处钻取冰芯。当时，

他对雪面反射不太在意，第一天出野外皮肤就

被“晒爆”了。

从事冰芯研究以来，邬光剑已经在青藏高原

完成了 18 次冰芯钻取，冰芯总长度加起来超过

2700 米。随着第二次青藏科考的深入，邬光剑在

青藏高原上的考察时间越来越多，工作内容也从

研究冰芯扩大到研究“亚洲水塔”。

青藏高原是仅次于南极、北极的冰雪储地，孕

育了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

下，这座“亚洲水塔”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将来会沿

着怎样的趋势演变、又会对周边地区的水资源和

生态环境产生哪些影响……这些是第二次青藏科

考重点要回答的问题，也是邬光剑接下来冰川大

冒险的科学目标。

野外工作令他心境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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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裂隙即冰川运动造成的冰川裂缝，其形状

各异、宽窄深浅不一。登山活动中，大多数冰裂隙

会被标识出来，人们会在此处插上两根路标杆，再

用两根绳子绑出一个“X”形。但当积雪填满冰裂

隙时，它还是不容易被发现。

“探路的时候，我们几个人的腰上都系着安全

绳，大家联在一起，这样就算谁一脚踏空，也能被

立刻拽住。”邬光剑说，古里雅冰裂隙最多的一段

路，是在海拔 5500米上升到海拔 6000米的那个大

斜坡。窄的冰裂隙，可以直接跨过；遇上较宽的，

就得在两边都打上冰镐，拉上绳子，再拴一道安全

绳，拽着绳子踏着脚下的积雪勉强过去。

开出了路，钻取冰芯用的物资和设备陆续抵

达。特别是两辆雪地摩托，可以从海拔 5400米开

到海拔 6200 米、6700 米的钻点位置，科考队也得

以加快了在冰面上的作业进度。

人们在交流时，会借助手势传达

一些信息。而对于听力障碍者来说，

手势不是辅助交流手段，而几乎是他

们最主要的沟通方式。

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教授汪萌在多媒体智能领域所取得的

科研成果，可以让计算机精确理解手

语视觉意图，并能够自动生成多语种

语言。他的这些成果，为听障人士运

用现代信息化手段与外界互动交流，

开辟了一个新通道。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计算机对多

媒体信息的理解日益接近人类水平。”

汪萌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从最简单的图片
内容识别起步

早在读研期间，汪萌就将多媒体

智能中的多媒体内容分析与理解作为

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后来，

汪萌 24岁获得博士学位、27岁受聘为

特聘教授、33 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外人看来顺

风顺水的科研道路，他却觉得自己走

得异常艰辛。

“最初，我们从最简单的图片内容

识别入手，给计算机 1000 张照片，让

计算机识别出哪些照片是在室内拍摄

的、哪些又是在室外拍摄的。随后，再

尝试识别哪些照片是在城市拍摄的、

哪些是在乡村拍摄的。再后来，才能

让计算机识别照片中的具体内容，比

如是人还是动物、是车还是船等。”汪

萌回忆道。

在多媒体智能起步阶段，这些简

单的识别内容，一度难倒了以处理数

据见长的计算机。带着这些问题，汪

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终于将初阶的

计算机识别难题给攻克了，但完成这

些才只是开始。

在此基础上，汪萌开始研究描述生成，即给计算机一张图片，让计

算机用一句话描述其中包含的信息，这被汪萌形象地称为“教计算机看

图说话”。

经过 2年的集中攻关，汪萌终于“教”会计算机用自主生成的、具有

主谓宾结构的语句对图片进行描述，但是这种描述能力也只是勉强达

到 5岁孩子的语言表达水平，远未达到可以被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程度，

需要攻克的问题还有很多。

将技术成果在多领域应用

“研究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来之不易。想要在高水平的智能化道路

上走得更远，我和团队成员只能脚踏实地、逐个攻克难题。”汪萌告诉记

者，随着研究的深入，计算机内容分析的智能化水平在不断提升，它的

理解能力也越来越强，描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

“我们逐步实现了人机问答和对话，让计算机在‘看’完一部电影

后，向我们描述其中一段情节，进而让计算机针对某个问题或一系列关

联性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汪萌回忆道。

十余年的持续攻关，汪萌带领团队成员围绕可解释的多媒体智能

技术在视觉内容情感分析、视觉非接触式生理信号检测、多模态抑郁症

诊断、情绪相关微动作检测与识别等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先期探索，并取

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

“在这一系列成果的支撑下，如今架起一个广角镜头，计算机通过

镜头‘看到’自动监控画面中的人与物，就能分析、推理其中相关物品、

人物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从而实现对某些特定场所的安

全感知、预警和管控。”汪萌说。

填补电力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系统领域
的技术空白

汪萌告诉记者，他和团队成员取得的原创性成果已经“走”出了实

验室，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我和团队成员为电力施工现场设计出了一整套智能感知、云边协

同、全过程可视化的电力工程现场安全解决方案和软硬件系统，有效地

提升了电力施工现场的安全水平。”汪萌表示，他们的成果应用在全国

超过 120 个地市的工程现场，实现了对电力工程现场的远程实时监控

和智能识别分析，还可以对其进行综合风险预判，进而降低了电力施工

现场的安全风险。

汪萌及其团队的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电力施工现场安全管

控系统领域的技术空白，建立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为电力

工程大规模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

如今，汪萌和他的团队成员正在探索将研究成果应用在无障碍引

导、辅助教学、智能聊天机器人和无人驾驶等更多场景中，改善残障人

士的生活并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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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灶村，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

中心位置，是名副其实的“亿元村”。

这个村的“领头人”——党的二十大代表、古

灶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秀兴，是一个 1984

年出生的“邻家姐姐”。

硕士研究生、外来媳妇、党委书记……贴着这

些“标签”的陆秀兴，如何扛起“亿元村”？

放弃高薪职位走向基层

2010 年，获得暨南大学硕士学位后，陆秀兴

来到佛山市禅城区工作。

机缘巧合，张槎街道当年正在招募农村后备

干部。于是，陆秀兴放弃企业高薪职位，选择投身

乡村建设。经过选拔，2014年 7月，陆秀兴成为古

灶村一名后备干部。第二年 4 月，因工作表现突

出，陆秀兴被调至禅城区张槎街道组织工作办公

室从事基层党建工作。

2017 年初，古灶村发展出现了较大问题，村

里负债累累，村民对村干部失去了信心，看不到村

里未来的希望。

陆秀兴临危受命，2017 年当选为古灶村党总

支部书记（2020 年 7 月村党总支部升格为党委），

成为了张槎街道唯一一名硕士女村干部。

也曾被现实泼冷水

当时，新组建的古灶村党总支部委员会共 6

个人。“上任之后，我们雄心勃勃，大家都说要干出

一番事业来。”陆秀兴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村民最关注村里的发展，

于是他们考虑联合相关方面，共同开发位于佛开

高速禅城出入口旁的 17.6 亩土地，让村民都能从

中分红受益。

“我们就是想借这个项目的开发，让村民都受

益，提振大家的士气。”陆秀兴说。

但是，陆秀兴觉得很好的项目，在村民代表会

议表决的时候，却遭遇了村民的质疑……最后表

决，一多半的村民反对。

明明是为了村里的发展，到头来却不被村民

接受。这样的结果，给陆秀兴泼了一盆冷水。

思考再三，最后陆秀兴得出结论，新班子成员

比较年轻，群众的认可度、信任度不高，归根结底

还是村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不强。

靠党建让古灶村焕然一新

于是，陆秀兴进一步扛起政治责任，确立了

“党建作统领，经济民生为两翼”的工作思路，加强

了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坚持村里重大事项决策要

经过“四议两公开”的流程，加深了村组干部、党员

与群众的沟通联系，使古灶村成为佛山市首个推

行农村重要事权清单管理制度的示范村。

陆秀兴用自己的真诚和付出赢得了广大村民

的支持和拥护。2018 年 3 月，古灶村村民代表会

议表决同意盘活那 17.6 亩土地。该地块开发后，

租金收入上升至原来的 5倍。

经过几年的发展，近 3 年村组两级集体经济

收入年均超 1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了约 4000 万

元。

张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何永庆

表示，2017 年以来，古灶村不仅顺利摘掉“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的帽子，还从一个负债严重的“问题

村”变成了全省乡村治理“示范村”。

“时时放心不下”

3 年多过去了，古灶村又一个重大事项决策

需要村民投票表决。这一次，陆秀兴信心十足。

2021年 3月，在前期详细摸底的基础上，古灶

村党委提出了古灶村城市更新项目方案。这一

次，村民支持率高达 93%。

“作为一名党员，要干最难的事，有危险要冲

在前。”父亲的这句话，深深地影响着陆秀兴。

古灶村面积约 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3708人，

非户籍外来人口约 1.6万人。要把村里服务好，非

常不容易。

“我奶奶是古灶村人，我姑姑也嫁到了古灶

村，小时候我就经常在这里玩，现在我也嫁到了

古灶村，能够服务村民是我的荣幸和责任。”陆秀

兴说。

她坦言，每天晚上只要听到消防车路过的声

音就会醒来，担心是不是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等

到警报声逐渐消失了，才松了一口气。

“时时放心不下”成为陆秀兴的常态。她说，

自己努力把村中每件事都办好，要让村民更满意，

使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

陆秀兴：打造“示范村”的80后书记

陆秀兴陆秀兴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卢汉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