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想实现产业化，我们

必须全链条考虑问题。如

今，激光显示技术已从标清

走向高清，正在走向超高清，

相关产业到了更新换代大洗

牌的阶段。业界一定要抓住

机遇，自主可控地打造新一

代激光显示产品，抢占激光

显示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许祖彦许祖彦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记者 郑 昕 张博文

把该担当的责任担起

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

没有简单的工作，无论

做什么都需要始终如一的

尽职尽责。不管在哪个岗

位，都要用最高标准做好每

项工作。

王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炼油部联合三车间值班
长、高级技师

留声机

◎本报记者 陈 曦
通 讯 员 王 微 胡玉华

匠心追梦人

周一有约

◎实习记者 都 芃◎本报记者 付丽丽

院士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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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名信息库显示，秦岭深处的静峪因安静无声而得名。但这里的

寂静，在清晨会被早起鸟儿的鸣叫声和山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打破。随后，

是几名护林员响亮的脚步声。

领头人叫赵苍虎，今年 59岁。20多年前，他还是名伐木工人，每天走在

这条通往林区的秦岭营盘沟的山道上。

营盘沟区域的国有林管护面积约 5300亩，是其所属陕西西安鄠邑区涝

峪国有生态林场静峪管护站总面积的不到十分之一，更是大秦岭浩瀚林海

的一小片青绿。

20斤的背包里装满开山刀、安全绳、干粮和一大摞宣传材料，不需要拐

杖就疾行在一场小雨过后湿滑的碎石路面上，赵苍虎与同事们一会儿弯腰

捡拾废弃物，一会儿眺望远处山林，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吓走可能盘踞在路

边的小动物。

“我 18 岁就到涝峪林场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砍树。干得多、吃得多，

一天要吃两斤四两的粮。”刚从山下农村来做伐木工时，赵苍虎有使不完的

劲儿，全凭着人力，把林场里的树木一棵一棵伐倒。

2000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全面启动，实行木材停伐减产，

赵苍虎转为一名护林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从砍树变成了保树。

“把经济效益变成生态效益，好多人听不懂这是啥意思，我那时候也听不

懂，但就是对这林子有感情。”赵苍虎用浓重的陕西关中话说。自此，他厚实双

手的老茧和身上被划伤的痕迹，换成了常年走山路走出来的磕伤与扭伤。

“像这旅游鞋，两个月穿坏一双。”老赵告诉记者，巡山这项工作，没有任

何手段比得上一双“铁腿”。静峪管护站的范围大而散，在十几条线路中，短

的来回一趟得四个小时，长的要走八到十个小时，风餐是天天如此，露宿也

时常有。

“有时候出来带的任务多，山里黑得早来不及下山，都是听着野兽的嗥

叫睡着的。”和赵苍虎搭档多年的储护林说，羚牛、野猪，这些年他们在山里

见过不少。在 2019年一次巡山中，他们还遇到两只黑熊堵在路前头。

赵苍虎说，遇到那些乱砍滥伐、违规用火或者盗采名贵中草药的不法分

子，在十多年前并不鲜见。每每遇到时，他先上去制止，随后上报。他说，现

在秦岭的“五乱”少了，在山里遇到的更多是“驴友”和来考察的大学生。

从刚走进静峪时的小伙子，到如今已是有两个孙儿的老人，在秦岭里一

干就是 40多年的赵苍虎现在还是几乎每天背上行囊，和同事两三人一组走

在静峪的一道道沟梁，查看林木生长情况，巡查火灾风险点，宣传野生物种

保护法律法规。

“我在 20世纪 90年代栽下的落叶松，从小树苗长到了 19米高。这些树

就像我的孩子，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咱的辛苦就没白费！”明年 4月就将退

休的赵苍虎告诉记者，在这座林场里，他是仅剩的有过伐木工经历的职工，

亲眼见证大秦岭生态的改善，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把保卫秦岭生态作为自觉

行动。他觉得，只要双腿还迈得动，就还想把本职工作做好，继续守着这山、

这林子。

巡山20余载

他守护秦岭的一草一木

以往每周二、三，停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标本馆门

前的早班车上，都会走下一位 90多岁的老人，他精神矍铄、面容慈祥，手里拎

着一个黑色的旧公文包。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所研究员王文采。

只要没有特殊情况，90 多岁的王文采每周这两天都会来植物所上班，

进行标本定名、研究、修订等工作，风雨无阻。

然而，这样忙碌的身影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植物所了。

2022年 11月 16日，王文采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 96岁。

王文采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领域的引领者之一，作为主持

人或主要参加者曾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组织编研的《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是植物学领域极具科普及研究价值的重要工具书。

王文采的名字中带一个“采”字，似乎冥冥中注定了他要与“标本采集”

结缘。

1945 年，王文采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生

物系。大三时，他上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所前身）研究员林镕开

设的植物分类学课程。在第一次课外实习中，林镕带领全班同学来到玉泉

山采集野外标本。

那一次实习给王文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被植物分类学迷住了。

大学毕业后，王文采在北京师范大学留校任教，后来被静生生物调查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所前身）所长胡先骕推荐至中国科学院，开

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

“搞分类，采集标本是第一步。”只要身体允许，王文采总要亲自去野外

考察，但出野外免不了与危险相伴。

1958 年，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时，王文采不幸感染恶性疟疾。连

续高烧后病情愈发严重，药物治疗始终不见效。在这危急时刻，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的 4 名青年为王文采紧急输血 1600 毫升，将他从“鬼门关”

拉了回来。

自 1950 年开始野外调查，数十年间，王文采对我国植物分类学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共发表了 28 个新属约 1370 个新种，提

出了东亚植物区系的 16个间断分布式样和 3条迁移路线，是毛茛科、苦苣苔

科、荨麻科等类群分类研究的集大成者。

成绩的取得靠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哪怕是付出健康的代价。

2019 年元宵节过后，90 多岁的王文采感到左眼不适，助手急忙陪他去

医院检查。但在检查过程中，助手得知，王文采的右眼竟然在 10 年前便已

失明。

就靠一只眼睛，10 年间，王文采坚持在标本馆里看显微镜、做研究，出

版了多本著作、完成几十篇论文。检查结束后，王文采对助手念叨：“趁着还

能借助放大镜工作，我得赶紧把关于中国翠雀花属植物分类学修订的文稿

写完，后面的事情，就得麻烦你们了。”

王文采一生走遍大江南北，为摸清中国植物资源家底、推动中国农林牧

业发展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虽然王文采离开了，但他对科研的满腔

热忱和忘我奉献，将激励后人奋进前行。

他一生走遍大江南北

只为摸清植物资源家底

最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石化）炼油部联合三车间值班

长、高级技师王勇，每天都在 20米高的渣油加氢

装置换剂作业平台上，进行安全监护。中国石化

新版“7+1”制度于近日正式实施，风险管理标准

更加严格，为保证大规模无氧施工作业安全进

行，王勇每天都“守”在生产一线。

22 年来，王勇始终扎根一线，逐步从操作工

成长为“技术大咖”。今年，他荣获了 2022 年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

创造连续15年零事故纪录

22 年前，作为石化子弟，王勇以第一名的成

绩从技校毕业，并被分到刚开工不久的天津石化

炼油部加氢裂化车间。

面对熟悉又陌生的设备，王勇有些迷茫。不

过他深知，厂里正值用人之际，只有加紧学习、快

速熟悉装置，才能和师傅们一起并肩战斗。

汗水浸透了工装、双手磨出了血泡……王勇

仅用三个多月，就把涉及装置的上百条流程梳理

清楚，并将其画成图纸装订成册。从此，所有流

程就像“刻”进了他的脑子里，谁也问不倒，他也

因此获得了“流程王”的称号。

作为石化企业，安全是企业的命脉。几年

前，王勇就经历了一次突发安全事故，不过事

情很快就被老师傅们控制住了。这让王勇意

识到，要想实现安全生产，除了要具备高度的

责任心外，还需有过硬的岗位技能和足够强的

应对本领。

为此，王勇创新推出了“夯实基础全员化、执

行操作标准化、现场管理精细化、人员培训系统

化、岗位评比示范化、定期演练实战化”的“六化

管理法”，还根据厂里装置多、巡检线路长的特点

制定了常规巡检、定向巡检、随机巡检的“立体式

交叉接力巡检”模式，使装置始终保持在安全受

控状态。

除此之外，按照车间任务分工，王勇还带

领班组成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梳理出高风险

岗位——加氢裂化岗位的 400 多项技能知识

点 ，这 也 成 为 该 岗 位 一 线 操 作 员 的“ 百 科 全

书”，并在中国石化系统内推广。

在王勇担任班长、值班长期间，该班组创造

了连续 15 年零违章、零事故、零伤害的纪录，而

且他们还不断创优争先，仅去年一年就提出了

26项优化措施。

用150天交出冬奥“答卷”

“把该担当的责任担起来，把该做的事情做

到位。”入职以来，这是王勇最常说的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今年 4月，正值天津石化联合九车间渣油加

氢装置换剂检修，当得知兄弟车间监护人手短缺

时，王勇第一个报名。他和其他 20 名经验丰富

的员工组成监护团队，采用“三班两倒”模式，日

夜值守反应器，确保施工安全。

作为甲方监护人，王勇每 5 分钟就要督促

乙方监护人对作业人员进行喊话，每隔 1 小时

就要进行一次施工换人提醒。每次人员进入

反应器内作业前，都要逐项对安全措施进行重

新落实、确认。此外，由于换人频次较高，王勇

等甲方监护人还要详细记录进出反应器人员

名单和工具清单等，这些环节都需要他不错眼

珠地紧盯着。

这项工作看上去简单，但王勇却觉得做好并

不容易。“没有简单的工作，无论做什么都需要始

终如一的尽职尽责。不管在哪个岗位，都要用最

高的标准做好每项工作。”他说。

当 承 担 国 家 重 要 项 目 时 ，王 勇 更 是 冲 在

第 一 线 。 2021 年 4 月 ，厂 里 接 到 新 建 一 套 氢

气提纯装置的任务，而用此装置提纯出的氢

气将用于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以下简称

北京冬奥会）。但留给天津石化的生产时间

只有 5 个月。

七八月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进入

施工现场前，参与任务的王勇和班组员工都会

在口袋里放上两瓶藿香正气水，然后进入现场

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时，为了准确查找装

置的气密泄漏点，王勇还要把身体紧贴地面，

脑袋钻到狭小的装置里去，闷热的空气让他的

汗水成串往下滴。

经过 150个日夜的奋战，新建装置实现一次

开车成功，氢气纯度达到 99.999%。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举办当晚，王勇守在电视机前，当看到氢

气作为燃料点燃北京冬奥会赛场的主火炬时，他

的眼角湿润了。“很荣幸能为冬奥作贡献，用洁净

能源为冬奥添彩。”他说。

22 年耕耘，初心始终未变。如今，已过不惑

之年的王勇，干劲却比刚入职的新人还足。他

说：“五一劳动奖章代表着国家对我的认可，我会

付出更多精力和努力回馈国家。”

荣获 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王勇：“氢”情奉献，用最高标准做好基层工作

无数条光束穿过主火炬台，一棵由激光组

成的“参天大树”在舞台中央拔地而起……在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闭幕式上演的《折柳寄

情》节目感动了无数人，其震撼场面至今令人

印象深刻。

这棵由激光束组成的“大树”应用的正是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祖彦及其团队自主研发、设计

的激光技术。

许祖彦已经从事激光技术研究 60 年，他研

发出了多种激光调控技术，实现了从深紫外到

中红外波段宽调谐激光输出；成功研制出深紫

外固态激光源前沿装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

一一个能够制造实用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

的国家。

“激光技术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支撑技术，再

难我们也要自己做。”近日许祖彦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您 可 否 为 读 者 科 普 一 下 ，什 么 是

激 光 技 术 ？ 该 技 术 在 我 们 日 常 生 活 中 有 哪

些应用？

许祖彦：激光并不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光，

而是一项人类的重大发明，它也被称为最快的

“刀”、最准的“尺”和最亮的光。

当前，人类正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激光技

术是智能化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例如，扫

地机器人，如果装上激光雷达，就能够在避障方

面有更好的表现，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高效率地完

成整个房屋的清洁工作。再比如，在无人驾驶

中，车载激光雷达可以作为“眼睛”，为车辆“察

看”周边路况。

如今，主要科技大国都高度重视激光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美、日等国相继启动了激光技术相

关研究计划，我国也十分重视激光技术的研发与

应用。

记者：您长期从事全固态激光研究，那么什

么是固体激光？

许祖彦：液体、气体和固体都能产生激光。

所谓固体激光，就是在固体内产生的激光。与气

体激光不同，固体激光不流动、体积小、功能效率

高。现在固体激光的波长可以调谐，通俗地说就

是可以被改变。

记者：如前所述，激光是一项战略支撑技术，

那么您认为它对我国的国家战略发挥了怎样的

支撑作用？

许祖彦：在我看来，凡是我国有战略需求却

买不来的技术，就是战略支撑技术。作为我国重

要的战略支撑技术之一，激光技术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支撑科技前沿探索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及

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上。

我举例说明以上三个方面的作用。

比如，在支撑科技前沿探索方面，2013 年我

参与的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深紫外固态

激光源前沿装备研制项目”通过验收。这个系列

装备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

够制造实用化深紫外全固态激光器的国家。该

系列装备促进了我国石墨烯、高温超导、拓扑绝

缘体等领域的研究，使我国深紫外领域的科学研

究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比如，在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用中国

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林学春开发的激光

清洗汽车轮胎模具国产化成套方法制造出的设

备，不仅环保、安全、高效，而且降低了该类产品

的进口依赖度。

再举一例，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领域，中国

科学院院士顾瑛开创了“顾氏疗法”，即用激光治

疗常规血管病，其原理是用激光穿透人的表层皮

肤，给出血的内脏止血。由于该疗法既可以挽救

病人生命又不会对病人皮肤造成伤害，因此在国

际上获得了推广。

智能化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

记者：您曾预言，激光显示技术将成为下一

代显示产业的主流技术，那么什么是激光显示技

术？您又为何给出这一判断？

许祖彦：激 光 显 示 技 术 的 原 理 是 ，以 红、

绿、蓝三基色激光为光源，通过调控三色激光

的强度比、总强度以及强度时空分布来实现

显 示 。 该 技 术 虽 然 早 在 20 世 纪 60 年 代 就 被

提出，但直到 21 世纪初才在我国实现了原理

可行。

激光显示技术解决了图像高保真再现问题，

更符合未来高清视频时代的发展需求；其具有的

诸多技术优势，也是其他显示光源无法比拟的。

因此，激光显示技术将成为下一代显示产业的主

流技术。

记者：在激光技术领域，从上游的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到下游的产业化，您全都做了一

遍。未来，要想促进激光显示产业的发展，您觉

得应该怎么做？

许祖彦：要做成一件事，可能有 100 个因素

在起作用；但或许只是其中一点出了问题，这件

事就做不成。因此要想实现产业化，我们必须全

链条考虑问题，即从上游科研、中游研制到下游

生产进行通盘谋划。

如今，激光显示技术已从标清走向高清，正

在走向超高清，相关产业到了更新换代大洗牌的

阶段。业界一定要抓住机遇，自主可控地打造新

一代激光显示产品，抢占激光显示产业发展的制

高点。

产业到了更新换代大洗牌的阶段

记者：面向激光技术未来发展，我们应该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

许祖彦：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届毕业

生，我大学时期的老师中不少是杰出科学家，他

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

目前，在激光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我国总体

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甚至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可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有了一定

的“家底”，但这个“家”日后的发展不能靠“守成”。

面向未来，我国急需一批在国际上具有学术

引领能力和产业发展带动能力的领军型科技人

才。青年科研人员要争当战略科学家，不要变成

科研“富二代”，即不能满足于躺在前人的“功劳

簿”上、不可以有“吃老本”“过小日子”的想法。

记者：您认为什么是战略科学家？

许祖彦：战略科学家，首先得能找到战略方

向，其次得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一战略。也就是

说，战略科学家既要知道任务总体方向，还要知

道其中的关键技术。

记者：您可否结合自身经验，给青年科研人

员提些建议？

许祖彦：我今年 82岁，从事激光领域研究 60

年，党龄也是 60 年，一定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东

西，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

过去 60 年，从理论、技术、生产示范到产业

化，我每走一步都遇到了很多问题，但遇到问题

不要怕，努力解决就好了。经年累月，在这个领

域，我越干越深、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放不下。

青年科研人员要选定一个发展方向，选定了

就安安心心地去做；不要被俗物所扰，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坚定地做下去。

当然，有关部门也应该在体制机制方面给青

年科研人员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为具备潜质

的中青年人才开辟成长渠道；在科研人员待遇方

面，在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也要根据需要

调整科研人员的薪酬分配机制。

青年科研人员不能成为科研“富二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祖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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