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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下午，兰州大学秦岭堂B109阶

梯教室座无虚席，一场名为《仰观造化何以为

人》的讲座在这里举行。讲授内容从遗传物

质到电视剧《狂飙》，从“异亲抚育”到《赵氏孤

儿》，让人很难分辨这是堂生物课还是哲学

课。大屏幕上，表情包和网络“热梗”一个接

一个，牢牢地吸引着席间学生的注意力。

这堂课的主讲人是兰州大学生态学院

青年研究员赵序茅。他在讲台前一边踱步

一边侃侃而谈，轻松自如地将一个个知识

点设计成“包袱”。

走上过无数讲座的讲台，赵序茅早已

习惯了这样的场合。

今年 2 月，赵序茅获得“典赞·2022 科

普中国”科研科普人物提名。

“我愿化作一座‘桥’，桥的一头连着科研，

另一头连着科普。”这是赵序茅在博客中写下的

话，而他的经历便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野外考察中屡次涉险

赵序茅的科研工作，多数是与野生动

物打交道。动辄十天半个月的野外考察随

机性极强，经常是兴致勃勃地带着目标去，

结果却空手而归。

守望着广袤无垠的荒野，赵序茅从未

觉得无趣。“没有成果的时候就拍拍照，我

还喜欢捡石头，观察它们的纹路和颜色。”

他说。

谈及做野外调查的经历，赵序茅显得

既平静又激动。“印象中经历过的困难还是

挺多的。有一次，我去云南省维西傈僳族

自治县找滇金丝猴，带路的当地人说爬上

山就能看见，结果就是找不到。后来起雾

又下雨，回不了驻地了，晚上就在一个小木

屋里睡觉。半夜听见敲门声我也没管，第

二天醒来才看见木屋边好几个熊的爪子

印。”他回忆道。

让赵序茅终生难忘的，是去四川白水

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次考察经历。

“那次，我从山上滑下来了，大概滑了

十几米，流了好多血，裤子都染红了。当

时，我以为自己腿要断了，到现在受伤的地

方还没长好。”赵序茅边说边指着腿，脸上

没有半点惧色。

即使多次涉险，但赵序茅依旧甘之如

饴。从事野外科考的这些年，他走遍了西

藏、新疆、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偏僻山

野。在赵序茅拍摄的照片中，不变的除了

他灿烂的笑容，还有那一身装备：大棉袄、

冲锋衣、登山杖、望远镜，以及一个囊括干

粮、帐篷和医疗用品的万能包。

说起自己与动物研究结缘，赵序茅用

“先结婚、后恋爱”来形容。“并不是因为我

喜欢动物，才走进这个领域。而是它‘找’

到 了 我 ，而 我 没 拒 绝 ，渐 渐 地 喜 欢 上 了

它。”赵序茅享受着等待、观察、记录动物

的全过程。

在自媒体平台持续进行科普

早在读研时，赵序茅的导师——中国

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

鸣就发现他笔力不凡，于是鼓励他在科普

工作方面有所作为。读博时，赵序茅的导

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明研

鼓励并支持赵序茅在做好科研的同时兼

顾科普。

自此，赵序茅走上了漫长的科普道

路。迄今为止，他共发表学术文章 30 余

篇、出版著作 25 部，为中小学生和政府部

门开展公益科普讲座 200余场。

对赵序茅来说，做科普的初衷只是为

了排遣孤独，如今却有了更大的收获。

“我喜欢给孩子分享野外的经历，孩子

们也乐意听我讲。”赵序茅忘不了一双双渴

望知识的眼睛，也时常被无心插柳后收获

的谢意所温暖激励。“有一位从外交部退

休、九十多岁的老大爷给我写感谢信，说他

养的一群鸟集体‘叛逃’了，而我写的《动物

知道人性的答案》一书解答了他的疑惑。”

渐渐地，科普成了赵序茅的一项使

命。即使没有什么“真金白银”的收入，他

也依旧愿意做下去。

“我意识到，我可以做点事，哪怕是很

小的事。走科普方向的‘大 V’毕竟是少

数，有人做‘大树’，就有人当‘小草’。我愿

做科普路上的一棵‘小草’。”赵序茅说。

在以“西域鸟国”为名的博客中，赵序茅

陆陆续续发表了 157 篇博文记录自己的所

思所想。同时，赵序茅在以“动物翻译官”为

名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上持续进行科普。

来到兰州大学的这几年，赵序茅先后

被评选为“金城首席科普专家”“全国科普

先进工作者”。如今，赵序茅将教学、科研、

科普融合在一起，互相补充相互促进。

在一篇博文的末尾，赵序茅这样写道：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

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听

众遍及天涯海角。”

赵序茅：愿做连接科普和科研的“桥”

开年至今，人工智能（AI）无疑是最火的话题之一。继

ChatGPT之后，GPT-4又引起讨论热潮。而在教育领域，人

工智能技术如何更好地与数字化教育场景结合成为关注重点。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领域、促进相关技术创新和成果转

化，这件事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高级工程师王士进已经做了10余年。

自2011年进入科大讯飞工作以来，他陆续突破手写图文

识别、学习者能力诊断等30余项关键技术，研发了保障国家

中高考改革顺利实施的自动阅卷技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切

实提升了教学成效。

今年2月下旬，第二十五届求是杰出青年奖成果转化奖

颁发，王士进是10位获奖者之一。

“我非常荣幸能获得求是杰出青年奖成果转化奖。”谈及

获奖感受，王士进4月14日对记者说，他会传承“以天下为己

任，以真理为依归”的求是精神，激励更多年轻人持续进步。

渐成智能语音领域“潜力股”

1998年，来自安徽省农村的王士进，考入了位于合肥市

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在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从小便是理科“学霸”的王士进，成绩并不拔尖。

“少年班学院里的学生有一些是天才少年，还有一些是

各省高考分数特别高、比较聪明的孩子，相比他们我并不是

天才。”回忆起就读少年班的感受，王士进有点不好意思地

说，自己在大学期间整体表现平平，比较痴迷打游戏，还没

有“开窍”。

转折点出现在大学四年级。那一年，王士进按学校要求

找实验室进行本科毕业实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王仁华

的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令他十分心动。“我冒昧地给王仁华

教授打了一个电话。他在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后，同意让我

去试试。”王士进回忆道。

刚进入实验室的王士进是一个“技术小白”。当时，实验

室团队定期进行专题讨论，他很难跟上大家实验和讨论的节

奏。不仅如此，对他而言，完成相关实验任务也是不小的挑

战。

有一次，实验室里一位师兄给王士进派了一个小任务，

需要通过优化算法将一段10秒的语音压成8秒，可是王士进

做任务的前几天“连代码都还不能完全看懂”。还有一次，师

兄给他讲了语音合成系统的要点，让他运行调试系统，王士

进听的时候感觉懂了，实践时却难以完成任务。

面对挫折，王士进没有放弃，他努力补习自己数理编程

知识，通过完成一个个任务来逐步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在实验室的前一两个月，我感觉很煎熬。”王士进坦言，

“但王仁华教授和实验室里的师兄们一直鼓励我，耐心解答

我的问题，提供了很多工作方法和建议。我不能辜负他们的

信任和帮助。”

后来，王士进围绕语音技术方向做了本科毕业设计，成

功进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自动化

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个痴迷电子游戏的少年，逐渐

成为人工智能语音技术领域的“潜力股”。

相关产品每年服务超四千万学生

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学习期间，王士进主要研究的课题

是语音识别技术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2011年，带着推

动语音识别技术在教育行业应用的想法，王士进来到科大

讯飞，开启了一段语音技术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落地的全

新征程。

入职后，王士进发现语音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还面临着一

些技术难题。例如，如何消除产品设计未曾预料到的环境噪

声、实际应用如何符合具体场所的管理规定等。王士进和团

队成员一路过关斩将，打磨技术产品，却还是被现实泼了一

盆“冷水”。

当时，王士进和团队成员希望把在大型考试应用中逐渐

成熟的口语评测技术与图文识别技术相结合，推广应用到日

常教学阅卷场景中。他们来到学校，向作为用户的老师们介

绍技术应用前景，希望共同优化技术、促进智慧教育发展。

可他们没料到，老师们提出了尖锐的意见：“我们希望应

用成熟的技术。”言下之意，他们并没有多余的精力参与新技

术新模式的开发应用。

“现实‘啪啪’打脸。”王士进回忆道，四处碰壁的他和团

队伙伴一度很迷茫。

“要不别干这个新方向了？既然口语评测技术在大型考

试场景里有优势，还是继续巩固提升这一优势吧？”团队成员

的意见也出现了分歧。

经过深思熟虑，王士进选择继续开发新模式应用。在他

看来，创新就要突破舒适区，且新模式聚焦应用广泛的日常

教学场景，随着数据积累，将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认知诊

断服务。他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是对

我们最好的鼓励。”

后来，王士进和团队再次去了学校。他调整自己介绍技

术应用的方式，着重谈技术能满足师生什么需求、解决哪些

关键教学问题，并谦虚地向老师们请教。同时，团队经过讨

论形成了明确的产品设计方案，增加了人机交互、数据挖掘

分析、问题诊断、按年级分类处理等多种服务，为教师教学工

作和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便利。

“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刚开始可能不起眼，但它能够基于

数据被持续改进，其使用效果会不断提升，对用户的帮助也

将越来越大。”王士进说，随着应用逐渐丰富、技术更新迭代，

团队开发的大数据精准教学和个性化学习等产品的试用者

越来越多。

他介绍，据初步统计，相关技术产品可以减轻老师50%到

90%的作业批改压力，每年服务超过4000万学生，目前约2万

所学校使用相关产品。

在“减负增效”路上不停歇

如今，除了繁忙的研发工作，王士进还承担了不少行政

事务。他笑着说：“管理干部不考勤，我原以为轻松了，却发现

不考勤比考勤要放弃更多自由时间。”

王士进认为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让大家自觉做高水平

且聚焦实际应用的研究，能降低管理上的时间成本。

当下，国内智慧教育机构不断涌现，多家互联网企业布

局智慧教育领域。面对竞争，王士进坚信公司有自己的核心

优势：对于“减负增效”理念的长期坚守和践行。

“教育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技术在里面能起到重要

的作用。”王士进说，“我们在业内率先提出通过技术实现‘减

负增效’，在很多教育场景中，比如关于教学的考评管理，我们

的技术都可以发挥一系列的价值，帮助教师、学生和管理者

实现‘减负增效’。”

工作之余，王士进保持着阅读和锻炼的习惯。他经常看

教育、人工智能和管理方面的书籍，《千脑智能》《教案的革命》

《奈飞文化手册》都是他最近看的书。

科大讯飞研究院内部多年形成的惯例将干部分为两种

类型：企业家精神型和常务型。当面临发展空间大同时充满

挑战的事情，前者下意识认为是大机会，必须尽快推动，后者

则相对保守一些，会先看一看情况，谋定而后动。

“我有点偏前者。一看到大机会，我就特别激动，想带大

家一起往里面冲，有时容易冲动。”王士进说，他让周围同事多

提醒自己，遇事多客观理性判断，让自己站在两种类型之间

的平衡点上。

科大讯飞研究院里很多人喜欢跑步，王士进说自己

不是其中特别专业和活跃的，但他每天晚上都会抽空在

公司湖边跑步，跑半个小时。在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赋能

教育行业、帮助学生全面成长的道路上，他也将继续坚持

“跑”下去。

王士进王士进：：带带AIAI进入万千学生的课堂进入万千学生的课堂

在武汉至南昌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鄱阳湖区的施工现场，

项目总工程师徐威用对讲机指挥着。4根长 38米、直径 1.2米的钢

筋箍被一一打入鄱阳湖湖底，成为特高压铁塔的基础。

“现在设备材料可以用车直接运到湖区，为了抢抓工期，我们

吃住都在工地上，否则等水位上涨，利用船舶运输，大船进不来，小

船够不上劲。”徐威说，除了建设周期紧，还有另外一大挑战是生态

保护问题。“我们坚持绿色施工，尽最大努力不产生次生破坏，如土

壤开挖时我们会按层开挖，方便后期原土层回填，尽量恢复水土原

貌。”徐威说。

相比于一般电力工程，特高压项目技术难度高，但特高压

电网具有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占用土地少等优点，被称为

“电力高速公路”。1994 年出生的徐威，是国网江西省送变电

工程有限公司青年突击队中最年轻的队员，这支由 49 名青年

组成的突击队，平均年龄 32 岁，主要负责特高压建设中急难险

重的任务。

“他们的工作像是钢丝上跳舞，难度很高。青年突击队面

临时间紧、任务重、超长雨季等挑战，上一个参与完工的国家

重点工程南昌至长沙特高压项目，刷新了国家电网特高压建

设 速 度 纪 录 。”国 网 江 西 省 送 变 电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王 新

波说。

38岁的青年突击队队长高广帅说：“南昌至长沙特高压项目线

路全长 344 公里，需建杆塔 983 基，其中江西境内线路建设任务大

部分落在我们头上。”为了节约工期，青年突击队“焊”在了工地。

虽然项目工程经过老家，自开工后徐威唯一一次回家，是因为爷爷

九十大寿。“回到家已是晚上，第二天天刚亮，就匆匆回到项目部。”

徐威说。

特高压项目建设除了需要一股子拼劲，更离不开科技的加持。

项目开始时，位于南昌市进贤县白圩乡堵岭陈家村 220多亩的

平整施工现场，青年突击队队员张斐操作无人机查看现场的挖填

情况，“通过无人机可以及时调整机械分布，确保施工效率。同时

做到土方运距最短，不出现二次倒运”。

“开工时正值雨季，山高路滑，平均一基塔重达 185 吨，而且塔

材多是超长的钢管，运输上山，十分困难。”高广帅说，修直路上山，

坡度过大、危险性高，不可取；修盘山路上山，成本高、容易破坏植

被，于是探索使用 4 吨重型货运索道运输，货物直接“坐缆车”上

山，运输效率至少翻番。

准备工作完毕，如何能够更快组装这些“巨型积木”，青年突击

队摸索出机械化+智能化的建设手段。

高广帅说，传统建设电线塔与一块块往上垒砖块建房一样，而

创新思路后，一些基础模块在地面安装好，利用落地式吊机直接起

吊，实现了模块化拼接“建房”。塔建好后，通过智能化架线设备就

能在操作台实现远程放线。

“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设备还有优化空间，如智能化

架线设备的参数设置还能进一步改善，反馈后厂家也进行了调

整。”徐威说，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公司特高压工程获得 13

项专利，3 项管理创新成果获江西省管理创新项目一等奖，团队成

员获得“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国家电网公司特等劳模”“江西

省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

如今，青年突击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加入，12 名平均年龄 26

岁的队员已转战西藏昌都至林芝段施工供电工程（二期），在海拔

4600米的高原工地上，继续书写青春的故事。

江西“电力高速公路”上

有支在“钢丝上起舞”的突击队

◎新华社记者 姚子云

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刚开始可能不

起眼，但它能够基于数据被持续改进，

其使用效果会不断提升，对用户的帮助

也将越来越大。

王士进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高级工程师

王士进在作演讲王士进在作演讲。。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王士进团队的研发成果被应用在学生日常学习中王士进团队的研发成果被应用在学生日常学习中。。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4月 14日，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

科学技术厅获悉，该厅已与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发布通知，启动自治区首批杰出科技人才遴选工作。对于入

选的杰出科技人才，5 年培养期内给予最高 600 万元经费支持，相

关经费主要用于开展科技攻关、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和实验室建设

等科研活动。

杰出科技人才培养是宁夏最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项目，是“才

聚宁夏 1134 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区党委、政府专门制定

出台《杰出科技人才培养管理实施办法》，明确遴选条件、遴选程

序、支持培养和管理考核措施。与此同时，宁夏将集聚优质资源，

统筹重大科技项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等对杰

出科技人才给予全方位支持，并将其纳入自治区省级领导重点联

系服务专家范围。

自治区杰出科技人才遴选培养工作遵循“四个坚持”、突出“三

种能力”，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坚持实践标准；突

出解决全局性、根本性、前瞻性科学问题的能力，突出跨行业、跨学

科、跨领域整合资源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能力，突出提出科技

未来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发展重点的能力。

在具体评选上，杰出科技人才采取院士专家推荐、行业协会

（专业学会）推荐、单位推荐三种推荐方式，实行“两评五审”制。“两

评”即推荐单位（专家）初评、自治区科技厅组织专家复评；“五审”

即地级市、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自治区科协党委（党组）分别按推

荐渠道审定推荐人选，科技厅审查推荐人选资格，科技厅会同党委

人才办审议初步人选，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建议人选，自治

区政府常务会、党委常委会研究审定最终人选。

根据计划，到 2025 年，宁夏将累计遴选出约 10 名能够站在科

技发展前沿、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具有卓越科研组织才能的杰出科

技人才，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高地和西部人才高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宁夏启动首批杰出科技人才遴选

入选者5年最高获600万元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