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

当。年轻充满朝气，青春孕育希望。广大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

负华年。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评选出 10 名 2022 年“最美大学生”。科技领域的获奖者中，有的攀登科研高

峰，弘扬科学家精神；有的用高超技能报国，用心诠释工匠精神。本报记者深入采访两位 2022 年“最美大学生”入

选者——王煜尘、陆亦炜，讲述他们勇于创新、砥砺奋斗、无畏艰难的动人故事，以飨读者。

人 才
T A L E N T

◎本报记者 张盖伦

5责任编辑 许 茜

2023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一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新华社记者 陈圣炜

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K

◎新华社记者 袁慧晶

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K

在南极工作时间最长的大学生回来

了。

4 月 13 日，太原理工大学 2019 级电

气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王煜尘回到暌违

500 余天的家乡——山西太原。学校师

生在车站拉横幅迎接他——欢迎“最美

大学生”凯旋。

2021 年 11 月 启 程 ，2023 年 4 月 回

家。在南极，王煜尘见过一直低悬的太

阳，也见过始终不散的夜色；见过浮冰、

风浪，也见过极光；见过最绚烂，也见过

最寂寥。

“参与南极考察，实现
科技工作者的价值”

王煜尘参加了第 36 次、38 次和 39 次

南极科考。他研发“填补空白”的极区专

用装备 5 套，成功实现我国泰山站磁层

与电离层耦合观测系统中遥测遥控系统

的布设与调试；由他改进的自供能图像

采集设备在地球另一端北极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创造北极高纬度浮冰区光学监

测设备的最长自主观测纪录。

王煜尘来自太原理工大学极地监测

技术研究团队。该团队在太原理工大学

教授窦银科的带领下，长期致力于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极地自动监测装

备，先后有多人参加南北极科学考察。

在极地，书写的也是一种传承。

2015 年，还在读本科的王煜尘听到

团队师兄关于南极科考的宣讲，被深深

触动了。

“这是一个能实现的目标，一个可以

触碰到的东西。”那时，王煜尘已经想好

了将来要做科研。

“参与南极考察，对国家有意义，也

能让自己的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实现科

技工作者的价值。”他说。

想去，就要做好准备。如愿进入团

队后，王煜尘坚持每天进行长跑训练，调

整身体状态。

2019 年，刚刚保送博士的王煜尘入

选“中国第 36 次南极科考内陆队”；2021

年 11 月，王煜尘再次入选单次任务长达

540 天 的“ 中 国 第 38 次 南 极 越 冬 考 察

队”。

第 36 次南极科考，王煜尘在南极内

陆冰盖开展雷达数据采集、测试，做高

空空间物理观测系统的布置、搭建和使

用；第 38 次南极科考，王煜尘承担空间

物理观测、中高层大气激光雷达业务化

观 测 以 及 南 极 陆 地 机 器 人 、飞 行 机 器

人、地理信息采集等多个科研项目，同

时在中山站附近对极区可再生能源的

可用性与发展潜力开展评估。之后，王

煜尘直接转到第 39 次南极科考队，此次

他 的 角 色 是 电 子 工 程 师 ，负 责 航 空 雷

达、航空重力仪、航空相机等设备质量

管理和维修。

“只要投入时间和精
力，总能解决”

500 多天很长。王煜尘有过想家时

的孤寂难熬，也有过收到论文拒信时的

沮丧不甘，当然，还有过生日时看到科考

大家庭变魔术般拿出小礼物时的感动和

温暖。

500 多天，又似乎很短。如今已经沐

浴在太原的春光里，回首往昔，王煜尘又

觉得乘着雪龙号出发仿佛就在昨天。

一切历历在目。

“观测了很多数据，保障了不少国家

重点任务，也做了科研工作，那段日子我

过得很饱满、充实。”王煜尘回忆道。

在南极时，他每天的一大任务是巡

检布放在观测栋的各项设备。非极夜期

间，早上 7 点半起床，9 点开始去野外巡

视。

南极的雪很厚，最深的时候能到胸

口，好在松软。在这种雪地里行走，仿佛

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往前蹚。巡视一圈下

来，路程约三公里，若遇到大雪天气，王

煜尘要走四五个小时。

如 今 ，王 煜 尘 已 经 算 是 个“ 老 手 ”

了。回想第一次去南极，因种种原因，有

段时间这位“新兵”要一人承担两个人的

任务，又必须在某个节点前完成设备调

试的工作。

通宵工作加上高原反应，生理上扛

不住，王煜尘血压一度飙升到 170。好

在，后来与国内工作人员不断沟通，设计

各种方案，他最终完成了任务。

在极地做科研，王煜尘的最大感触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南极，缺人、缺资源，它提升了人

对困难的忍受阈值。

“虽然很难，但只要投入时间和精

力，总能解决。如果在国内，有团队、有

后盾，又有什么解决不了呢？”王煜尘说，

“解决困难是一个思路、一种心理状态，

自己不要先被吓退了。”

王煜尘：挑战冰雪“极”限

陆亦炜双手撑开国旗，双腿腾空跃

起，连额前的头发都扬了起来。他跃上

领奖台，享受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

这 是 在 2019 年 ，俄 罗 斯 喀 山 。“00

后”陆亦炜夺得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

赛花艺项目冠军，站上世界技能之巅。

陆亦炜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生态技

术与工程学院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金

牌的荣耀已成为过去。如今，他不断精

进自己，学习更多知识，探索风景园林专

业之美，也继续在自己的花艺路上深耕，

带团队服务上海老旧社区花园。

“练到手抽筋，甩甩手
接着干”

当年，陆亦炜选择的道路是“中本

贯通”，即中职教育和应用本科教育贯

通。

陆亦炜兴趣爱好广泛，他曾开玩笑

说，自己就是家长口中那种“什么都好

但就是学习不好”的孩子。

其实，中考后，陆亦炜也考出了能

够进入区重点高中的分数，但他还是选

择学一门手艺，选择了自己更心仪的上

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上海市园林学

校）的风景园林专业。

后来，他决定去鼓捣花艺。

父亲一开始也不理解：“搞点花有

什么意思，那是女孩子弄的。”

直 到 父 亲 看 到 陆 亦 炜 的 花 艺 作 品

照片——“实在是太漂亮了，跟我们想

的插花不一样”。

陆亦炜说，东方插花讲究意境，西

方插花讲究色彩的碰撞。插花跟绘画、

音乐都有关系。它讲究色彩的搭配，讲

究明暗和不同饱和度的配合；它也讲究

韵律，线条的律动，此起彼伏的节奏感；

而且，花艺跟建筑、空间结构也有关系，

古代木质建筑中的榫卯结构，就可以运

用其中……

看似小事情，背后却有大学问。要

取得成功，就得琢磨、得钻研，当然也离

不开勤加练习。

其实，从先天条件上来看，陆亦炜

或许并不特别适合学习花艺。

陆 亦 炜 对 花 粉 过 敏 。 训 练 时 药 不

离身，处理花材时还要戴着手套。比起

普通男生，他的手还偏小，可比赛时常

常需要抓着一把花材，一拿就是好几个

小时。

克服生理局限的方法，一是忍、二

是练，陆亦炜硬是把短板给补上了。

“为了配出让自己满意的花束，他

常 常 一 遍 遍 画 着 草 图 ，做 不 好 就 练 三

遍、四遍、五遍，有时练到手抽筋，甩甩

手接着干。”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老师

说。

“金牌的荣耀只是一
时，更重要的是今后的路”

进入到大学后，“花艺冠军”有了新

烦恼——许多专业知识并未接触过，得

赶紧补上。

还是一样，用笨办法、下苦功夫。

陆亦炜从头学习制图软件，对照书

籍 ，反 复 练 习 ；收 集 设 计 案 例 ，细 细 解

读，直到能看懂设计方案。陆亦炜是上

海本地人，原本可以每周回家，但在那

段时间他放弃了周末回家的机会，在学

校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充电。经过一番

苦练，他不仅学会了手绘速写设计，在

课余时间还自学了建模渲染。

陆亦炜去上海植物园、上海工匠文

化宫等地参加专项展示，在第十届中国

花卉博览会担任花艺师。他积极响应

人社部的号召，录制并推广了 16 种传统

插花的专题节目。2022 年，他带队获得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上海赛区金奖。

“我觉得金牌的荣耀只是一时，更

重要的是今后的路。我要踏实地做好

自己，每天一步一个脚印。在扎实提高

自 己 的 同 时 ，我 还 要 发 扬 爱 国 主 义 精

神，真正为实现国家技能水平的飞跃，

贡献一份力量。”陆亦炜说，这个时代造

就了他，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技

能 工 匠 。“ 每 一 个 新 起 点 ，都 是 新 的 挑

战，每一次挫折，都是我成长中的一部

分，我愿披荆斩棘，不负花样年华。”

陆亦炜：不负“花”样年华

“最美大学生”名单中，除了王煜尘、

陆亦炜，涉及科技领域的获奖者还有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博士生邓宇皓。

他将青春奋斗融入祖国的科技事业，作为

核心技术骨干，他在“九章”和“九章二号”

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研制中作出了突出

贡献。他也多次面向中学生、本科生开展

科普讲座，弘扬科学精神。

入选名单中，还有因病截肢、在西北

师范大学学习播音与主持艺术的赵德

煜。虽身受磨难，却从未放弃，他经常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周晓

辉本科期间参军入伍，参加抗洪抢险荣立

三等功；退役后创办名为“一号哨位”的

新媒体，传播军旅文化，以专业特长继续

为强军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王金磊曾冒险独

自解救一名因车祸被困的群众，曾在酷暑

下爬入车底救助一名老人。他在见习期

间就协助侦办吸贩毒案件 5 起，协助抓获

吸贩毒人员 11名。

东南大学体育系硕士生张雨霏，是在

东京奥运会上勇夺两金两银的奥运冠军，

她为国争光、顽强拼搏，也热心公益事业、

关注青少年教育。

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曾韵用手中的

国产圆号让世界惊艳，他是中国本土培养

的、担任国际一流乐团管乐首席的第一人。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专科生戴正勤是

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中4名蓝盔女

兵之一，是联合国国际维和战场上的扫雷

手。她说：“男兵能做到的，我们女兵一样能

做到！”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刘迪波在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举办期间担任奥

林匹克大家庭助理志愿者，向外国友人展

示了中国青年的友善、团结与自信。

“最美大学生”发光发热的领域不

同。相同的是，年轻的他们，都在用行动

践行使命担当，用奋斗绘就青春最亮丽

的底色。

用奋斗绘就青春底色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记者手记

咔嚓咔嚓……伴随着有节奏的铡刀声，形如飘羽的白芍铺满了陈

小兰的工作台。她是江西抚州建昌帮药业有限公司南城分公司的一名

技术员，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陈小兰告诉记者，白芍切成薄片，才能在入药煎煮时更好地析出有

效成分让人体吸收。

陈小兰是南城县龙湖镇竺由村人，在进入药厂工作之前，她与中药

材仅有的接触记忆就是小时候去村卫生室帮父亲抓药。

2017年，陈小兰经朋友介绍到药厂的包装车间上班。她干活勤快，

人也外向，忙完了喜欢去隔壁饮片车间串门。她看到，老师傅炒药的样

子看起来很像炒菜，做得一手好菜的她萌生了试试的念头。

陈小兰找到车间经理提出调岗申请，但经理觉得她文化程度不高，

怕难以胜任。陈小兰并不气馁，本职工作之外有时间就向老师傅请教，

在向经理几次提出调岗后，终于获得了机会。

上手方知难。看上去简单的炒药，需要药师根据中药材的性状判

断火候。

“苍耳子要在 180摄氏度的温度下用青草混炒，40分钟左右色泽会

变黄，时间短了不变色，久了会变焦，火候以几分钟计算。”陈小兰说，自

己有次炒坏了 100公斤苍耳子。

苍耳子的教训没有让陈小兰放弃。为尽快掌握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

技艺，陈小兰拜老师傅付木生为师。她跟在师傅后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

着他操作，哪里看不明白马上请教，听不懂就先记下来回家接着琢磨。

陈小兰家中有几本装订成册的笔记，由不同纸张装订而成，有的是

算术本上的纸张，有的是药厂用过一面的打印纸。“三七，散瘀止血、消

肿定痛……”靠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笨方法，原本很多药名都不知道

的陈小兰，很快就补齐了识药辨药的短板。

付木生说，炒药最难，先让陈小兰学润药、切药。于是，周末别人去

休闲娱乐，她却钻进车间，反复练手。碰上三伏天，车间又闷又热，她一

站几个小时，每次练完都是汗流浃背。

渐渐地，陈小兰知道了，润药影响切药的成败。在切比较硬、只有

拇指大小的槟榔籽时，要先以中沙润化 7 天，每天换三次水，润到位了

才能更好切制；切药时凳子要 45 度角摆放才省力，刀要磨 1 小时、开刃

要达 3寸长……

“她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就是做事很痴迷，不怕困难，好学上进……”

建昌帮药业有限公司南城分公司总经理章振宇说，在 2018年公司举行

的技术竞赛中，陈小兰斩获“切药”“炒药”等单项的冠军；在江西省 2020

年“天工杯”炮制大赛炮制项目中，陈小兰拿下第一名。

陈小兰常告诫自己，作为一名药工，最重要的是讲良心做好药。在

切、浸、煎、滤等每个环节，她都坚持工匠精神，努力做到一丝不苟。

值得一提的是，陈小兰的学习并不局限于实操过程，她对中医药文化

也有浓厚兴趣。在她的笔记中，记者看到中药炮制的发展概况等知识点。

纸上的一笔一画，代表着她对这份职业的“痴”和“执”。陈小兰希望，待到

技艺更精进时，能像师傅一样传道授业解惑，将中医药文化传承下去。

陈小兰：

传承中医药炮制技艺

陆亦炜（左二）与同学在讨论花艺技巧。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供图

王煜尘在南极进行科考工作。 太原理工大学供图

作为江苏最年轻的地级市，位于苏北的宿迁在长三角城市群的角逐

中并不显眼，“留不住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记者近日调研发现，

得益于不断改善的工作环境和人才政策，越来越多的人才“飞”向苏北。

“过去我们请进来，今天我们走出去。”日前，宿迁启动人才“深耕行

动”，成立 5 个招才引智工作局，面向全国 20 个重点城市 70 所重点院

校，全方位开展项目招引、人才引进、产学研对接。

“宿迁对人才的渴求更加迫切。”吴广磊 2021年辞去北京的稳定工

作，在宿迁注册了江苏百正数控装备有限公司，从营业执照办理、厂房

建设到设备采购、用工招聘等，宿迁政府部门提供了高效贴心的服务。

“围墙外的事政府包办，围墙内的事政府帮办。”创业两年来，吴广磊对

宿迁提供的全方位帮扶印象深刻，一次外地出差期间，台风登陆宿迁，公司

刚刚购买的精密设备面临泡水风险。没想到赶到工厂时，街道工作人员已

经在厂区门口堆起了防洪沙袋，这让吴广磊坚定了扎根宿迁的决心。

短短两年，百正数控成长为一家集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多主轴数控

机床制造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航空、军工等领域，去年产值达

3600万元。

宿迁不仅大力招揽高层次人才和怀揣梦想的创客，也珍视在基层

闯出名堂的“田秀才”“土专家”。

“没有高学历，光靠种盆景也能评上高级职称，搁以前哪敢想！”49

岁的方武感叹道，对于长期坚守农村一线的工作者，这是一种莫大的鼓

励和肯定。

方武是宿迁花木之乡沭阳人，自幼跟着爷爷学习制作花木盆景，凭

借出色的手艺和创意，多次在国内盆景展和制作比赛中获奖。三年前，

他被评定为江苏省乡土人才“三带”名人、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

在宿迁，像方武这样的乡土人才还有很多。近年来宿迁积极实施

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树立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评价导向。截至目前，已

有 1458名乡土人才获评各级职称，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宿迁以改革起家、以创新闻名，在人才认定、培养和使用方面也要

勇于打破藩篱，破立并举，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的创新热情和创业活力。”

宿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飞说。

在青年创客集聚的宿迁京东筑梦小镇，记者看到，方圆 2公里内的

黄金地段，小学、人才公寓、大剧院、商业综合体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人才购房券、生活补贴等福利可线上一次性领取；旅游景点门票优惠、

城区电影院购票五折、每年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宿迁对人才的渴求

见诸细节。

截至目前，宿迁在外务工人员数量从最高峰的 110 万人降至 60 万

人，全市各类人才总量首次突破 70 万人，“打工经济”正向“创业经济”

转型。2022年宿迁 GDP达 4112亿元。

近悦远来 留“宿”不“迁”

苏北多措并举招才引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