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轮科学的“红日”正在冉
冉升起。位于安徽合肥的科学
岛上，“人造太阳”——全超导托
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至今保
持着同行业的世界纪录，实现了
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
子体运行。

播种“小太阳”的是中科院
合肥物质研究院等离子体所核
聚变大科学工程创新团队。40
年来，该团队一代代青年研究者
不懈奋斗，建成并运行了多个国
之重器，自主发展 68 项关键核
心技术，建成 20 个国际先进的
平台和系统，先后两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奖，今年他们荣获第

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称号。

砥砺奋斗，锤炼科学精神
初夏6月，“人造太阳”正在

进行新一轮的实验，中科院等离
子体所常务副所长宋云涛望着
这个高 11 米、直径 4 米、重达
400 吨的科学装置，感慨良多。
入所25年的他，见证着这枚“东
方超环”从无到有，更见证着“甘
于奉献、团结协作、锐意进取、争
创一流”的大科学文化精神沉
淀。

“人造太阳”是要在地球上
模拟太阳的原理，用一个强磁场
打造一个“磁笼子”，把上亿摄氏

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约束起来，让
它实现核聚变反应，提供新的能
量来源。“每一次技术攻关，都让
这个青年团队成长。”宋云涛说。

超导材料是实现稳定强磁
场环境的关键，这其中超导电缆
技术一度“卡脖子”。一根电缆
既要保证压缩比，又要拥有一定
的空隙率，让其中 1000 余根毫
米级的超导线既发挥作用，又不
折断，这曾让应用超导工程技术
研究室副主任秦经刚这个80后
犯愁：“当年请外国专家过来也
解决不了断线问题，急得饭都吃
不下。”

试了无数种方案，团队最终

做到100%不断线。“如今中国制
造的超导电缆被用在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ITER）中，超导材
料从原先年产几公斤到现在年
产达到百万吨的量级，并且已经
实现了国际输出。”秦经刚说。

作为一名年轻的“老师傅”，
“人造太阳”上成千上万条焊缝
见证着焊接工吴祥明的成长。
每一次实验对他都是挑战，他要
根据每次的实验要求“量体裁
衣”。常常遇到焊接处空间狭
窄，肉眼无法看到焊口，让他练
成了对着镜子焊接的绝活。

“聚”在一起，贡献中国智慧
种太阳的青年来自五湖四

海，因为核聚变的巨大“磁场”，
“聚”在了一起，持续贡献着中国
智慧。

1983年出生的香港青年叶
孜崇对祖国的了解曾经只局限
于对岸的深圳，而如今是他在合
肥科学岛安家的第三年，在同事
看来，他的普通话愈加标准。
2016 年末，已在美国工作的他
向等离子体所发了第一封求职
邮件。“祖国的核聚变技术发展
飞速，让我找到了在国外未曾有
过的契合点。”叶孜崇告诉记者，
他越来越有信心从事更多的核
聚变研究。

85后江西青年彭学兵2006
年第一次来等离子体所实习，他
没想到 13 年后，这个曾经让他
震撼的“人造太阳”成为自己生
活的一部分，更将成为一项终生
的事业。2 年前他从所里应聘
ITER的机械工程师，在位于法
国南部海港城市马赛以北约80
公里处的圣保罗-莱迪朗斯小
镇 ITER 组织总部从事涉核研
究，今年6月他提前辞职回到科
学岛上，“科技报国是我们青年
科研人员的时代使命，我觉得我
准备好了”。

这个团队的确有这样的自
信。宋云涛告诉记者，过去所
里都是把科研人员送出国深
造，如今越来越多外国研究者
来到科学岛上“取经”。据介
绍，这支核聚变团队作为中国
主要单位之一参加ITER计划，
承担的科研任务 100%国产化，
质量和进度位居 ITER 七方 30
余个国家前列。团队开展“以
我为主”的国际合作，成立国际
聚变能联合研究中心，已与欧
美俄等 30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合作交流关系。

不懈追梦，期待为国“点灯”
30 秒、60 秒、101.2 秒……

“人造太阳”实现的这些以秒
为单位的进步都是实现人类
梦想的坚实一步。作为每次
实验的总控，要钻到真空室里
做调测的钱金平相信，“人造
太阳”潜能无限，“聚变研究的
衍生和伴随技术正在改变我
们的生活”。

比如超导、电源、低温等关
键聚变工程技术。合肥的地铁
用上了他们研发的等离子体空
气净化器，“质子刀”正成为一
项重要的癌症治疗选择。此
外，等离子体深空推进、14T 核
磁共振等方面的应用正在开
展。

“妈妈，你们太厉害了，把太
阳搬到地球上来了”，6 岁女儿
奶声奶气的“点赞”曾让37岁的
团队成员张洋无比激动。“孩子
有想象力，而我们正年轻，有的
是时间圆梦。”张洋说。

记者在“人造太阳”的控制
大厅看到，电子屏幕的最上方显
示着一串数字 85942，这是从
2006 年至今的实验放电次数。

“或许某一天有一盏灯泡会被核
聚变能点亮，而这盏灯泡一定要
在中国！”一位“种太阳”的青年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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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种 太 阳 ”的 年 轻 人
——记中科院核聚变大科学工程创新团队

□ 新华社记者 陈 诺

大学生科技报讯 （陈锋）
江苏省教育厅、科技厅近日联
合出台《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管理办法》，对设站主体、进站
补贴、如何退出等问题进行明
确，打破了研究生工作站的“终
身制”。

据介绍，自2008年启动“江
苏省研究生工作站”以来，江苏
省教育厅、科技厅已认定研究
生工作站 4361 家，评选优秀研
究生工作站240家，优秀研究生
工作站示范基地4家。

“以前各部门关于研究生
工作站的具体规定有不少，但

对于怎么建、怎么开展工作、怎
么退出等问题缺乏统一文件，
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建立、轻管
理’的现象。”江苏省教育厅副
厅长洪流告诉记者，此次江苏
不仅明确企事业单位、党政机
关、社会组织均可与省内高校
联合申请设立并共同建设研究
生工作站，还对设站门槛做出
具体规定。

根据办法，设站主体为企
业的研究生工作站，应提供博
士生不低于每人每月 2000 元、
硕士生不低于每人每月1000元
的在站生活补助；设站主体为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等机构的，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可为进站研究生提供一定数额
的交通和通讯补助。

对进站教师，江苏也明确，
要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工
作量认定，并给予适当补贴，把
解决设站单位难题和做出的贡
献作为教师评优、晋级的重要
依据。

针对“退出难”问题，江苏
提出，研究生工作站“认定期”
为 4 年，建立基本数据年报制
度，将年报数据作为研究生工
作站期满验收的基础数据，连

续两年未按时上报的予以撤销
授牌。四年期满后，将分优秀、
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组织验
收。验收不合格或未及时申请
期满验收的，不再作为省级研
究生工作站，且三年内不得重
新申报。

“我们将根据相关高校每
年新增工作站认定数量、优秀
工作站和示范基地入选数量等
情况，予以一定的经费奖补，并
积极支持设站的高校、企业申
报国家试点任务，申报国家和
省级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
洪流说。

江 苏 打 破 研 究 生 工 作 站“ 终 身 制 ”

6月17日，乐亭县汀流河镇杨各庄小学的老师在校园劳动实践基地内为学生讲解土地丈量知识。
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依托农业优势，把“农耕教育进校园”作为开展中小学、幼儿园特色教育的重要举措。全县120所中小学及

幼儿园利用校园内的空闲地块开辟了劳动实践基地、推出了以学习农业生产知识为内容的“第二课堂”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体
验农耕中增长知识、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 北 乐 亭 ：农 耕 教 育 进 校 园

新华社达卡 6 月 22 日电
（记者刘春涛）2019-2020 年度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奖学金招
生会 21 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
卡职业技术教师培训学院举
办，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张佐
和孟加拉国教育部常秘艾哈
迈德等出席了开幕式。

艾哈迈德在致辞中对中
国政府持续多年支持孟教育
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孟中友

好交往源远流长，希望孟青年
学生抓住赴华学习的机遇，将
来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

张佐说，中孟两国在职业
技 术 教 育 领 域 合 作 前 景 广
阔。第一批通过高等职业教
育奖学金赴华学习的 300 余
名学生将于 2020 年毕业。中
国驻孟使馆将积极引导在孟
中资企业优先为这些青年学
子提供工作岗位，同时呼吁孟

教育部和相关部门为孟留华
学生回国就业创造更多条件，
使这些高技能人才有用武之
地。

据介绍，此次来孟招生的
9 所中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将
提供 200 多个专业共 400 个奖
学金名额，参加面试的 600 多
名学生来自孟加拉国 91 所理
工类职业院校。孟加拉国学
生马格富尔说，中国技术创新

非 常 多 ，非 常 希 望 去 中 国 学
习。

这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奖学金项目第三次到孟加拉
国招生。2017 年和 2018 年，来
自中国的 30 所高职院校到孟
招生宣介，为孟青年学生提供
了超过 500 个专业的 1149 个奖
学金名额，并向 50 名从事职业
教育的孟籍教师提供赴华攻
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机会。

中国高职教育奖学金招生会在孟加拉国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