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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农历马年元宵节。记者来到厦门厦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走进以全国劳动模范盖军衔

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与其工友、徒弟一起回

忆离开人世近一年的盖军衔生前故事。

从 1975 年进厂，盖军衔在厦工工作了 38 年。

通过不断的学习钻研，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装

配车间工人，成长为高级技师，拿到了业界最高荣

誉的“中华技能大奖”。他还三赴南极，为中国南极

科考队提供机械维护保障，并出色完成任务。

工厂里几乎无人不识这位“厦工技神”，对他的

称呼也不尽相同，有“老盖”、有“盖神仙”、有“技

神”，但在技工团队里，大家更爱称呼其“盖帮主”。

现在也是技能大师的郑龙枝，是盖军衔的徒

弟。“师傅最早干的是钳工，做的都是‘摸黑手’的工

作，经常是满身油一手黑，所以我们都戏称自己为

丐帮，师傅自然就是帮主了。”

厦工副总裁、工会主席洪家庆，则对“盖帮主”

有另一番说法。

“维修工经常要钻到机车底下去工作，老盖有

一套又脏又油的工作服常年放在班组里，一干活就

穿上。这与穿戴整洁、年轻时有‘厂花’之称的妻子

形成极大反差。在班组里，他是主心骨，把一大帮

维修工凝聚在一起，所以称为‘盖帮主’。”

与老盖同年进厂的林国强告诉记者，我从不叫

他什么劳模、大师，我们都是以兄弟相称。但一次

老盖却把林国强批评了一顿。原来，他看见林国强

的徒弟在干活时戴着手套，气呼呼地说：“你带什么

徒弟，戴手套怎么能干得好活。”

郑龙枝告诉记者，老盖有个习惯，干活时从不

戴手套。他的徒弟，也没有敢戴手套的。

在厦工，成为老盖的徒弟是件荣耀的事。虽然

见到谁他都爱教一把，但是他认为，徒弟和学生是

有严格区别的，学得好的才算是徒弟。

2008 年厦工在全厂挑选了 20 个好苗子，让老

盖亲手传授技艺，一年后 17 人出师，目前都成为公

司售后服务的技术骨干。

2013 年 4 月，老盖因胰腺癌不幸去世，从发现

患癌到离开人世才几个月时间。

厦工培训中心主任陈子毅回忆说，老盖是个山

东大汉，身材魁梧，喜欢运动，尤其喜欢爬山和游

泳。“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厦工人永远怀念‘盖帮

主’，他的技艺和精神一定会代代相传。”

洪家庆说，作为装备机械制造企业，厦工需要

更多像盖军衔这样的技术大师。公司将 2014 年定

位为“质量效益”年，要启动 80、90后人才培养计划，

开展“名师带高徒”活动，希望能造就更多的“技

神”。

（据新华社 朱海黎 苏杰 项开来）

同事眼中的“盖帮主”
——追忆全国劳模盖军衔

作为国家项目首席科学家、集团公司劳模和高

级技术专家，经常有人问宋岩，成功是不是需要比

别人付出的更多？她的回答很实在，“从事任何一

项工作都需要有付出，从事科研工作同样需要如

此。这么多年来我除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外，让

我感受最深的是，搞研究最需要讲认真，要比做别

的工作更细致，更踏实。”

军人家庭的影响，使宋岩从小养成了“干什么

就要干好，不能让别人说不字”的习惯。而这种习

惯一直影响着她的工作和生活。“从一参加工作一

直到现在，可以说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或事情，不管

是大是小，不管是领导交给的任务，还是自己承担

的科研工作，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一直做到自己认

为最好为止。”宋岩表示。

去油田看岩芯，每天看几十箱岩芯都要自己

搬，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有时候碰到要看的岩芯恰

巧压在最下面，有同事提出少看一两箱没关系，她

却坚持即使搬再多箱也一定要看到所需的岩芯段，

每口井一箱都不能错过。

为煤层气研究需要到瓦斯最多的矿井去取样

十分危险，宋岩大都要求亲自到现场。一次在研究

某地煤层气时，需要到煤矿取瓦斯气样，在煤矿地

面有地下各层抽放的混合气，可以不用下井，要采

分层气样就必须到井下采。煤矿工人提出不用她

这个看上去娇柔的女人下矿井，他们可以帮助采

样。但宋岩想分层气样比混合气样数据更准确，信

息量更大，又担心工人把取样层位弄混，为了能取

到准确的分层气样，每次到矿上她都坚持自己下井

亲自取样。条件较好的矿井可以坐小火车下去，条

件较差的矿井是垂直用升降机把人送上送下。

“科研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细节决定成败。”

宋岩为了研究天然气成因，和男同事一样，踏上云

南、四川西部海拔 4000米以上地区，不惧高原反应，

为采集一手的高山温泉气苗的气样，更深入到准噶

尔盆地深处泥火山采集气样。

从事了大半生基础研究的宋岩深知，基础理论

研究出成果很难，出大成果更难。身为研究生导师

的她，也经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做基础理论研

究工作要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因为这些研究会

成功也会失败，而且不能直接去拿到储量和产量，

往往看不到鲜花，听不到掌声。但是通过大量艰苦

细致的工作，提出地质认识和油气富集规律，指出

有利的勘探领域，勘探家按照所提供的理论，就能

更准确、更迅速地找到更多的地质储量。

宋岩说：“我的工作就是在黑暗中为别人点亮

一盏灯，照亮脚下的路。”

一丝不苟，做研究“细节决定成败”

这间位于中国石油勘探院实验区内属于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高级技术专家、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非常规天然气研究院院长、国家 863

资源环境领域主题专家宋岩的办公室并不大，抬

眼看去，可称得上的装饰物只有书，而这些书籍

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天然气、煤层气、前陆盆地和

其相关领域。在这间除了学术用书连一棵绿植

都没有的办公室内，记者对面 57 岁的宋岩，笑起

来 轻 扬 的 嘴 角 女 性 的 柔 美 尽 显 ，衣 着 端 庄 而 时

尚，细碎的卷发被梳理得一丝不苟。很难把眼前

的这一切，与一个半生行走在油田戈壁和实验室

间的学者联系在一起，在许多人眼里，搞石油地

质勘探与石头打交道，是男人的天地。宋岩用实

际行动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手捧刚刚颁发的李

四光地质科学奖的她，笑言自己是因为“服从分

配”而与天然气结缘，而这四个字的精神,也似乎

跟随了她半生的科研路。

也许，正是对知识永远对专业知识保有一颗好

奇心和始终把理想放在唾手可得处，才成就了今天

的她。

宋岩：以淡然之心书写地质人生

日前，网上一篇关于“华中科大本科生带博士硕

士做科研”的报道爆红网络，一名年仅22岁的大四男

生，一年之内在国外核心期刊 Nature旗下期刊《Sci-

entific Reports》和美国化学会旗下期刊《ACS Ap-

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上各发表论文一篇，另

有三篇论文正投至国内外核心期刊，申请国家八项

专利。前不久，他的团队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参加“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获得二等奖。

“新一代的研霸”“未来科学家”，面对同学们给

自己取的诸多外号，这位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研究

之星”张哲野腼腆地表示：“只不过做了自己喜欢的

事情。”2010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盖姆和

康斯坦丁·诺沃肖罗夫两位科学家，凭借在二维空

间材料石墨烯方面的开创性实验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这让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张哲野也萌发了

研究石墨烯的念头。“在国内，许多专家都觉得石墨

烯研究已经做到尽头，很难继续深入。但我相信石

墨烯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张哲野说。

前景虽好，但要出成果也并非易事。“这条路并

不容易走，但他却从骨子里爱着石墨烯研究。”同一

个团队的在读博士生奚江波对张哲野充满了敬佩，

“刚来时，大家介绍他是‘未来科学家’，我第一反应

‘不是硕士，就是博士’，根本没想到是本科生。”

有时候，张哲野早出晚归，在实验室一待就是

一天。后来，为了不打扰室友休息，他挪到化学楼

一个仅六平方米的办公室，凑合着过了一夜又一

夜。“石墨烯是他的‘女朋友’，即使打水、走路，脑袋

里也都是石墨烯。”张哲野的室友如此调侃。“什么

样的人能出成绩？实验室来得勤的人才最有可能

出成绩。”化学学院副教授肖菲说。

但就算是“研霸”，也有“没有思路”的时候。“科

研必然是伴随着枯燥的，如果不是兴趣，我也不可

能撑下来。”碰到情绪低落时，张哲野只要在实验室

走一圈，心便平静了，“我只想用石墨烯改变世界。”

说起自己的“成绩”，张哲野坦言：“是学校启明

学院给了我发挥的最大空间。虽然都是做实验，但

这里提供的绝不只是尖端的设备。”张哲野表示，

“刚开始，老师提供给你的只有课题，所有的研究都

自由发挥，看似无序，但正是这种‘空气式管理’给

了学生创新的最大可能。”

在许多大四学生纠结于考研还是找工作的选

择时，张哲野却安心埋首于实验室。“就算保不上

研，我也不会放弃，坚持下去总会有收获的。”对自

己的未来，张哲野充满信心。

“我只想用石墨烯改变世界”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宋岩说，其实

自己是临时被老师要求报名参加了 1977 年的高

考。出生军人家庭的她，由于母亲是个军医，她在

填报志愿时，只填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物理专业，

其他全都填写的医学院校，“服从分配”，使她踏入

了石油大学的门槛。

1982 年 2 月，走出大学校门的宋岩来到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被分到了当时还是冷门的天然气研

究室，跟随戴金星、戚厚发两位老先生从事天然气

地质研究工作。30年前，天然气研究还没有像今天

这样受到重视，也预测不到天然气能有今天这样大

的发展，“服从分配”的她只是感到这项工作还没有

开展起来，需要研究的问题和要做的工作太多，天

然气成因、运移方式、聚集规律、保存条件等这些问

题吸引着她不断去探索，她就这样爱上了天然气地

质研究的工作。

在两位老先生言传身教之下，她下现场、跑

野外，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学到

了老一辈石油人的优秀品质。特别是戴金星老

师的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好读书，读好书，读书

好”及“好总结，总好结，总结好”的至理名言她受

用至今。

服从分配，就这样爱上了天然气研究

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宋岩来说什么都是新领

域。我国天然气研究当时正刚刚起步，没有成熟的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可以借鉴的资料也不多，一

切都要从头开始。

当时，国内的天然气研究刚刚起步，几乎所有

的基础资料要自己到现场搜集，所有的数据都要从

采样分析一个个做起，宋岩就把当时发现的所有中

型以上的天然气藏逐个都进行了地质解剖和样品

分析。

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对刚走出校门的她感到

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远远不够，她就给自己补课。

研究煤层气需要煤岩学的知识，她就到中国矿业大

学去旁听煤岩学课程，做烃源岩评价和油气源对

比，需要地球化学的知识，她就到石油研究院的研

究生部去旁听地球化学课程。她还搜集了当时国

内几乎全部有关天然气研究的专著、论文、研究报

告，如饥似渴地学习。

一个学期下来，她这个旁听生的成绩居然考了

全班第一。

彼时，在烈日炎炎的夏天，屋子里没有空调

和 电 扇 ，宋 岩 搜 集 了 当 时 国 内 几 乎 全 部 有 关 天

然气研究的专著、论文、研究报告，不分昼夜地

呆 在 办 公 室 ，几 百 万 字 的 文 献 资 料 逐 页 读 完 。

这些知识为她后来在天然气地质和地球化学研

究所取得的成果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从已

知探索未知，她确定了我国天然气的成因类型、

成 藏 模 式 和 富 集 规 律 ，填 补 了 我 国 天 然 气 地 质

理论的空白。

打基础，考了第一的旁听生

2000年宋岩开始从事前陆盆地的研究，这对她

又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从事科研工作，需要不断补充专业知识，干到

老学到老。”为此，她为自己提出要求——勇于创

新，迎接挑战。

“十五”初期，受克拉 2大气田发现的启发，她认

为我国中西部前陆盆地将是今后油气特别是天然

气勘探的重要领域，需要尽快加强地质研究，于是

她提出在国家和股份公司立项研究前陆盆地天然

气成藏条件和富集规律问题。

这对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前陆盆地

的研究涉及构造、沉积、油气成藏多个学科，因为

宋岩过去主要是研究天然气成因和聚集的，前陆

盆地研究中的这些学科对她来说比较陌生。她又

把国内几乎所有有关前陆盆地的书和论文、国外

前陆盆地的经典著作以及相关的构造和沉积、层

序地层学方面的书找来，从基本概念学起，直到掌

握了前陆盆地基础知识和当时国内外前陆盆地的

研究现状。

立项之后，由她牵头组织了北京总院、廊坊

分院、西北分院、鄂尔多斯分院和新疆、青海、四

川 、吐 哈 等 油 田 多 个 单 位 共 同 研 究 攻 关 。 下 现

场 ，跑 野 外 ，从 最 基 础 工 作 入 手 ；出 思 路 ，定 方

案，寻找地质规律。经过五年的努力，这项研究

已 见 到 了 成 效 ，他 们 提 出 了 中 国 前 陆 盆 地 的 六

大 地 质 特 征 ，对 前 陆 盆 地 油 气 聚 集 规 律 有 了 突

破 性 的 认 识 ，推 动 了 中 油 股 份 公 司 前 陆 盆 地 油

气勘探的进程。

现在她承担的又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国

家 973 煤层气项目。煤层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

气 资 源 ，非 常 规 天 然 气 富 集 特 征 要 比 常 规 天 然

气 复 杂 的 多 ，特 别 是 中 国 高 煤 阶 煤 层 气 很 多 地

质 问 题 连 国 外 也 没 有 研 究 过 ，更 需 要 去 探 索 去

创新。

宋岩组织了全国从事煤层气研究的主要科研

力量，对高煤阶煤层气富集理论和高效开发这一世

界难题开展了艰难的攻关。她带领研究团队在煤

层气吸附特征、赋存条件和成藏模式、构造演化和

水动力控藏作用、高丰度富集区形成机理等方面取

得了创新性成果，构建了中国高煤阶煤层气地质理

论体系。

丰富的专业知识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需要持

之以恒，锲而不舍，终身坚持学习。多年来，宋岩为

了掌握当代石油科技最前沿的理论和技术，一直保

持不断学习新知识。越来越宽的知识面，使她适应

了科研工作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出思路，挑战交叉学科新领域

日前，香港科技大学（科大）校长陈繁昌教授，凭着

“将数值方法应用至图像处理及科学计算，及对领导美国

及国际工程领域的超卓成就”当选。他是今届美国国家

工程院 67 名新增院士（另有 11 名外籍院士）中唯一一位

华裔科学家，亦是该院少数在港发展的院士之一。

陈繁昌对获选表示荣幸。他说，希望借此平台推

动大学与一众美国工程学领袖紧密联系，并积极讨论、

影响科学与科技上的教育研究要题和发展趋势，开拓

新领域。

自 2009年 9月出任科大校长的陈繁昌于香港出生成

长，后负笈美国，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助理会

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主任以及自然科学学院

院长等职。

陈繁昌专长于数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的研究，范

畴遍及数学造影处理与计算机视像、大规模整合物理设

计，以及运算大脑制图。他出版了超过 200 份被推荐的

学术论文，为美国科学资讯研究所最常被引述的其中一

位数学家。

陈繁昌：

香港科技

大学校长获选

美国国家工程

院院士

据中新网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出了一位 3 岁小神

童，在很多小朋友 3岁时还在为 26个英文字母下苦功，阿

莱克西斯·马丁已经学会用 iPad自学西班牙文，并能阅读

小学五年级程度的图书。

据悉，阿莱克西斯·马丁早前测出的智商值高达 160

分，与爱因斯坦和霍金等物理学家看齐，她已被选入专收

天才儿童的“门萨协会”(Mensa)。

阿莱克西斯的父亲表示，她的智力出众，1 岁就能一

字不漏地背诵前一晚听过的故事，也不会用错学过的单

词。当然，女儿太聪明也会令父母烦恼，阿莱克西斯的父

母正犹豫是否让她提早读幼儿园。

有医生表示，阿莱克西斯不宜入读普通学校，因为根

据经验，天才儿童若长期与资质平庸的同龄者相处，会产

生高度焦虑。

阿莱克西斯·
马丁：

3岁女神

童智商堪比爱

因斯坦

瑞典皇家科学院 13日宣布，华人科学家张益唐获得

2014 年度罗夫·肖克奖中的数学奖项，以奖励他在无穷

多对孪生素数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告中介绍，张益唐 1955年生于

北京。1985 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前往美国，1992

年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现任美国新汉普郡大学数学

教授。2013 年，当时籍籍无名的大学讲师张益唐向著名

数学刊物《数学年刊》投稿，证明存在无穷多对素数相差

都小于 7000 万的论文，引起数学界轰动，被誉为里程碑

式的突破。2014 年，他获得数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的美

国数学学会柯尔数论奖。

罗夫·肖克奖设立于 1993 年，每三年评选和颁发一

次。此次是该奖设立 21 年来首次颁给华裔学者。除数

学奖项外，肖克奖还包括逻辑哲学、音乐和视觉艺术等三

个单项奖。来自英国、瑞典和法国的另外 3 位杰出人物

分别获得了这三个奖项。

张益唐：

美籍华人

数学家获瑞典

皇家科学院肖

克奖

在许多人眼里，搞
石油地质勘探与石头打
交道，是男人的天地。
宋岩用实际行动改变了
许多人的看法，手捧刚
刚颁发的李四光地质科
学奖的她，笑言自己是
因为“服从分配”而与天
然气结缘，而这四个字
的精神,也似乎跟随了
她半生的科研路。

宋岩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 公 司 高 级 技 术 专 家 、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非
常 规 天 然 气 研 究 院 院
长、国家 863 资源环境领
域主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