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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绿叶

在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理学院大楼里寻

访，给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么一个门牌：泉。

这个名字倒是让我突然想起了苏轼的

《减字木兰花》的词句：

银筝旋品，不用缠头千尺锦。妙思如泉，

一洗闲愁十五年。

为公少止，起舞属公公莫起。风里银山，

摆撼鱼龙我自闲。

在大楼 5层一个极为普通的房间，一个普

通的周五的下午，房间内却是非常的热闹。

在这间 20 多平方米陈设简单的屋子内，

理学院智能材料实验室赵晓鹏教授，正在召

集自己的学科团队和学生们开研讨会，一位

研究生正在认真地向老师和同学们陈述着自

己最近的研究关注内容。赵晓鹏和其他的老

师、同学们仔细地聆听并不时提出问题，整个

空间内学术的思想在交流碰撞，创新的想法

在涤荡……

在研讨中“思如泉涌”

当笔者问及赵晓鹏为什么这个门牌要叫做

“泉”时，他说：任何创新都是要有一个想法，中

国人有句话叫做“思如泉涌”，这个“思”要通过

吸取别人最先进的东西。开研讨会的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江河湖海发源地，称之为“泉”。正是

通过借鉴这个寓意，形成了赵晓鹏所在课题组

的专门讨论会。赵晓鹏欣慰地告诉我们，这种

研讨会的做法在十多年的摸索中形成了规范化

的制度与流程。现在实验室团队每周都要做一

次，多年坚持下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主持研讨

的师生，都着力追踪学科研究领域内最先进的

内容，研讨过程中发现大家的想法越来越丰富，

也更加有利于及时吸收别人前沿的经验，并能

很好的和自身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同时，通过

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有意识的培养锻炼团队

成员的整理文献和讲解观点的能力。

学生小姚已经是第二次作为研讨主讲参

加会议了，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学习

过程，能够真正把别人的文章的东西融会贯

通，同时，对自己表达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非

常好的机会。

而很多这样的创新想法，很快就变成了

高水平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时

期，赵晓鹏所在团队论文引用数接近 3000

次，团队一共申请的专利有 137 项，其中授权

的专利接近 100 项，这个数据当时在全国的

高校课题组排名前列。此外，针对国际研究

领域，团队目前已经出版了六本专著。

团队建设就像居家过日子

在与赵晓鹏交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他所

在实验室有很多特别的昵称，比如说把实验室

叫做“厨房”。赵晓鹏一直强调“家”的概念，他

谈到，自己所在的课题组是从零开始发展的，就

像年轻人建自己的家一样，这个过程非常的艰

辛。再者，在材料领域里做材料的基本思想就

是“炒菜”，所以都要建立自己的“厨房”。

赵老师指着一台普通的家用烤箱告诉我

们，“这台烤箱已经跟着我们十几年了……”经

过多年的建设，随着实验室条件的改善，智能

材料实验室的实验室平台已形成了规模，但一

些传统的设备仪器，仍然始终保留下来，这个

特色也成为了培养训练学生最基本的方法，训

练学生的一些基本技能，就像厨师也要练一些

基本技能一样，提醒年轻的学生甚至老师，要

从基本的技能来训练和培养自己。

团队成员尹剑波谈到，赵老师始终把这个

实验室当成了自己的家，一直把它当作“家”的

运作方式来进行。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实验室里

工作，对团队成员的照顾就向家庭成员一样，特

别是对青年人的关心，非常的仔细。

谈到对团队年青教师的培养，赵晓鹏告诉

我们：因为每个人特点的不同，有的人擅长分析

理论和计算，有的人擅长动手实践，所以对于技

能而言应该是按照自己的特长去尽情的发挥。

在品质上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要做到专心致

志，只有专心了才想把事情做好，只有集中精力

了，才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来克服各种各样

的困难，最终提升自己。

“兴趣 坚持 创新”

当笔者用“兴趣”“坚持”“创新”这三个词

形容赵晓鹏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时，赵老师

幽默地解释道：他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缺

点”，就是嗜好比较少。因为对很多事情没有

兴趣，找来找去发现只是有兴趣做科研这个

事情，这样就专心只做这一件事情。有时候

做好了，还继续愿意做，有的时候做得不好，

回过头想想也找不到别的能干的事情，还得

继续做，这样久而久之的兴趣和动力，慢慢就

融合到一起就变成了坚持。由于这样的一种

坚持，总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成绩，这样不断

创新就水到渠成了。

尹剑波说，赵晓鹏老师是一个严于律己

的人，特别是科研上，非常专注，做一件事情

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令人敬佩。

有的学生谈到赵晓鹏时说，他在指导学

生时“非常严厉”。赵晓鹏微微一笑，向笔者

谈起了他的育人之道——“高水平运动队的

困局”。他说，大多高水平的运动队，要求都

更为严格。这样做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希

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成才或有所提高。在学

习和研究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畏难情

绪，或者会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时候就需要给

一定的压力，同样道理在教学中也需要给适

度的压力来促使年轻人的提高。

■采访手记：
理学院的赵晓鹏教授，可能是所有我采

访到的教授中没有什么故事的一位。在有的

人看来，他是个“了无生趣”的人。他的生活，

就像一道规律的数学公式：早上从家里出发

到实验室，晚上从实验室再返回家中。生活

简单甚至枯燥，可是赵晓鹏教授本人却乐此

不疲。

然而，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他最真实的

生活和工作状态，简单、平实、质朴……

对赵晓鹏来说，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他研

究的对象或从事的专业，科学已经融入了他

的生命之中。他说：“我热爱科学，这不是几

分钟的热度，而是持续一生的热情。科学已

经成为我的信仰。”

赵晓鹏：一个简单学者的科学信仰
□ 王凡华 江 龙

赵晓鹏，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材料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学科智能材料物理与化学方向学术带头人。

赵晓鹏教授（左三）及其核心学术团队

最近，国家林业局作出重大决策，在我

国面积最大、天然林分布最集中的林区，即

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实施全面停止商

品性森林采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一区域停伐是基于哪些考虑？将会

对森林资源带来多大的恢复和改善？停伐

期限多长？期间，还将做哪些工作？围绕

相关的问题，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总工程师、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技术

组组长张煜星日前接受了采访。

停伐是科学经营资源的需要
科技日报：此次提出的全面停止商品

性采伐，主要基于哪些考虑？

张煜星：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是国家综

合实力的体现，即保障了国家生态安全、实

施木材战略的需求，也是进一步恢复天然

林资源、科学经营森林资源的要求。兼顾

长远利益，为子孙后代着想。

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分布在我国

东北东部的小兴安岭、完达山、大兴安岭以及

长白山山系等区域，森林资源分布集中、面积

较大，既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宝库和生态屏障，

也是国家传统的木材生产重要基地。目前，

该区域共有林业局 96个，职工约 40多万人，

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经济支持。

从现状看，林区森林资源现主要是经

过多次采伐后形成的次生林，且绝大部分

仍是中幼龄林，只有 40—50年，如果仍然大

量采伐，收益较低。

从森林经营潜力看，林区森林每公顷

蓄积量尚未恢复到上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

大兴安岭集团公司森林每公顷只有 77立方

米，与 60 年代森林每公顷蓄积量 108 立方

米比相差 31立方米。

从林木胸径大小看，林区林木平均胸

径小，只有 13.2厘米，小于 12厘米的林木株

数占 71%，大于 24厘米的林木株数仅占 5%。

从树种结构来看，林区的珍贵树种持

续减少，所占比例只有 31%。如落叶松林所

占比例为 27%，云杉、红松等珍贵树种仅占

4%。据最近三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分

析，近 20 年来落叶松、红松、樟子松等珍贵

树种的面积持续减少，所占比例继续下降。

基于此，在林区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

程，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对于推进

国有林区改革，加快森林资源培育，尽快恢

复其木材战略储备地位等，具有重大意义。

停伐有利于提升生态功能
科技日报：全面停伐是国家稳步推进

天保工程的同时，实施的又一项重大战略

举措，这对该地区森林资源能够带来多大

的恢复和改善呢？

张煜星：实行停伐并加以科学经营，可

使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资源

状况、木材供给能力等方面有明显的提升

和改善。这主要包括：首先，有利于加快林

区森林资源恢复性增长。仅是开展促进林

木生长的抚育性采伐，据粗略估算，年均森

林蓄积增加量将由目前的 4000多万立方米

提高到 6000 多万立方米，森林蓄积每公顷

增加量将由约 1.47 立方米提高到近 2 立方

米左右。再过 10 年左右，森林每公顷蓄积

量将提高到 120 立方米，接近上世纪 60 年

代的水平，森林资源质量较大幅度提高。

其次，有利于林区木材供给能力的增

强。现部分中幼龄林在 10—20 年后，将逐

步进入成熟期，成熟林面积比例将由现在

的 22%提高到接近 40%。并通过加大森林

抚育和珍贵树种培育，林木平均胸径由目

前的 13 厘米提高到 15 厘米以上，林区红

松、樟子松、水曲柳等珍贵用材树种资源逐

步增加，木材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最后，有利于森林资源生态功能的提

升。通过加强森林抚育经营，不断调整和

优化森林的树种结构、龄组结构，提高森林

质量。同时改善了林分卫生状况，促进林

木生长和原生珍贵树种下种更新，有效减

少森林病虫害和森林火灾的发生，使森林

资源健康发展、生态功能得以有效发挥。

停伐并非停止一切经营
科技日报：请问停伐期间在推动森林

抚育和科学经营方面还应当做哪些工作？

张煜星：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

后，并不意味着停止一切森林经营活动，而

是要把林区森林经营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加

强中幼龄林抚育和科学经营的轨道上来。

目前，林区中幼龄林面积有 1500 多万

公顷需要开展森林抚育，还有近 200万公顷

郁闭度小于 0.4 的残次林也需要通过人工

修复。两者合计为 1700 万公顷，约 2.55 亿

亩，林区森林抚育经营的工作量非常大，可

以解决林区部分职工的就业问题。

特别强调的是，在开展森林抚育经营

工作中，应根据林区的自然条件和森林资

源的特点，科学编制并严格执行森林经营

方案，严禁发生以森林抚育为名破坏森林

资源的行为。同时，还要加强森林防火、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等森林保护工作。并在条

件适宜地区，借助森林旅游等林区特色经

济的开发，解决职工生计问题。

对于停伐期的确定，这需要国家根据

林区森林资源、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

等多种因素通盘考虑，统筹确定，制定的科

学合理，就会取得最佳效果。

考虑到东北重点国有林区林木生长的

特性，以及发展针叶林和珍贵用材树种的需

求出发，应把停产休养生息的时期延长到20

年或者更长时期，这样，林区森林质量将会

进一步提高，森林结构趋于合理，木材战略

储备地位和生态屏障作用将更加凸显。

停伐并非停止一切森林经营
——访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张煜星

□ 胡利娟

义乌装博会打造绿色装备平台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莉）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义乌市人

民政府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等共同承办的“2014 中国义

乌国际装备博览会”将于 11 月 19 日—22 日在义乌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

本届义乌装博会将全方位展示全球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新成

果、新趋势，通过贸易洽谈、项目签约、会议论坛等不同形式，加

强与国内外装备制造企业的交流合作，扩大装备产品交易，吸引

高端装备落户，为业界打造一场装备展会盛宴。展会组织方在

优化首届展会布局的基础上，为本届展会专设七大专业展区，即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设备展、工业自动化展、通用机械展、工业

节能与环保设备展、设备优化服务展、新能源与电力电工展和工

程农机及仓储物流展，邀请来自各地的参展商驻入。本次展会

同期将举办“中国浙江装备制造转型升级高峰论坛”、“绿色装备

引领未来、智能装备转型升级”等主题论坛，“先进制造技术与

3D 打印产业发展研讨会”等论坛，共同探讨我国装备制造业“转

型升级”、“智能化”等热议话题，为中国装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献计献策。

北京化工大学国际软物质研究中心成立
科技日报讯 （冯宽昕 谢培红）北京化工大学国际软物质

研究中心启动仪式 4 月 16 日举行。英国剑桥大学化学系主

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弗兰克教授等国际知名专家出席并作

学术报告。

软物质研究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方向，是化学、化工、

生物、材料、医学、物理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在技术应用

上非常广泛。结合北京化工大学的高分子材料、化工、生物等优

势学科基础，成立北京化工大学国际软物质研究中心，吸引和汇

聚海内外优秀人才，引入创新管理机制和体制，通过学科交叉融

合，可以极大的带动学校生物、物理、环境、制药等多个学科的发

展，产出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并推动产业化应用，扩大化工大

学校在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自 5 月上旬至 11 月上

旬，国家林业局将分别与江西、黑龙江、山东、广西、

浙江、福建等省（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六个以林产

品交易为主的国家级重点林业展会。这是 4 月 17

日从“2014 年国家级林业重点展会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的。

据悉，六个国家级林业重点展会分别是：5 月

28日至 30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举办的第一届

中国（赣州）家具产业博览会，8月 26日至 28日在黑

龙江省伊春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伊春）国际森林

产品博览会，9月 19日至 22日在山东荷泽市举办的

第十一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9月 27日至 30日在广

西南宁市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林产

品及木制品展，11 月 1 日—4 日在浙江省义乌市举

行的第七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产品博览会，11 月 6

日至 9 日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的第十届海峡两岸

林业博览会暨投资贸易洽谈会。

国家林业局发展规划与资金管理司副司长

孙建说，大力发展林业会展经济，将在提高林产

品质量、档次、科技含量、品牌和附加值等方面

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与以往相比，今年举办的

六个国家级林业重点展会具有规模大、国际化

强、产品质量好、品种多，以及内容和配套活动

丰富等特点。

林业重点展会 5月起陆续举办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为探讨北京森林文化发

展途径，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森林文化体验教育基

地，满足市民回归自然、享受野趣的需求,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近日邀请了 13 位专家，共同“把脉”助推

北京森林文化快速发展。

会上，专家一致认为，首先要进行文化发展

模式转型。推动绿地文化，在城市空间布局上要

平衡建设与生态用地，恢复森林和湿地的生态功

能，以解决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过度排放。并按自

然规律建设绿地系统，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

绿色基础设施，让绿地具有雨水吸纳、过滤和生

产功能。

其次，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森林文化活动。通

过建设自然教育中心、手工坊、步道系统等教育、体

验和便利设施，增强森林和湿地的可利用性。

最后，吸引公众参与森林文化建设工作。修建

维护步道、解说森林知识，需要公众和志愿者的参

与，才能唤醒大众对自然的爱与尊重。

据悉，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已将森林文化列为北

京市“十二五”园林绿化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专家把脉助北京森林文化发展

“世界地球日”纪念活动举行
科技日报讯 （匡春凤 胡利娟）4 月

19日，为纪念第 45个“世界地球日”暨中

华环保联合会成立 9周年，以“建设美丽

中国、践行低碳生活”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在北京举行。

该活动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当

天，除了开展环保知识趣味问答互动活动

之外，还举行了垃圾分类、防范PM2.5、环

境维权等方面的科普展览。同时，还授予

人大附小的李泓燕同学“中华环保小使

者”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以鼓励更多中

小学生掌握环保知识，坚持低碳生活。

作为全国性公益组织的中华环保联

合会，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22 日，9 年来，

每年均举办大型公益活动纪念“世界地

球日”，以唤起公众呵护地球、保护家园

的意识，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用实际行

动保护地球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中华环保联合会持续开展公益植树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4月3日，由中

华环保联合会组织的主题为“热爱自然、

播种绿色、拥抱春天”的2014公益植树活

动在北京市平谷区滨河森林公园举行。

150 余名志愿者分工合作挖坑、扶苗、培

土、浇水，大家相互配合默契，并在绿化工

人的指导下，两个半小时内，200多棵树苗

迎风挺立，成为北京生态屏障的新力量。

公益植树活动是中华环保联合会开

展的一项长期性公益活动，自 2007 年以

来，广泛团结社会力量，深入推广“种植

绿色、传递希望、搭建桥梁”的理念，截至

目前，已累计植树 6200 多棵，以实际行

动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充分发

挥了环保公益组织的积极作用。

中国环境友好企业联盟执行秘书长

郭府青说，参加公益植树活动，不仅让企

业通过实际行动履行了环境责任，还了

解了我国森林环境现状，使其提高环保

意识，积极投入其中。

广利边防开辟绿色蔬果园
科技日报讯（李振明）“吃着这个绿

色蔬菜果园里种的蔬果，心里倍儿甜。”4

月 6 日，武警山东省东营市广利边防派

出所的官兵小方说。年初，广利边防派

出所因地制宜，积极开辟绿色蔬果园，建

立自给自足的餐饮系统，让官兵们吃到

了新鲜可口的蔬菜水果。

该所对营区菜地进行开垦，开辟了

菜地种植蔬菜和水果，拟定了蔬果种植

计划。并深入农业示范基地参观学习，

自学蔬菜种植技术，对移植土壤进行了

营养改造，对土壤堆积高度、施用肥种类

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与探索实践。针对菜

地土质欠佳的问题，官兵们在对营区周

边的土地进行考查之后，选取了较为优

质肥沃的土壤，改善菜地土质。绿色蔬

果园不仅绿化了工作生活环境，而且盘

活了有限资源，改善了官兵的生活条件。

连日来，山东邹平嘉成玫瑰种
植基地玫瑰飘香，花农抓紧时机采
摘、烘干花蕾，与相关加工企业合作
进行玫瑰花饮品、药品生产。据悉，
目前这个基地每亩玫瑰鲜花蕾采摘
量达500余公斤，亩产值可达3万元
左右。

左图：4月20日，花农在山东邹
平嘉成玫瑰种植基地采摘玫瑰花。

右图：4月20日，山东邹平嘉成
玫瑰种植基地工人在翻看采摘的玫
瑰鲜花蕾。新华社发（董乃德摄）

玫瑰飘香致富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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