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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做的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高精

尖的研究。就想踏踏实实地琢磨把新技术结合到

老旧设备上，让老旧的系统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说

这话的人语调平缓、不徐不疾。

如果不是身处“王长东技能大师工作室”，亲眼

看到摆放整齐的创新成果，记者绝对不会想到，这

个平和的中年男人就是国家级的“技能大师”。满

墙的荣誉奖状刚刚更新过一块，今年王长东荣获了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们的工作室成员共有 39人，其中核心成

员17个。工作室传承的是带头作用，将好的方法

理念传给大家，形成一个人人能创新的好氛围。”

王长东始终强调工作室是一个集体，不谈自己。

其实，王长东正是这个创新团队的灵魂人物。

毕业时只是中专学历，但王长东在通往大师

的路上走得踏实，肯干肯钻研，成了他的标签。

1992 年，王长东分配到黑龙江鸡西供电公司调

度所远动班，从事调度自动化工作。远动班工作

专业性很强，同时，调度自动化专业又是集自动

控制理论、数据传输理论、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

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专业理论更新快，软硬件

升级频繁。

起点不高，但王长东爱学习、善于学习。他

用 C语言编制的调度负荷统计自动化软件，获黑

龙江省 QC 成果一等奖。2000年，王长东挑起了

远动班班长的担子。2004 年，在密山县一次变

综自改造过程中，他提出了由现场电缆过渡改为

主站软硬件结合过渡。这一方法消除了现场作

业的安全隐患，缩短了工期，节约了电缆。他还

妥善处理了前置机遥信丢失问题，为企业节约资

金 70 余万元。2009 年，他提出建设 GPRS 传输

远动信息项目，形成了以地调为中心，覆盖全供

电区的 GPRS远动信息传输网络，这比建设光纤

专用通道节约资金 560余万元。

2012年 2月，以王长东名字命名的技能大师

工作室正式成立，是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系统的唯一，同年 8 月，工作室申报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成功。二十余年间，王长东累计为企

业提出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数十项，为企业创

造直接经济效益 2000余万元。

每天早上七点多，王长东就会来到单位，把

大家收集到的在工作中碰到的“卡脖子”的问题

归类，通过网络群发到核心成员那里去。工作室

成员被分为 8个组，王长东定期和大家一起开会

讨论解决方案，对每个小组进行指导。

“他总能说到点子上，提示我们用什么方法，

往哪个方向努力。”组员们这样评价王长东。这

就是他在多年工作中积累的经验。

相对于一千六百多员工，工作室的几十个成

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辐射力很大。很多人在

其引领带动示范作用下，遇到问题后会找到工作

室的骨干帮忙，今年 3月份工作室又在其公司主

页上公布邮箱，一种科研氛围就这样蔓延开来。

“如果你正值青春，请珍惜你的资本，认真的

投入到工作中去吧，努力工作会让你成为一个年

轻有为的男子汉”。2006 年，王长东赴藏进行专

项技术支持工作。在藏工作期间，王长东面对缺

氧带来的强烈高原反应，没有抱怨，没有退却，他

常以张书记的这句话激励自己。为取得技术整改

的第一手材料，王长东不顾身体不适在雪域高原

奔走 2400多公里，深入 26个厂站实地调研，他指

导参与了调度主站整改和子站测试，处理了14项

设备安全隐患；参与制定了《西藏电网自动化设备

管理规定》等 13项制度，设计了西藏调度新大楼

自动化建设方案，对 15个课题进行专项培训，编

制了3套系统运行方案。

看到这里，如果你以为周末都要来工作室的

王长东只会工作，那就错了。“这是我自己酿的红

葡萄酒，你尝尝。”王长东递给记者一个矿泉水

瓶，里面是他新酿的酒。自己找配方，然后改良，

王氏葡萄酒就慢慢成熟。

自酿自饮，王长东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酿酒大师？

王长东：踏踏实实成就“技能大师”
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晚上家里只开一个灯、抽水马桶使用“半水”

按钮、5 公里之内一律步行……节约网创办人李

晓群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着千家万户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

曾是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的李晓群，退休后

“倾家荡产”地搞起了全国首家节约专题网站。

“十年前我们没有起步资金，和同事、朋友借

钱说要办这个网站，那时候节约这个概念在不少

人眼中跟吝啬、抠门等含义差不多，很不看好我

们的事业。借钱无果，我们只好用自己的房子做

抵押。”李晓群的妻子刘南白说。

长明灯、长流水、过度包装……在李晓群看

来，“事事有浪费，处处可节约；浪费是个病，不治

可不行。”于是，在科研与实践中，李晓群努力寻

觅着一条中国式节约之路，通过网络传播理念，

大力推广节约文化、节约产品和节约方法。

创业初期的艰难可想而知，何况节约网又是

个公益网站，每月发工资的前几天，李晓群夫妇

都睡不好觉。“我俩都是知识分子，工作几十年没

管别人要过钱，更没欠过别人钱。”刘南白说，自

从办了节约网，不得不为金钱而发愁，做项目得

用钱，给员工开工资需要钱。没有别的办法，只

能从自己的腰包里出。

为打开工作局面，李晓群从为一些单位免费

制作网站开始，用优质的服务让客户了解节约

网，并且成为长期合作伙伴。节约网团队根据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通过建立网上

“节约仓储超市”，已经免费“仓储”节约型产品和

创意上万件，培养了一批铁杆“粉丝”，经常在论

坛上讨论节能体会，分享节能窍门。

除了办网站、写书、作报告之外，李晓群还经

常给企事业单位进行“浪费诊断”，告诉它们如何

节约资源、节能环保。生活中的刘南白也常常受

“职业病”驱使，在公共场所看到长流水、长明灯

都会及时关闭。“有时还会遭到白眼，觉得我爱管

闲事。但节约是大事而不是闲事，人人都从生活

点滴中做起，我们的社会将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浪

费。”她说。

多年来，通过节约网的推介和分享，很多节

约型产品走入了百姓生活，很多创意变成了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节约网在全

国同类网站中排名第一，管理和运营着中国节约

网站群，包括节约网、浪费网、节约产品网等多个

网站。2013年，节约网入围“互联网 20年最具价

值产品”。

如今，节约网名气越来越大，李晓群也在追

梦的道路上加速前进。亲人、同事们表示，老两

口每天还在为事业而奔波，有时候看着挺心

疼。李晓群却觉得这样的苦让他感到很甜。

“看着大家节约的理念越来越强，我们节约网前

进的步子也会迈得更稳，伴随着节约型社会一起

成长。”他说。 （新华社）

李晓群：让节约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文·赵梦卓

85后美女博导方璐“亮瞎”网友
双料博士后、85 后副教授、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女博导……今年

28 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方璐，日前爆红网络。

知性的微笑、姣好的面容、飘逸的长发——坐在办公桌前的她有着

85 后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朝气，她的电脑音响里轻柔地播放着时下

流行的歌曲。这一切，完全颠覆了人们脑海中对女性科研工作者

的传统印象。

2012年，26岁的方璐回国，在中国科大担任副教授、博导。而在

此前，她已经有了比很多同龄人更为丰富的求学与科研经历：2007

年获得中国科大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学士学位，2010年成为美国

西北大学访问学者，2011 年获得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学位，2011—

2012年为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博士后。

从事电子领域研究的女性学者并不多见，方璐却沉浸其中，辛

苦并快乐着。“高中的时候对专业并没有什么概念，考大学时偶然选

择了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方璐说，“期间有过挫折，有过彷徨，甚

至有过放弃的念头。幸运的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在大学生活跃的人人网上，方璐被她的学生称作“方女神”，作

为导师的方璐和学生之间非常亲近。在方璐的实验室里，有 5 名研

究生，同时她还指导进实验室的高年级本科生。方璐说：“我和他们

就像朋友一样，能陪他们走这段成长的路，我觉得很幸福。”

面对网友们的关注，今年 28 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学

院副教授方璐，保持着超出其年龄的从容与淡然：“我从不在意外

界给我的这些‘标签’。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带好学生，做好

科研。” （据新华网）

“北京的自然禀赋就是水资源严重短缺。”

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孙国升说，调水实属“无奈之举”。

面对人口膨胀、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水荒，已

成为北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近 10年来，北京以年均 21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维持着 36亿立方

米的用水需求，人均水资源仅 100 立方米左右。巨大的用水缺口迫

使北京多年来严重超采地下水，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却付出了巨大

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与此同时，天津、河北等人口密集地区长期以来也饱受水危机

困扰。北方的黄淮海流域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人均的 1/5。为缓解

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状况，南水北调工程于 2002年开建。中线

工程南起汉江丹江口水库，经河南、河北，自流至北京，总干渠 1276

公里。一期工程主要向京津冀豫供水，重点解决北京、天津、石家庄

等沿线 20 多座大中城市的缺水问题，年均调水 95 亿立方米。按规

划，中线通水后，一期每年将有 10.5亿立方米的水送至北京。

南水北调来水将为北京 20座自来水厂提供水源，供给除延庆外

的 15个区县，来水占城市生活、工业新水比例将达 50％以上，成为北

京的主力水源。届时，北京主要水厂将实现密云水库与南水北调来

水的“双水源”供水。

6月 30日，许多市民在张家口北站站台上补票。为了留下纪念，
乘客纷纷在站台补票，乘坐6087次列车。

当日，6087次“绿皮车”从河北省张家口北站开出后，这个辛勤
服役105年的车站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张家口北站是京张铁路的终点站，1909年建成通车。张家口北
站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铁路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建筑，见证了张家
口百年发展的历程。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河北张家口：百年老火车站退役

方小敏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我国西

部地区的地质图。他对图上的多数地区十分熟

悉。他指着新疆阿尔金山，告诉记者那里有一条

芒崖沟。这是他终生难忘之地。

2001 年，方小敏正在做百人计划项目。他

带着学生专门到阿尔金山考察，采集古地磁和

古气候的地层样品，以确定地质年代。当时地

图上标的是有一条路可以到达芒崖沟。但实际

发现根本没有这条路，可能是洪水或泥石流把

路冲没了。

“我们就背着水，带着干粮和工具步行前

进。”从下车的地方到沟口有 8公里，从沟口到作

业点又有 8公里。

那是 8月份，沟里的海拔有 3500多米。方小

敏等人沿着沟往上走。等采完样回去时，突然下

起了暴风雪，他们找不到进来的路了，也找不到

汽车了。雪把所有的痕迹都埋没了。手机没有

信号，天又冷，大家穿的也不多。直到深夜两点

多才找到汽车。没有被冻死，他们都感到万幸。

生死考验并非只有一次。

1995 年在西藏伦坡拉盆地。方小敏和团队

的 20 几个人一起去采样。沿途汽车陷到泥里

了，怎么都弄不出来。大家便步行前进。最后只

有方小敏等 6 个人到达目的地。那时的体力已

消耗极大，6 个人还要把 20 几个人的工作按计

划全部完成。他们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住帐

蓬，自己做饭。到后来取样挖坑，一个小时只能

挖一个。因为是在 4600—5000 米的缺氧环境干

活，大家最后甚至是趴着挖坑。方小敏说：“这是

我人生唯一一次趴着挖坑。因为这样可以节省

不少体力。”如果当时有一个人体力不支，或生

病，或受伤，其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执着追求，刻苦拼搏

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对于地质学家来说，有时

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也绝不是一句空话。

方小敏愿为中国的青藏高原研究不惜一切。

仅仅能吃苦还不行

文·本报记者 李大庆

站在记者面前的方小敏有着健硕的身材：

“你看我，还算强壮吧。”

这个刚刚步入知天命年龄的地质学家，每年

都得到野外去几趟都得到野外去几趟。。像那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一像那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一

样，方小敏也喜欢，但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花在户外

运动上。他权且把出野外当成了“户外运动”。

虽说他是“不得不”出野外。但他还是很喜

欢出野外。

方小敏：搞地质研究，能吃苦还不够

人物档案
方小敏，男，51 岁，理学博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

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学术带头人，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人事部

“千百万人才工程”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从事青藏高原隆起与气候环境变化

研究，发表 SCI论文 125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次。

方小敏的本职工作是围绕着青藏高原做研

究。一副强健的体魄是他 30年青藏高原研究的

“副产品”。

其实，他的研究“主产品”也很不错。

听他叙说自己的研究，就好像步入一个美丽

的科学迷宫：

现在地球上二氧化碳增多，有科学家认为是

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原因，并且可能对地球带来

灾难性影响。但是在地球 46 亿年的发展史上，

二氧化碳增多导致地球温度大幅上升的情况并

非没有发生过，但升高的气温后来又逐步降了下

来。地球没有像它的邻居金星或火星那样，要么

温度很高，要么温度很低，都不适合生物生长。

地球有自己的温度调控机制。地学界许多

科学家都认为青藏高原的隆升与全球变化密切

相关，一些人还认为青藏高原的隆升导致了全球

二氧化碳和温度的下降。大气二氧化碳溶于水

后可对岩石产生风化瓦解，形成溶于水的碳酸氢

钙（就是常见的水垢的来源），被河流带入大海后

产生碳酸钙沉淀。通过这个过程，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被自然界埋入海底。青

藏高原的隆起使得更多新鲜岩石裸露和破碎，从

而大大加快这个风化反应过程，导致全球二氧化

碳和温度的下降。

然而，大多关于高原隆升和环境变化的研

究，都没精确的年代控制和定量连续记录支持，

也就难以从科学上最终确证高原隆起与气候变

化间的关系。

方小敏的工作就是要用精确的科学数据“说

话”，证明青藏高原隆升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确切

关系。

这项研究就是方小敏目前正在主持的青藏

高原隆升与全球变化关系的研究。它是“国家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计划”项目。

让石头“说话”

对于方小敏来说，用科学数据“说话”证明青

藏高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就要有足够量的地质

标本。而这些标本又只能从青藏高原地区采

集。因此，出野外、爬山、采集样品就成了他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带学生出野外，经常要教他们爬山。”方

从“走坡”到“跑坡”

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出野外爬山是基本功。

但仅仅会爬山可不行。他还需要有深厚的学养。

研究生毕业后，在李吉均院士带领下，方小

敏通过参与、主持国家和部委重要研究项目，选

择青藏高原东北部为突破口，从盆地地层年代、

构造演化与黄河上游形成及晚新生代沉积物和

黄土记录的气候变化三方面入手，进行了长达

30年的构造—气候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

当记者走进方小敏的办公室时，只见桌上摆

放着一摞厚厚的“书”。说是书，其实就是将一本

书的每一页复印下来，然后装订成“书”。“现在我

们可以通过电子图书馆查阅国内外最新的学术

著作，碰到需要的，只要交些钱就能把这本书拓

下来，再印出来做成‘书’。”方小敏的“书”除了最

新的电子论文，净是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包括

国外出版的《大陆背景下的硅酸盐》《碳循环和大

气二氧化碳：自然变化从太古到现代》《过去的土

壤》《构造隆升和气候变化》《喜马拉雅构造》《大

河流的生物化学》等，全是英文的。“我们搞研究，

带研究生，申请项目，必须随时关注领域内最新

的学术动态。如果有几个月不学习不关注，那你

就被拉下一大截了。”

从一个研究者到成为一个青年领军人才，

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人才项目在方小敏的成

长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是 1999 年被中科

院以“百人计划”的方式引进的人才。在此之

前，方小敏的研究经费一般只是几十万元，而

在 1999 年，中科院就以 200 万元的力度支持他

对青藏高原的隆升和环境变化开展研究。“百

人 计 划 让 我 能 从 更 大 的 平 台 上 研 究 青 藏 高

原。”随着方小敏的逐渐成长，他也申请到了更

大的研究项目。他目前领衔的中国西部大陆剥

蚀风化与青藏高原隆升和全球变化的关系研

究，项目经费已达到 2600 万元，其组建的团队

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1200 万元经费的连续支持，负责的青藏高原东

北部隆升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百人计划”和杰青基金助我成长

小敏师生要爬的山，多是人烟稀少、没有路径的

山，有的很陡，有的特滑，都有一定的危险。对每

一名研究生，方小敏都要讲爬山的窍门。

“在海拔高的地方爬山绝对不能跑。本来体

力消耗就大，如果再跑，就会有高山反应，只能一

步一步地匀着走。下山要侧着下，重心要留在后

脚上。如果真遇到了滑下去的情况，要戴着手套

紧紧地扒着有土的地方，增大摩擦力。即使溜个

几米，也会停下来。这时其他人靠挖坑站脚，一

步一步走过去，就能救下他。”

2001年，在阿尔金山索尔库里剖面，方小敏带

着团队采集样品。为了安全，他还亲自在坡上给学

生表演了怎样爬山，怎样在向下溜滑的过程中双手

用力扒地。当然，每一个人都必须带着手套。

“野外采样，往往是越光的山坡我们越喜欢。

因为在这样的坡上，一挖新鲜地层就露了出来，土

少好挖啊。”方小敏说，大西北这样的山坡上净是

小碎石，人一踩上去就容易往下滑。开始时，我的

学生在这样的山坡上行走，两腿抖得厉害。后来

我们观察当地的羊倌，他们居然能在坡上跑。

方小敏和学生就一起观摩分析羊倌的“跑

坡”动作。“我们每走一步都要选好落脚点，用工

具挖出一个坑，使自己的重心能稳稳地落在小坑

上。羊倌不像我们，他是跑，当他的一只脚踩在

碎石坡上时，虽然身体的重心还没有完全放稳，

他的另一只脚已经奔向下一个目标，这样他的重

心老在平衡的运动当中，身体还没有下滑时他已

经跑到下一下落脚点了。”

方小敏和学生都嫌自己的“走坡”太慢，所以

后来都学会了“跑坡”，甚至有的比羊倌跑的水平

还高，因为他们还得携带着采集来的石头样品，

负重“跑坡”。

每每说起爬山，方小敏总是怡然自得，仿佛

一个收藏家在把玩自己的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