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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 日，天津已经有了夏日的炎热，天锻公

司的研发车间里一片忙碌，在这里一台用于生产

高铁铁轨的设备正在测试，完工后将销往韩国。

它的旁边，是正在调试的汽车刹车片生产线，这套

使用无线技术的智能解决方案售价三千多万，即

将销往美国……

好消息不断传来，每一个好消息背后都是一群

没日没夜忙碌的年轻人。中国科协九大代表、天津

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东江把培养锻炼使用青年科研人员

成长为新生创新力量当成支撑集团发展的大事。

“他们大多研究生毕业没几年，但能迅速地担纲，很

快成长为项目负责人。他们研发都很拼，周末休息

的时候并不多”，集团旗下的天锻液压机设计院院

长刘林志亲历了集团新生创新力量的成长。

我国有 8100 万科技工作者，每个人身后都有

许多故事，正是这些故事推动中国科研事业一步

步向前。

前沿创新路，科技工作者的前行路
——中国科协九大代表谈创新

□ 本报记者 李 艳

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将科研成果用于为地方经济

建设服务，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九大代表

郑晓静经常思考的问题。

作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将“崇尚学术，

回归工程 ”作为其治校理念，“希望老师们能够立足学

科发展的前沿，把解决实际问题上升到一定高度，真正

面向国家需求，研究成果能够直接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

发展，切实解决科技和社会发展两张皮的问题。”她说。

科协工作强调“顶天立地”，既要引导科技工作者

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勇于攀登最高峰、抢占制高点，又

要带领科技工作者主动接地气，攻克关键技术，开展

科技服务。

在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记者

随中国科协赴西安、兰州、重庆采访，一路上，感受最

深的就是科技工作者的主动作为，积极进军科技创新

和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热情。

瞄准需求 助力国家经济建设
——写在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最近科技圈里最热的名字，当属河北科技大

学副教授韩春雨，因为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

基因编辑技术，并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韩

春雨从一个学术圈的“泛泛之辈”一跃成为“网红”

科学家。同样红透半边天的是他任职的河北科技

大学。圈里人说，韩春雨的成功让许多普通地方

院校的青年教师燃起了科研道路上的希望。而对

于这座在石家庄的河北省省属骨干大学来说，他

们从来都以仰望星空的姿态希望自己站在世界科

研的前沿。

中国科协九大代表、河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计卫舸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们并不是一所资源

特别丰富的学校，但我们希望这里的年轻人都可

以愉快地科研、工作。我们有一套特殊的文化场，

让那些有点‘特殊’的年轻人照样能茁壮成长”。

2006 年以来，该校开始进行“和谐而有活力”的文

化建设实践，逐渐形成了“宽宏、积极”的校风。正

是由于这一“特殊”文化场，众多像韩春雨一样的

“青年才俊”能够高高兴兴地做着他们的实验，愉

快地教书育人。

按照韩春雨的理论，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扁

平，一个在河北科技大学研究的学者和一个在

MIT工作的学者做的研究可能并无不同。这一点

让计卫舸十分认同。“其实，在我们学校里，有很多

像韩春雨这样的年轻教师，他们在很快成长，有些

已经颇有成绩”，十年前，正是计卫舸拍板引进韩

春雨，现在他更毫不犹豫地要破格录用韩春雨的

学生，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院并获得硕

士学位两年之久的高峰。

在河北科技大学，有一位与韩春雨一样出名

的人物，他是学校二食堂煎饼坊的一位大师傅。

王俊周摊得一手好煎饼，作得一纸好诗书。“不管

是喜欢画画的厨师，还是热爱科研的老师，学校希

望做的就是把每个人的兴趣和能量激发出来”，计

卫舸说。

河北科技大学这座默默无闻的高校一直在努

力招揽人才，并用自己的方式等待、帮助他们绽

放，这个时间可能是十年，或许更长。

（科技日报北京5月29日电）

“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一个群体的守望

陈志华是中国科协九大代表、天津钢结构学会

理事长、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建筑工程学

院教授，撇开这些头衔，他是中国钢结构领域的权

威专家之一。陈志华一直在做的是将实验室里、学

术论文中的研究应用到实践中。在天津大学，学生

们都知道这位陈教授在学以致用方面很是了不起。

上世纪90年代，陈志华开始关注张拉整体理论

研究，当时这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关注的人并不

多。在此后的二十年里，陈志华先后获得了弦支穹

顶和方钢管混凝土组合结构等专利，学术成果丰厚。

但是陈志华注意到，在实践中怎样高效、美

观、便捷地建设大跨结构是行业急需解决的问

题。为此，陈志华提出弦支筒壳和弦支混凝土楼

盖新型张弦结构形式，并最终形成了张弦结构分

析设计理论和施工成套技术，解决了张弦结构基

础理论匮乏、分析方法欠缺和在工程应用中受到

结构选型、节点构造、施工方法和监测技术等多方

面因素制约的技术难题，为张弦结构的推广应用

和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关键技术支

撑。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住宅产业，他提出的钢管

混凝土计算新理论，创造出新的外肋环板和全螺

栓隔板贯通节点。后来，又再次提出适用于钢结

构住宅的异形柱钢结构体系，该体系可增大室内

使用面积，使建筑更加美观。

在天津，很多地标性建筑与陈志华相关。天津

博物馆、天津之眼、天津极地海洋世界博物馆、滨海

国际会展中心等都有陈志华的贡献。现在，天津理

工大学新的体育场馆正在建设中，这座体育馆是我

国迄今跨度最大的索穹顶结构建筑，是陈志华的最

新作品。“在索穹顶结构等方面，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水平多年来一直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令人欣喜的

是我国最近一些年获得了长足发展，有后来居上的

势头。”陈志华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

如今，陈志华最在意的事是他的学生如何成长，

“我带着他们一起做项目，周末我们办学术沙龙，在

实践中、探讨中大家的水平能快速提高。”他说。

“学术”到“建术”，一位钢结构专家的努力

就在两个月前，天锻公司与中航工业旗下单位

联合自主开发的蒙皮拉伸机研发成功。该机器属于

我国先进制造急需的高端装备，主要用于重要装备

关键零部件塑形。这一成果打破了国外在该项产品

技术上的垄断，提升了我国先进制造技术水平。

天锻的前身是天津锻压机床总厂，上世纪 90

年代面临生存困难，2001 年改制后经历过许多极

为艰难的时刻。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家公司的价

值为成立时的 12倍，资产总额 6亿元，2015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5.1 亿元，利润 4847 万元，成为国内

最大的液压机研发制造企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科

技投入连年居全国同行业第一。

说到天锻，就不能不提到它的母公司天津百利

机械装备集团，这家老牌的天津制造企业承载着天

津人在工业制造领域的许多希望。“我是去年到百

利装备集团来任职的，在那之前我在电子行业工作

了二十多年，我来到百利后一直在想，能不能把电

子信息化加入到机械制造中？为什么我们的产品

不能更智能，让用户有更好的使用感受呢？”中国科

协九大代表、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东江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

从老牌的单一设备生产商转型成解决方案的

服务商，从传统的机械设备的生产者升级成智能机

械设备的生产者，这是百利机械装备上下的共识。

“像这台设备，以前我们卖单机售价不高，现在我们

把它做成智能化的全系统解决方案，一套能卖到

3000多万”，王东江对集团转型发展充满信心。

“制造”到“智造”，一个装备企业的升级

2015 年 11 月 19 日，对中国科协九大代表陈秀强

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那天，全国基层农技服务带头人经验交流会在京

召开，陈秀强受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

亲自点名参加会议，并作为 10 个典型代表之一在大

会作交流发言。一直以来，陈秀强觉得自己从事的工

作没有那么“高大上”，难登大雅之堂，“没想到竟然被

书记亲自点了名”。

其实，陈秀强的工作正是科协所提倡的“顶天立

地”中“立地”的典型。作为重庆市江津区花椒产业协

会会长，他常年深入一线，从事花椒丰产栽培管理技

术探索和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工作，先后探索和改良了

花椒嫁（桥）接、矮化密植、病虫防治、平衡施肥、主枝

回缩、衰老树改造和壮树丰产管护等新技术，使花椒

挂果期从传统的三年缩短为一年半，亩产由 100—250

公斤提高到 400—750 公斤，为江津 30 万亩花椒实现

优质高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帮助农民年增收

2.5亿元。

不仅如此，他还选育出适宜高山种植的“紫荆 1

号”和“九叶青 2 号”，将青花椒种植的海拔高度从

500 米以下提升到 1000 米以上；主持和参与研制花

椒精深加工产品 20 余种，攻克鲜花椒油回味苦涩的

难题，解决了保鲜花椒灭酶过程的时间和温度比值，

开发了花椒尖、花椒芽菜等新产品；同时，成功研制

出 适 宜 青 花 椒 特 性 的“ 撒 可 富 6 度 花 椒 果 树 专 用

肥”，施用该肥后，花椒抗病能力增强，品质上乘，普

遍增产 30%以上。

技术创新 助力重庆花椒产业

2008 年春节，罕见的大暴雪席卷南方多个省份，

一时交通中断、电力受损，大批春运旅客滞留，灾情

严重。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协九大

代表蒋兴良的研究工作正是如何让类似冰雪灾害程

度减轻。

蒋兴良一直从事“极端恶劣环境电网外绝缘、覆

冰与防冰减灾”项目研究。为什么南方遇到暴雪就会

出现电网瘫痪？蒋兴良解释，由于南方湿气重，空气

中的水分遇冷会在电网设备上结冰，造成电网受损，

而北方空气干燥不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每年南方

都有或大或小的电网受损问题，比北方要多。而他的

研究就是防止线路被损害，在受到损害后提供解决措

施，以确保电网系统能够安全有效地运行。

从 1985 年开始，蒋兴良一直坚守在科学研究第

一线。海拔 5100m 的青藏铁路沿线，暴雪中的南方灾

区，温度零下 36摄氏度、风速达到 40米/秒、空气稀薄

的“生命禁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由于长期在寒冷高湿极端恶劣环境下从事科学

研究，蒋兴良双腿严重风湿，行走极其困难，躺卧时

仍疼痛难忍，但他仍拄着拐杖，由学生搀扶，始终坚

持亲临高海拔、覆冰等恶劣环境，战斗在科研试验第

一现场。通过长期的努力，揭示了电网覆冰的规律，

提出了电网融冰的物理数学模型，在国内外首先提

出了分裂导线电流转移智能融冰防冰，并研制了智

能融冰装置，可望从根本上解决超、特高压电网冰灾

问题。

而其成果“恶劣环境中电气外绝缘放电特性及其

在电网中的工程应用”也获 200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电网大范围冰冻灾害预防与治理关键技术

及成套装备”获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防止电路损害 减缓冰雪灾害

“一名成熟的学者，科学研究的动力不仅仅是好

奇心和解决问题后的惊喜感，更重要的是解决关键问

题的责任感。这种关键问题应该是‘顶天立地’——

既是学科前沿的重要科学问题，又是国家特别是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郑晓静说。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当时还在兰州大学工作的

郑晓静，看到我国沙尘暴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甘肃

民勤地区沙漠化形势严峻。她就想，或许从自己的专

业——力学视角切入，可以给现有沙漠化和沙尘暴问

题研究一个很好的补充，并有可能对风沙治理提供更

为准确的科学支撑。

十几个寒来暑往，从野外测量和风洞实验、理论

建模和计算模拟等方面，对风沙运动及其影响进行了

微观至宏观的系统研究后，郑晓静和他的研究团队成

功开拓风沙环境力学的新领域。

2013 年 10 月，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 24 次院士

大会上，作为仅有的两个大会邀请报告人之一，郑晓

静关于“风成沙丘场演化及其扩展速度预测的跨尺

度定量模拟”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索要文章

和报告 PPT 的邮件应接不暇。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的

公共服务部专门就此进行了采访。这篇题为《科学

家模拟出沙漠扩展》的报道称，“中国科学家郑晓静

发现了用以预测沙丘场形成与发展的数学模型，这

一应用于地球上沙漠地带的沙丘场模型，能给出针

对沙尘暴与沙漠变化的村庄防护的更好战略决策”，

并且“这一模型将可帮助人们以小的代价来实现这

类风沙防护”。

“关键的是，我们还提出了具体的铺设方案，初步

估算，比此前的铺设方式能够节省成本三分之二，到

明年将铺设 5000 亩，以真正让沙漠固定下来，使其不

再扩大。”郑晓静说，这也是让她感到最有成就感的事

情，这种喜悦是发表多少论文都无法比拟的。

不仅如此，郑晓静还鼓励青年教师到企业和研究

院所挂职，通过挂职了解企业需求和研究所的研究前

沿，以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需求，同时也可以使教

学更加生动，不与社会脱节。

“以前，在教师评职称过程中需要出国经历，现

在，我们将在企业任职的经历等同于出国，以激励更

多青年教师主动将科研和实际应用结合，切实解决实

际问题。”郑晓静说。

面向国家需求 切实防治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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