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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大连 7月 10日电 （记者丁非白、叶昊鸣）7 月 11 日

是第十八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 2022 年中国航海日活动周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今年航海日将聚焦航运绿色低碳智能发展，并于 7 月

10 日至 16 日，在活动主场辽宁大连以及全国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

据中国航海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张宝晨介绍，本次航海日活动

周以“引领航海绿色低碳智能新趋势”为主题，系列活动主要有

2022 年中国航海日论坛、中国航海学会 2022 年学术年会、全国航

海科普周活动、航海科技博览会四大板块内容。

辽宁省大连市是今年航海日活动主场。航海日活动周期间，大

连海事大学将举办全国航海科普知识竞赛等活动；大连海洋大学将

举办大连高校城市帆船巡展活动；大连海事局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

放海巡船艇、灯塔等航海基础设施和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同时，全

市还将组织开展以宣传航海文化为主题的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易继勇说，近年来，交通运输部高度

重视水运绿色低碳智能发展，从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结构调整、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应用、污染治理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水运绿色低

碳智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第十八个中国航海日聚焦航运绿色低碳智能发展

本报北京 7月 10日电 （记者杨昊）全国妇联十二届五次执委

会议 10日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各级妇联要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紧扣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主线，加强思想政治

引领，深化巾帼建功系列活动，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把维护妇

女权益工作做在平常、抓在经常、落到基层，坚决维护妇女领域政

治安全，纵深推进妇联改革，团结带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奋进

新征程，为防住疫情、稳住经济、安全发展贡献巾帼力量，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主持会

议并报告上半年工作。会议履行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民主程序。

全国妇联十二届五次执委会议召开
沈跃跃出席

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9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暨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上讲

话强调，要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以忠诚为民、崇法尚德、

公正廉洁、刚正不阿、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人民法院文

化，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周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法院文化建设的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恪守司法

良知，坚持守正创新，切实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新时代人

民法院文化，为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

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周强强调

加强新时代人民法院文化建设 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记者手记R人物名片

张 信 荣 ：1973 年 生 ，北 京 大

学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然

工质热力学循环及其传热传质领

域研究者，致力于多项天然工质

二氧化碳发电、制冷和制热热力

学 循 环 研 究 。 2017 年 起 先 后 被

聘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工程建

设领域专家、国家速滑馆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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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是张信荣在采访中提到最多的关

键词。对于他而言，如果说对二氧化碳的研

究始于“偶然”的灵感，那么，将灵感变为科

研成果，则在于对科学价值的追寻和对科学

精神的坚守。

面对漫长的探索期，要肯下“板凳坐得

十年冷”的苦功夫；面对层出不穷的热点问

题，要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不盲目追逐；

面对繁琐复杂的工作，要取舍有度，将精力

聚焦在最重要的科研目标上。

正如张信荣所说，只要科学家聚焦真问

题，持续努力，成果就会水到渠成；面对重大

的科研任务，就会更有底气、更有信心、更有

力量去完成。

坚守科学精神 追寻科学价值

“要经常问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一 旦 确 定 了 ，就 坚 持 不 懈 地 努 力 ，笃 定 前

行。终有一天，你会与所追求的目标不期

而遇。”6 月中旬，北京大学工学院 2022 年

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张信荣作为教师代表

向毕业生寄语。这样的话语，与他的科研

经历有关……

走进张信荣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书柜

里两份红色的聘书十分醒目：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工程建设领域专家、国家速滑馆二氧

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专家。

距离这里 10 公里外，便是被称为“冰丝

带”的国家速滑馆。这是世界上首座采用二

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制冰的大道速滑馆，

不仅硬件一流，制冰技术也是世界领先，实

现了低碳化、零排放。那里也是张信荣倾注

了大量智慧与心血的地方。

“20 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下午，我开

始了对二氧化碳的研究。”在办公室里，张

信荣打开了话匣子，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

科研经历。

“用二氧化碳做能量载
体，打造出了‘最快的冰’”

北京冬奥会期间，参赛运动员在国家

速滑馆 13 次刷新奥运纪录，其中 1 次打破

世界纪录。“用二氧化碳做能量载体，打造

出了‘最快的冰’。”这让张信荣更加确信，

几年前自己的建议是正确的。“走老路还是

走新路？沿用传统方法当然可以，但我们要

努力创新。”

2016 年 9 月，一场关于北京冬奥会冰场

制冰方法的研讨会在首钢园区举行。“当时，

我建议使用二氧化碳制冰。”张信荣说。往

届冬奥会大多使用氟利昂、氨等作为制冷剂

制冰。但氟利昂等会破坏臭氧层、排放大量

温室气体，还有爆炸危险；氨则具有一定的

毒性和易爆性。经过反复论证，张信荣的建

议被采纳。

当时，国内还没有采用这一技术的冰

场。“二氧化碳是很好的能量载体，就像大自

然能量的搬运工。”谈起技术创新之处，温和

内敛的张信荣一下子话多了起来。他拿起

纸笔，向记者画起示意图：通过冰层下的管

道时，液态二氧化碳蒸发吸热，将水制成冰；

吸收热量的气态二氧化碳在高温高压下冷

凝 ，释 放 的 能 量 又 可 用 于 场 馆 供 暖 、除 湿

等。“直冷”则意味着不使用冷冻液，直接用

二氧化碳制冰。由于二氧化碳在相变过程

中温度不变，保证了冰面的温度均匀、硬度

一致，有利于运动员滑出好成绩。

据了解，使用相同数量的传统制冷剂

（以普遍使用的 R507 为例）的碳排放量，是

二氧化碳制冷剂的 3985 倍。而且，与传统

制冷方式相比，采用二氧化碳制冰的能效提

升 30%、一年可节省约 200 万度电。

“采用二氧化碳替代氟利昂，符合‘绿色

办奥’的理念。”张信荣说，“作为科研工作

者，面对国家重大需求，我们责无旁贷。”

“未来，二氧化碳发挥作
用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

“最初，‘盯’上二氧化碳是个偶然。”张

信荣回忆，20 年前的一个下午，出于对二氧

化碳发电问题的兴趣，他在办公室建模型、

计算超临界二氧化碳的发电效率。“计算结

果让我很惊喜！”走出办公室时，已是深夜。

不过，新的技术路径往往意味着更难

走。“我们失败过很多次，但坚守的东西一直

没有改变。”张信荣说。

2003 年，当时还在海外工作的张信荣提

出了二氧化碳跨临界发电的热力学循环问

题。当时，水蒸气发电等仍占主导地位，他

的新观点遭遇了挫折。“我的一些研究文章

多次被拒稿，等了好几年才发表出来；有时

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听众也寥寥无几。”

“我始终认为，科研选题要具备科学上

的重大意义和潜在的实用价值，二氧化碳

的研究及其利用正是这样的选题。”张信荣

的坚持没有白费。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家

对能源和环保的日益重视，张信荣的主张

渐渐得到更多支持。 2007 年，张信荣回国

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

开始从事超临界二氧化碳基础理论研究。

“回国 10 多年来，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的

发展和变化，我们的研究和相关应用有了

更广阔的空间。”

张信荣说，如今，二氧化碳已在多个领域

得到应用。“未来，二氧化碳发挥作用的应用场

景会越来越多，涉及冷、热、电等应用场景。”

张信荣的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一个飞镖

盘。工作之余，他常常站在那里休息，屏气

凝神，瞄准靶心，掷出飞镖。“做科研正如掷

飞镖，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不管顺境、逆

境，都要始终坚守。”张信荣说。

“ 每 个 学 生 都 像 一 块
璞玉，需要发现的眼光和精
心雕琢”

采访中，张信荣谈的最多的，一个是科

研，一个是学生。

张信荣从书柜里拿出两张获奖证书，自

豪地向记者展示。近年来，他指导的多篇学

生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他很

珍视的荣誉。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优点，

他都再熟悉不过。

张 信 荣 在 教 书 育 人 上 投 入 了 很 大 精

力。“这与导师对我的教导有关。”在清华大

学读博期间，张信荣师从中科院院士过增元

教授。老师的言传身教，让他深深地懂得了

师者的责任之重。

“过先生已经 80 多岁了，至今依然坚守

在科学研究前沿。”张信荣说，科研遇到困难

时，是导师给了他坚定的支持和悉心指导。

“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长期的。我觉得，教

书育人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工作之一，也是最

难的工作之一。每个学生都像一块璞玉，需

要发现的眼光和精心雕琢。”

今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王冠邦曾参与

生鲜农产品超级冷链研究项目。实验期间，

他在北京昌平区的超级冷链蓄冷传热实验

室一待就是一个多月。这样的忘我和投入

与张信荣的教导息息相关。

“还记得我写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张老

师修改的内容比我写得都多！从图表数据

到词汇语法，逐字逐句地修改。”晋立丛是张

信荣指导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如今在清华

大学从事科研工作。“严谨、认真，是张老师

教给我的科研第一课。”晋立丛说。

眼下，张信荣正带领学生们继续着科学

探索。“对做科研的人来说，每一天都是一个新

的开始，每一天都要努力。我们的脚步一直没

有停下来。”开展二氧化碳高效冷热供应技术

应用等研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工程热力

学和新能源技术课程，在校内外做学术报告

……张信荣每天的工作安排都是满满的。

“二氧化碳研究利用是个新兴领域，刚

刚开始，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完

成，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很关键。”张信荣说，

他的选择依然坚定：“搞科研，就要走新路走

难路。把精力放在科研和教学上，放在国家

重大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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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稿、配色、刺绣……绣娘陈英华不仅精通平

针绣和乱针绣等针法，同时运用调和配色、独创针

法，将熠熠星空绣制成艺术品，为传统非遗注入现

代技法与创新活力。

午后斑驳的阳光，从绷架上透明的黑色绢纱缝中漏下来，让

一缕缕丝线闪动着光……陈英华将细如发丝的蓝线，分出 1/16，
穿过绣花针，先在刺绣面料上绣一个小点固定丝线，然后选定附

近一点，从上到下刺过绢纱，留下一道线痕，再寻合适位置，从下

往上刺，续上下一段弧线。一段紧接一段，眨眼工夫，就勾勒出

星空边缘的一角。

这是一幅制作中的苏绣《玫瑰星云》，也是国家高级工艺美

术师陈英华（见下图，本报记者姚雪青摄）“星空系列”的第二十

七幅作品。

2003 年，30 多岁的陈英华在天文观测站第一次看到哈勃望

远镜下的璀璨星空：黑暗中发光的天体、雾状缥缈的星云，星空

之美令人震撼，“具有折光度的丝线与闪耀的星空，有着相通之

处。”陈英华决定进行一次新的尝试：用针线勾画星河光影，将科

学与艺术有机融合。

苏绣的过程分为 3 步：勾稿、配色、刺绣。“勾稿是用画笔将

图案轮廓勾画到面料上，配色是从成千上万种彩色丝线中将这

幅作品要用到的线选出来，刺绣就是用各种针法绣制。”陈英华

介绍，“星空绣”强调的立体感、层次感、光影变化，对传统苏绣提

出了新挑战。

“星空绣”讲究“色彩绚丽”。陈英华历时半年创作的《蟹状

星云》便选用了上千种配色。陈英华介绍，选出来的色彩和绣出

来的颜色，有时并不一致——光照的变化、面料底色的不同、周

边色彩冲击力的大小，都会影响到颜色效果，只能通过“笨办

法”，不断对比尝试。

“刺绣从浅到深可以分层加色，由深到浅只能拆线重来。”从

一次次失败中，陈英华摸索出了经验：比如《蟹状星云》外延的红

色光晕，开始使用了暗红色丝线，但怎么绣都觉得不像，用放大

镜仔细观察照片，发现红色部分有着细微的光影变化，她便通过

分层加色的办法，增添了桃红和赭红丝线。

陈英华发现，丝线本身的质地，也会影响光影变化。在正在

绣制的作品中，记者看到，针脚更密的地方会产生“高光”，横向

针法深一些，竖向针法浅一些。为了更好体现“闪亮星空”，陈英

华的秘诀是调整色差：横向的线要“亮一点”，竖向的颜色则要

“压一压”。

成功的另一半来自针法。“传统苏绣的平针绣端庄规矩、顺

滑实在的效果，与浩瀚星河虚无缥缈的感觉存在差距。”陈英华

介绍，星空之美在于神秘莫测；“星空绣”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针

法的“无规则”：一针一线没有模板可依，一招一式没有定法可

循，运针下线全靠匠心独运。

虽说“无规则”，但必定“有原则”——要根据每幅画面不同

的主题、每团星云不同的走向、每束光彩不同的流转，来判断和

调整每一步最合适的针法，改良已有针法，追求“针乱神不散”的

感觉。

在《玫瑰星云》的创作中，陈英华先从颜色最亮最浅处着手，

顺着光晕走向，选用细丝线，运用交叉针法，绣出长短交错的针

脚，勾画出星空边缘的线条轮廓、大块色彩。画面阴暗的部位，

她自创用一种叠加交叉又略带弧度的长针，由浅色到深色逐层

着色，强调光与影的细微转折。最后的步骤才是中间的大片过

渡地带，她选出几种过渡色用手捻磨，将若有似无、轻盈柔和的

极细丝线与循序渐进、缓缓过渡的“擞和针法”互相融合，增强构

图的真实感和立体感。

在 2021 年的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上，“星空系列”刺绣作品

获国家航天局首届“太空探索与艺术创想大赛”特别奖。面对荣

誉，陈英华十分淡然：“要能坐住冷板凳，才能传承和创新。”

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陈英华——

以针代笔，绣出星空之美
本报记者 姚雪青

山东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龙泉社区“小哥食堂”，是临沂市首家“一站式”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除免费为外卖骑

手、快递小哥等提供热水、充电、阅读等服务外，还为他们提供就餐优惠。

图为 7 月 9 日外卖骑手在“小哥食堂”用餐。 张春雷摄（新华社发）

张信荣近照。吕 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