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传统文化，度中秋佳节。9 月 10 日，各地开展

丰富的活动，营造温暖的节日氛围。

上图：9 月 10 日，在安徽省当涂县姑孰镇清源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志愿者给社区老人送月饼。

欧宗涛摄（人民视觉）

左图：9 月 10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市民与圆月

合影。

杜春来摄（新华社发）

右图：9 月 10 日，在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安置

点，一名小朋友在吃月饼。当日，工作人员为受灾群

众和救援人员发放月饼，共度中秋。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中秋情暖
佳节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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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熊

有伦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知名专家。今年

83 岁的他，每天的工作依然忙碌。接到记者

电话前，他刚刚在办公室指导完青年师生。

从上午 9 点到中午 12 点多，熊有伦与年轻人

围坐在一起讨论，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半

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

一线，传道授业解惑，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优

秀科技人才。

“ 培 养 人 才 一 定 要
保持前瞻性”

“机器人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将会带动

有关技术学科、信息学科以及传媒学科的深

度融合与发展……”在《机器人学：建模、控制

与视觉》一书前言里，熊有伦娓娓道来。

“我这一生主要从事几何误差评定、数字

制造装备和机器人学的研究，三者的共同点

之一是几何推理。”熊有伦说。建立精密测量

的评定判别理论、主持开发基于微机的机器

人离线编程系统……长期从事机器人学相关

的几何推理研究，熊有伦取得了丰硕成果，也

注重将研究成果体现在教材中。

在熊有伦看来，教材在高校人才培养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编著的机器人领

域的专著和教材，从《精密测量的数学方法》

《机器人操作》《机器人技术基础》到近年出版

的《机器人学：建模、控制与视觉》，无不高度

关注机器人学的前沿技术理论。“机器人学科

发展非常迅速，培养人才一定要保持前瞻性，

教材需要不断更新改版。”他说。

熊有伦的学生们记得，前几年到导师家

中拜年时，总会看到他的餐桌上堆满手稿。

坐在计算机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慢慢敲

击键盘，输入复杂的数学符号和公式。“公式

是要印在教材上的，容不得一点差错。”在这

样的坚持下，熊有伦花费 3 年多的时间，完

成了 70 余万字的《机器人学：建模、控制与

视觉》，2021 年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

等奖。

“工科的专业课教材要反映最新的研究

成果，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让他们

的研究领域有比较宽广的空间。”熊有伦告诉

记者，自己特别注重教材的基础性、综合性、

前瞻性、实践性，“希望我们的学生通过前瞻

性和实践性的学习，毕业投入工作时具有解

决实际问题的本领。”

“科研带教学、教学促科研”

“求学期间，印象最深刻的课就是熊老师

讲授的‘机器人学’。”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陶波

回忆 20 多年前听课的场景，“往往还没到上

课时间，教室里就已座无虚席。许多其他专

业的学生也来旁听，来晚了只能站在教室外

面听课。”

陶波回忆，授课过程中，熊有伦邀请了多

位从事机器人领域研究的知名学者为学生作

专 题 讲 座 ，把 前 沿 的 理 论 和 知 识 带 到 课 堂

上。“当时，我刚刚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在

熊老师的课上，我们不仅能系统学习机器人

学的基础知识，还能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

这让我感受到科研的魅力，激发了我对科研

的兴趣。”陶波说。

为什么有这样的课程设计？熊有伦道出

自己的教学“秘诀”：“要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

来，科研带教学、教学促科研。”在教学中，他

也在与青年学生一起探索新的知识。“在‘机

器人学’课堂上，我发现了很多优秀学生，他

们是科研的新生力量。”熊有伦说。

熊有伦认为，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能够

激发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他积极鼓

励学生参与科研训练。“读大四时，我向熊老

师表达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后，他就鼓励我参

与了一个重要的前瞻性科研项目。那是我人

生中参与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当时我特别激

动。”陶波说，正是导师的鼓励与支持，让自己

坚定地走上了科研道路。

“希望能够鼓励更多
优秀青年人才加强基础
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丁

汉 说 ，跟 随 熊 有 伦 教 授 求 学 的 时 光 十 分 难

忘。“1986 年，熊老师指导我们开展机器人方

向的研究。老师经常来到我们宿舍，和我们

一字一句推敲论文。”丁汉说，“熊老师常说，

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一次，熊有伦和丁汉共同完成的学术论

文被推荐在一个重要会议上作报告。选择报

告人时，熊有伦表示：“学术不论头衔，应该让

年轻人多锻炼，多挑挑担子。”因此，他推荐了

当时年仅 25 岁的丁汉作报告。如今，这次报

告仍是丁汉不断回味的宝贵经历。

在 很 多 学 生 眼 中 ，熊 老 师 是 自 己 学 术

道 路 上 的 引 路 人 。 他 的 学 生 王 跃 科 说 ，熊

老师对科学研究的沉浸，让自己十分敬佩；

学 生 尹 周 平 记 得 ，熊 老 师 鼓 励 自 己 结 合 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科技前沿进行创新；学生

熊 蔡 华 记 得 ，熊 老 师 建 议 自 己 勇 于 探 索

“无人区”，进行机器人多指手抓取研究……

从教 56 年来，熊有伦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

人才。

近年来，熊有伦还捐资设立了熊有伦智

湖奖励基金，鼓励和培养具有优秀思想政治

素质、立志投身机器人前沿领域研究的优秀

学生和青年学者。“希望能够鼓励更多优秀青

年人才加强基础研究，勇攀高峰。”熊有伦说。

“今年我到北京开会时，一位获得智湖优

秀青年学者奖的青年学者向我献了一束花。

获奖的年轻人都很优秀，成长进步很快。”说

到这儿，熊有伦开心地笑了。

如今，83 岁的熊有伦仍经常到办公室工

作，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熊有伦说：“看到

年轻人的成长进步，我很高兴。”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熊有伦从教五十六载—

潜心治学 悉心育人
本报记者 吴 月

熊有伦在授课。 彭文韬摄（人民视觉）

巍巍昆仑，茫茫雪域，砾石戈

壁，高寒缺氧。新疆红其拉甫边

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孙超，二十

六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忠诚履职，

将自己的初心使命书写在帕米尔

高原。

走进蔬菜大棚，青椒、黄瓜、

茄子、西红柿……各种作物长势

旺盛。很难想象，在含氧量为平

原的 48%、年平均气温为零下 9 摄

氏度的帕米尔高原，凭着不服输

的精神，孙超创造出一片绿洲。

1996 年，17 岁的孙超入伍来

到祖国最西端的红其拉甫边检站。

在这里，条件十分艰苦。“当

地有句顺口溜：天上无飞鸟，地上

不 长 草 ；风 吹 石 头 跑 ，氧 气 吃 不

饱；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许

多战友因为吃不上新鲜蔬菜而头

发脱落、口腔溃烂，有的还患上败

血症。”孙超回忆，“刚来时，我也

很不适应。可是，我决定战胜它，

下了决心，种菜！”

高寒、缺氧、土层薄、紫外线

强，要种菜，绝非易事。

为了改良土壤，孙超和战友

从几十公里外拉来土和羊粪；为

了给大棚保温，他经常裹着铺盖

睡在大棚里，半夜起来烧炭烧柴

增温；为了提升种植技术，工作之

余，他白天趴在地里测地温、量酸

碱，晚上钻研农业书籍……

孙超不断探索，也经历了不少

挫折：种出的胡萝卜太硬，西红柿

只开花不结果……“失败了就再

来！”孙超不放弃。紫外线晒伤了脸，石头磨破了手，用坏了 30多

辆手推车，写下 60多万字农业知识笔记……经过 1000多个日夜

的反复尝试，孙超终于攻克了高原蔬菜种植技术难题，给高寒的

帕米尔增添了一丝绿色。

如今，孙超已在高原成功种植 39种蔬菜、养殖 11种家禽，发

展了 8座大棚，战友们说他在“万仞冰峰”开辟出“十亩江南”，为

其取名“雪域江南苑”，把这里当成在高原戍边的温暖依靠。

守国门，还要暖民心。“富边兴民和戍边固边同样重要。”

孙超说。驻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孙超尝试发展蔬菜大棚的成功，让当地干部群众慕名而来。

孙超倾囊相授，把所有高原种植养殖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当地

干部群众。指导筹办牛羊养殖合作社，帮助建成 50 余座温室

大棚、100 余个安居房庭院拱棚，发动身边同事长期资助特困

家庭……孙超成了当地民族团结进步的纽带，带领当地群众

脱贫致富。

对群众柔情似水，对工作铁肩担当。在反恐维稳、打击枪

支毒品走私、防范境外疫情输入的前沿阵地，孙超深知责任使

命之重大。队伍转改后，孙超一边继续自己的种植和养殖事

业，一边钻研移民管理知识，边检业务能力得到迅速提高。

2020 年孙超被公安部评为“全警实战大练兵标兵个人”。

“立下志，就要当一颗螺丝钉；迈开脚，就要做一头老黄牛；

抬起头，就要成为改革发展的急先锋。”孙超如是说，如是做。

26 年来，常年驻守高原导致风湿病和胸骨变形，面对地方企业

高薪聘请，面对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景，孙超 5次拒下高原。

“深夜里，我和爱人说了很多话，也流了很多泪。”一边是

心中的职责使命，一边是对家人的亏欠，孙超内心很矛盾，但

还是选择了留下。“在站里几十年，吃过那么多苦，也尝了许多

甜，我舍不得，还想继续在高原服务。如果非要有一个驻守的

期限，我想，是一辈子吧。”孙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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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最 美 教 师

孙超（右四）与牧民在一起。 吴晨龙摄（人民视觉）

（上接第一版）“我们准备了秧歌、二人转、舞蹈等演出，传承民

俗文化，欢度中秋佳节。”朝阳村党总支书记韩丽说。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建七局西南公司云南分公

司举办“国风古韵庆中秋”活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友们度

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佳节。

明月寄相思，千里“云”相会。佳节之际，不少人因为坚守

岗位、忙于事业等原因，无法与亲友团聚，但思念与情谊绵长

不绝，大家通过在线赏月、视频直播等方式，千里共婵娟。

“同学们，看我手里的这件金花银盘像什么呢？”“月亮！”

9月 8日，一堂“月是故乡明”的中秋主题课程在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新城区第一实验小学开课。“这堂课让我学到很多有关

中秋节的文化知识，很有收获。”二年级（2）班的斯琴同学说。

“先扎制龙身，后接龙头和龙尾，然后插香、蜡烛、火水筒……”

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工匠们用藤枝和榕树叶扎制

而成的“火龙”活灵活现。中秋节期间，手工扎制的“火龙”在

辖区内展示，让广大居民欣赏到了传统技艺的艺术魅力。白

云区还通过知识问答、团圆时刻分享等多种方式进行线上互

动，烘托节日气氛，共度欢聚时光。

（本报记者施芳、王昊男、王汉超、姚雪青、肖家鑫、马晨、

张枨、姜晓丹、叶传增、常碧罗、郑智文）

（上接第一版）实现各自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目

标。栗战书祝贺俄方成功举办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

介绍了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有关情况。

普京请栗战书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美好祝福。他

说，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特殊性和

重要性，俄方对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成果感到满

意。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双边贸易呈现积

极发展势头，相信会迈向更高的合作目标。俄中立法

机构加强交流，将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

用。预祝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与沃洛金、马特维延科分别会谈时，栗战书说，中

俄立法机构合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推动落实两国元首

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

法治保障。中国全国人大愿继续深化与俄国家杜马、

联邦委员会的交流合作，发挥定期交流机制平台作用，

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促进友好小组、专门委员会对

口交流。通过立法和审批条约、协定，为务实合作创造

良好环境。加强治国理政和反干涉、反制裁、反长臂管

辖等方面的立法经验交流。感谢俄方在台湾问题上给

予中方的坚定支持。沃洛金和马特维延科都再次谴责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表示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对华合作。

沃洛金说，俄中立法机构合作应进一步提质升级，拓展

合作模式，丰富合作内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

识，为两国关系发展作贡献。马特维延科祝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俄中关系深

入发展赋予立法机构合作新的使命，双方应积极推进

两国政治、经贸、金融、青年、地方、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会见国家杜马五大党团负责人时，栗战书表示，各

党团一致积极支持加强对华友好合作，充分表明发展

好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俄各党派、社

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中方愿同俄各党派保持密切沟通

与交流，夯实中俄友好和务实合作的基础。国家杜马

五大党团负责人表示，愿积极发挥党团作用，加强俄中

党际交流，为深入发展俄中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不懈努力。

在莫斯科期间，栗战书向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参观了列宁故居。

本报北京 9月 10日电 （记者杨昊）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共同主办

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主题演出活动 9 日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

演出由“爱之颂歌”“珍贵的时光”“温暖的关爱”“坚实的阶梯”“未

来的天空”“启航”等篇章组成，通过主题故事、少儿歌舞、儿童戏剧、京

剧新编等节目形式，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志存高远的精神

风貌。

在歌曲《赞赞新时代》中，清脆的歌声传递着少年儿童对党和祖国的

深情与热爱；情景音乐剧《爱的桥梁》融合多种表现形式，讲述了在家庭教

育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动人故事；空间情景剧《梦想的色彩》围绕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表现出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无限可能……演出力求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思政教育“活”起来，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以“强国复兴有我”的担

当，争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主题演出活动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

利会、国家大剧院于 2019 年创办的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品牌公益项目。

2022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主题演出活动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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