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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看重的是解决研究领域

的真问题，这才是科研价值所在。”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张强说。

组建了一支 50 多人的团队，多次获

得各项奖励，38 岁的张强已是国际

锂电池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张 强 很 早 就 下 定 决 心 研 究 锂

电，在清华大学读完博士，他又前往

美 国 、德 国 完 成 了 博 士 后 研 究 。

2011 年，张强刚回国，就一头扎进

实验室。当时，学术界正寻找能量

密度更高、成本更低、使用寿命更长

的电池体系，锂硫电池体系被认为

是重要发展方向。

然而，锂硫电池体系反应机理

复杂，存在安全性有待验证等一系

列难题。“要争取走在国际前列”，带

着这一信念，张强带领团队攻关，差

不多把家安在了实验室。他们研究

锂硫电池的物理、化学机理，论证应

用的可行性，推动前沿认识深入，助

推我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跻身世

界一流水平。凭借出色的成果，张

强获得了广泛的学术认可。

从做出纽扣级别的小电池样品

到设计出能够规模生产的大电池，

虽然合成路径相似，但其中涉及工

艺验证、参数调整等非常复杂的工

作。那段时间，张强和学生反复煅

烧、打磨、测试样品，产品不达标就

一遍遍推倒重来……功夫不负有心

人，张强和他的团队终于攻克了规

模化生产的技术难题。

“科研不是闭门造车，我们的研究要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张强说。近些年，着眼锂电池未来 5 至 10 年的技术需

求，张强确定了多个前沿课题并展开研究：用人工智能预测

分子性质，替代人工实验方法，更高效、精准地找到能源材

料，设计出更安全的电池体系；发展高性能的锂电池储能体

系，帮助绿电并网调峰、调压……

他时常带着团队成员，进工厂、下车间，了解产业界的

动态和需求。“一定要到现场去看进展、找问题。我们做科

研就是要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张强说。

在张强的学生中，博士研究生陈筱薷、赵长欣、李西尧

获得全国挑战杯特等奖，有 9 人获得清华大学特等奖学

金。“张老师鼓励我们面向应用需求、努力开拓创新，发现真

问题、提出新策略。”陈筱薷说。

“我的学生自学能力很强，我的工作重点是帮他们找到

研究方向。科研有了正确的导向，就有源源不竭的动力。”

谈起培养学生的心得，张强说：“我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

他们：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干重要

的事业是很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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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10 月 11 日电 （记者乔杨、武

少民、付文）今年是天津对口支援甘肃第二十

六年，甘肃省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

点帮扶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兰州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津陇共振兴”合作交流洽谈大会

签约引进项目 76 个，协议额 111.9 亿元；组织

推动援受双方因地制宜共建 45 个特色产业

园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 2686 人；健全完

善消费帮扶市场化机制、开发推广消费帮扶

服务平台，累计完成消费帮扶 52.72 亿元。

去年起，天津围绕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

和对口支援相关政策，强力推进产业合作和

项目引进，调动各方资源力量，加大干部人才

支援力度，持续助力甘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据天津市对口支

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何继飞介绍，

截至 9 月底，今年各项协议指标任务均已超

额完成。近两年来，天津累计向甘肃投入财

政帮扶资金 32.24 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1766
个，共选派专业技术人才超过 2000 人次，目

前有 21 支科技团队、309 名科技特派员长期

活跃在生产一线。

天津加大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力度

调动各方力量 持续助力发展
本报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姚雪青）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推出《关于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助企纾困暖企发展十条措施》，

进一步强化司法保障，并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专项行动和暖企专项行动。

淮安市某机械公司此前陷入经营困境，

被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全面评估了

执行该措施可能对涉案企业造成的影响后，

决定采取柔性执行措施。淮安区人民法院一

方 面 发 出《预 纳 入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告 知

书》，给予被执行企业 45 天的“缓冲期”，另一

方面对公司的房产和设备采取“活封”措施，

允许其继续生产经营。最终，该企业履行了

还款义务，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淮安区人民法院加快智慧法院建设，用

好“24 小时自助法院”和“云上法庭”等，实现

涉企纠纷“线上可办、一网通办、快审快结”。

2021 年以来，该法院累计走访企业 100 余次，

定期开展法律问诊 2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2
万余份。该院院长段庆丽说：“我们坚持司法

需求在哪里，司法服务就往哪里发力，不断提

升司法服务质量，依法为企业纾困解难。”

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法院推出10条措施助企纾困

强化司法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

本 报 北 京 10 月 11 日

电 （记者余建斌）记者 11日

从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办 公

室获悉：“天宫课堂”第三课

定 于 10 月 12 日 15 时 45 分

开始，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

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

将 面 向 广 大 青 少 年 进 行 太

空授课。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继

续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3
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

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工作生

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

毛细效应实验、水球变“懒”

实验、太空趣味饮水、会调头

的扳手以及植物生长研究项

目介绍，并与地面课堂进行

互动交流，旨在传播普及载

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

年对科学的兴趣。

“天宫课堂”推出以来，

已 成 功 举 行 了 两 次 太 空 授

课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社 会 反

响 。 在 前 期 开 展 的 授 课 内

容征集活动中，社会各界特

别 是 广 大 青 少 年 通 过 新 闻

媒体、“学习强国”平台和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官 网 踊 跃 建 言

献策，不少好的创意设计脱

颖而出，将在此次授课及后

续活动中陆续进行展示。

中 国 航 天 员 真 诚 邀 请

广 大 青 少 年 在 地 面 同 步 尝

试开展相关实验，从天地差

异中感知宇宙的奥秘、体验

探索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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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下午，中国航天员将在中

国空间站进行“天宫课堂”第三课授课，

这 也 是 神 舟 十 四 号 飞 行 乘 组 航 天 员 陈

冬、刘洋、蔡旭哲在空间站度过 4 个月多

的太空生活后，首次太空开课。

北京时间 9 月 30 日 12 时 44 分，经过

约 1 小时的天地协同，问天实验舱完成转

位，中国空间站组合体由两舱“一”字构

型转变为两舱“L”构型。

“这个月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

我 们 也 将 在 太 空 见 证 中 国 空 间 站 的 建

成。感谢全国人民支持，感谢这个伟大

的时代。我们一定会精心准备、精准操

作，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圆满完成好此次

飞行任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在

这个新构型的空间站组合体里，神舟十

四号乘组欢度了国庆佳节，集体为新中

国送上生日祝福。

作为独特的节日礼物，航天员们传

回了自己在太空拍摄的影像，包括地球

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在空间站看

到的月亮等。神舟十四号航天员用镜头

寄托了对祖国的无限思念与祝福。

6 月 5 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成功

发射，陈冬、刘洋和蔡旭哲顺利进驻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正式开启为期 6 个月的在

轨驻留。如今 3 名航天员“太空之旅”的

时间已过 2/3。

航 天 员 的 太 空 工 作 和 生 活 丰 富 多

彩。比如，迎接“新居”，建立进驻环境。

问天舱作为核心舱的备份，必须具备载

人环境的驻留能力，因此问天舱就位后，

航天员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问天舱状态

设置及生活设施检查，确保问天舱随时

具备航天员驻留的条件。 7 月 24 日，问

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中国

航天员的“太空之家”正式升级扩建。7
月 25 日，“神十四”乘组成功开启实验舱

舱门，正式进入“新居”。用陈冬的话形

容，“房子很大，6 个卧室，两个卫生间，还

有健身房、储物间……”

作为空间站首个实验舱，问天舱搭

载了多个科学实验机柜，航天员需要配

合地面开展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自

入驻问天舱以来，“神十四”乘组已完成

平台仪器区和科学实验机柜的解锁功能

检测、设备安装等工作。科学实验机柜

在轨启用后，以高等植物培养为代表的

植物生长实验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在出

征太空前，蔡旭哲带上了一些植物种子，

前不久，他在太空栽种的西红柿也成功

长出了幼苗。

在轨训练是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的

关键动作。空间站阶段任务密集、要求

更高，为更好地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实施，

“神 十 四 ”乘 组 在 轨 开 展 了 包 括 交 会 对

接、机械臂、出舱活动等操作训练以及应

急救生、医疗技能等训练项目，为后续出

舱等各项任务做好了充分准备。

9 月 2 日 0 时 33 分，“神十四”乘组圆

满完成约 6 小时出舱活动的全部既定任

务，以多个“首次”吸引了人们关注。这

是航天员首次从气闸舱出舱，首次由小

机械臂辅助实施出舱活动，首次验证问

天舱舱外自主转移主路径。9 月 17 日 17
时 47 分 ，经 过 约 5 小 时 的 出 舱 活 动 ，陈

冬、刘洋、蔡旭哲再次密切协同，完成出

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此次神舟十

四号乘组的第二次出舱，也创造了中国

航天员两次出舱活动间隔时间最短纪录

——16 天。

繁忙的工作之余，为保证身心健康、

状态良好，航天员们每日都要在轨运动

锻炼。问天舱为航天员提供了更大的空

间，“太空自行车”也被转移至此。只有

身体健健康康，工作才能动力满满。

“天宫课堂”自推出以来，已成功举

行了两次太空授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 果 。 在 由 神 舟 十 四 号 航 天 员 进 行 的

“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中，3 名航天员

将在轨介绍和展示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

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毛

细效应、水球变“懒”等实验，并与地面课

堂进行互动交流。他们将邀请广大青少

年在地面同步尝试开展相关实验，从天

地差异中感知宇宙的奥秘、体验探索的

乐趣。

“ 中 国 空 间 站 永 远 值 得 期 待 ！”“ 神

十 四 ”乘 组 的 在 轨 任 务 也 在 持 续 进

行中。

神舟十四号：太空生活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余建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