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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观辉：
紧盯前沿领域，开拓

科技蓝海

国庆 7 天假，赵观辉加了 6 天班。“3
天在办公室写基础科研建议书，3 天在

能力建设项目现场推进工程实施，指导

工人组装、调试各种设备，时间紧任务

重，不敢有丝毫松懈。”作为中国船舶集

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一研究所的一名青年

科研带头人，赵观辉已经习惯了这样忙

碌的状态。

今年 33 岁的赵观辉参加工作近 10
年，一直从事船舶某系统的研制工作。

“我们身处船舶总体设计单位，牵头

任务众多、涉及专业繁杂，科研人员往往

身兼数职，同时负责多个项目。这些项

目任务大多是开拓性的，只能边学习、边

消化、边推进。”赵观辉告诉记者，这就要

求科研人员具备高效学习能力，不断更

新知识储备、填补知识盲区，“碰到什么

学什么”。

在某大型项目关键系统研制过程

中，由于一个重要指标限制，传统技术

方案无法满足系统研制的要求。作为

系 统 主 任 设 计 师 的 赵 观 辉 ，顶 着 巨 大

的 压 力 ，创 造 性 地 提 出 了 全 新 的 系 统

架构方案。

“新架构的成熟度和可靠性直接影

响项目成败。”赵观辉说，为了提前释放

技术风险，他带领团队花费近半年时间，

在计算机上开展了系统全范围、高精度

仿真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已有的仿真

工具与方法无法兼顾计算精度与效率，

他又向上申请了专项研发基金，开展一

维与三维耦合计算方法的论证、研究与

应用，最终完成了新架构方案的设计优

化与初步验证。

紧接着，为了进一步确保方案的工

程可行性，他带领项目组成员赴华东某

试验基地，开展现场实物缩比试验。白

天，他当起“包工头”，组织现场建设，设

备吊装、管路焊接与仪表接线等“一个都

不能少”；晚上在试验控制室，带领年轻

的团队继续开展试验仿真虚拟调试与试

验文件编制……经过近一年艰苦的外场

试验，他们完成了该系统全新架构方案

的工程验证，为项目圆满成功奠定了坚

实基础。

2017 年开始，赵观辉受命担任某特

大型能力建设项目副总工艺师。在申报

论证过程中，他每周两三次往返于北京

和武汉之间，往往是早上 5 点起床，赶最

早一趟高铁赴京；开完会赶最晚一班高

铁回武汉，到家往往已是深夜 1 点多。

经过专家反复论证、数十次的修改，他们

终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申报材料，项目

建议书成功获批。

“ 当 看 到 专 家 评 估 意 见 书 上‘ 本 项

目填补了某系统研制条件空白，国内规

模 最 大 、试 验 能 力 最 全 面 ’的 评 价 ，我

瞬间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赵

观辉激动地说，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数

万 平 方 米 的 试 验 室 与 规 模 宏 大 的 试 验

台架一天天拔地而起，他感到内心十分

自豪。

“相比传统的图纸文件评审、单机设

备测试、实物系统集成试验的串行研发

模式，基于数字孪生的全新研发模式能

够通过构建系统高精度数字孪生体，在

虚拟空间提前开展设计方案分析验证，

并行完成不同设计工况的设备—系统虚

拟测试。”赵观辉说，通过数字化研发模

式转型，将大大降本增效，缩短产品交付

周期，提高交付质量，也能有效避免实物

系统试验的安全风险。

为此，赵观辉还积极与 10 多家知名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交流、合作，大力

推动船舶研发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目 前 已 经 成 功 申 报 某 重 大 基 础 科 研 专

项，实现了技术成果在船舶领域的试点

应用。

“ 作 为 一 名 青 年 科 技 工 作 者 ，我 将

紧扣行业需求，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不

断提高学习能力，创新研究和应用前沿

技术，为打造一流国产船舶装备、开拓

科技新蓝海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赵观

辉说。

次仁明久：
青春守望高原，创业

改变家乡

几颗煤球、几块牛粪铺在白纸上，摊

在设备前，藏族小伙次仁明久正在不停

捣鼓。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然后把

这些材料放入机器燃烧，根据燃烧情况

记录燃烧时间、热值等信息。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可再生

燃料棒，主要利用牛羊粪与一些其他材

料制成。”西藏那曲市塔之缘能源环保有

限公司负责人次仁明久介绍，“经我们加

工处理，这些燃料棒的燃烧时间和效率

都是直接燃烧牛粪的 4 到 5 倍，污染又比

燃烧等量的煤球要少得多。”

出生于 1993 年的次仁明久，已经和

这些燃料打了 5 年多的交道。 2017 年，

他正式成立公司，旨在为家乡清洁能源

开发做出贡献。

在藏北高原，牛羊粪是当地牧民最常

用的燃料，如何让这些燃料使用得更加高

效、更加环保？毕业于西藏农牧学院的次

仁明久咨询了学校的老师，请教自己的创

意是否可行；在自己家乡的草原上，他向

老一辈的牧民请教生活经验，从传统中

“取经”；他也在各地相关企业中打听，询

问是否有相关的生产经验……

在各方帮助下，次仁明久一次次实

验、一点点调整燃料棒的制造流程和产

品各项要素配比。那段日子，次仁明久

一直待在公司，每天从早到晚就是燃烧

各种实验品，不断测试燃烧效果。过程

曲折但次仁明久从来没有气馁：“把传统

和现代工艺结合，我一定能创造出适合

高原的产品。”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次 仁 明 久 综 合

了多项现有的混合制备技术，并根据老

牧民提供的一些成功经验，终于研发出

适 合 高 原 使 用 的 燃 料 棒 成 分 配 比 和 制

造工艺。

解决了可再生燃料棒的研发难题，

次仁明久立马投入扩大生产中。没想到

扩大生产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单就是

原料收购，就遇到不小的难题。

“您家的牛羊粪能全部卖给我不？”

“你是谁啊？咱家的牛粪还要自己

留着烧呢！”

第一次进村收购，次仁明久吃了闭

门羹。他挨家挨户问。“你一个小年轻，

张 嘴 就 让 大 家 把 日 常 烧 的 燃 料 都 卖 给

你，谁相信？”一名村民的话让次仁明久

明白了原因所在。他可不只是收一次牛

粪，而是想在这里建设一个收购站，为自

己的燃料棒提供长期的原料供应。可村

民不信任他，咋办？

次仁明久决定用诚意打动村民。在

村里，他和公司的同事走家串户，和村民

讲解废物利用知识，也介绍自己收购的

目的。此外，对已经同意出售牛羊粪的

农户，他不断提高收购数量，村民们也得

了实惠。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

相信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从一个村庄到多个村庄，次仁明久

不断拓展自己的收购范围。如今，他在

20 多个乡镇建立起牛羊粪收购站，并雇

用当地老乡担任负责人，既方便收购，

也带动了当地就业。“我们建立收购站

带动当地 70 多个老乡就业，这些收购站

又辐射当地 2000 多户农民增收。”次仁

明久说。

今年以来，次仁明久还设立了土壤

检测站，开展土壤质量的检测和研究，探

索全链条的资源可再生生产。“立足对那

曲羌塘草原的土壤研究，我们希望把可

再生燃料棒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肥料

转化为土地肥料，利用到治理土地沙化

和人工种草工作中。”他说，“在经营过程

中保护家乡的土壤和草原，是我们需要

承担的责任。”

随着产量不断提高，次仁明久公司

的经营情况也越来越好。如今，他正准

备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技术含量，“我们

正在培养和吸收更多人才，希望不断改

进产品，让燃烧棒更有效率、燃烧产物

更加环保，让更多老乡用上清洁高效的

能源。”

李记天：
用现代科学助力

中医药学

10 月 9 日早上 7 点，李记天就

已经来到办公室，准备开始一天的

工作。记者发现，他的办公室里挂

着一个白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

一天的工作计划：会诊、手术、实验

室数据……直到晚上 9 点，还安排

查阅相关学术论文。他的同事告

诉 记 者 ，在 河 南 省 洛 阳 正 骨 医 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要想找到李

记天，就去他的‘两室一厅’——晚

上在实验室，白天在手术室或门诊

大厅”。

1988 年出生的李记天如今身兼

数职：除了担任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他还

是河南省中医药防治骨肿瘤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每当大家问他“任务

这么多，工作压力大不大”时，他总

是从容地答道：“趁年轻，就该多做

事、多去拼！”

2013 至 2017 年 ，李 记 天 在 美

国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生

物系肿瘤免疫研究室攻读博士学

位 。 毕 业 后 ，他 毅 然 拒 绝 了 海 外 的

优厚条件。“当时恰逢河南省首次招才

引智计划，家乡的真诚召唤让我顿感责

任在肩，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我回国，投

身 到 家 乡 的 发 展 建 设 中 来 。”李 记 天

说。就职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

省骨科医院）后，李记天把精力主要放

在 了 中 医 药 防 治 骨 肿 瘤 及 脊 柱 退 行 性

病变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中。

在临床上，李记天常常会看到才十

几岁的孩子就得了骨肉瘤，“由于孩子早

期不易发现症状，也不会表达病情，很多

孩子等到红肿热痛时，都已经是中晚期

了。有的不得不截肢，有的即使做了手

术，癌细胞却还是转移了……”李记天感

到十分痛惜，“骨肉瘤是一种高度恶性的

骨肿瘤，10 岁到 20 岁的青少年是高发人

群 ，目 前 多 采 取 化 疗 加 手 术 的 治 疗 方

法。如果骨肉瘤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就可以减少复发、转移的可能，降

低治疗难度，避免截肢，孩子们就可以继

续正常生活。”

李记天认为：“只有把临床和科研紧

密结合，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现在，除

了门诊、手术，李记天还积极投身于骨肿

瘤早诊、早治的最前沿研究，潜心研发骨

肿瘤早期诊断试剂盒，并期待这些研究

成果未来能尽早应用于临床。“有了这种

试剂盒，孩子们只要通过血检，就能在早

期发现骨肉瘤，尽早治疗、尽快康复。”李

记天说。

“只有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医药究竟

好在哪儿，才能更好地将中医药传承下

去。”李记天一直有种使命感，“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是一所三

级甲等的中医骨伤特色专科医院，很多

中医药都是百年祖传方剂，在临床上久

经考验、疗效显著。我一直琢磨用现代

科学的方法助力中医药学，在此基础上

创新研发更好的新药。”为了更好地研究

中医药，李记天在已经取得美国医学博

士学位的情况下，如今又在广州中医药

大学攻读中医骨伤科学博士学位。

在李记天的带动下，一支年轻的科

研团队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

骨科医院）实验室扎根，致力于运用现

代科技结合传统研究方法，全力以赴开

展中医药基础和临床研究。“我常常告

诉我的团队，医学发展日新月异，我们

一定要保持国际视野，做到终身学习，

这样才能帮助更多患者远离病痛。”李

记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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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青 年 强 ，则 国 家 强 。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活跃在创

新创业一线，在科技前沿、乡村振

兴、医学研究等领域，到处都能见

到这些锐意创新、拼搏奋斗的青年

身影。

本版今天推出 3 名年轻人在各

自 领 域 深 耕 细 作 、创 新 创 业 的 故

事，他们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

绚丽之花。

——编 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

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在青年中有这样一群人，有的在科技强国主战场开拓创新，有的

在生产经营一线苦干实干，有的在技术革新前沿精益求精，有的在社

会服务领域无私奉献，有的在技能竞技舞台挥洒汗水……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叫作“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前不久，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

命名表彰第 21 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决定》。被表彰的全国青年

岗位能手来自全国各地、身份各异，但共同点是立足岗位、苦练本

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不懈奋斗、永久奋斗的精神风貌。他们

是各领域先进青年的典型代表，也为广大青年立起了标杆、作出了

榜样。

立足岗位，激发事业心，平凡岗位也能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山

西大同市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文慧，通过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

升博物馆服务水平，努力在科普知识、提升审美、浸润人心上更进

一步；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都匀市剑江大道

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江国豪，坚守岗位职责，参加各类灭火救援战斗

700 余场，抢救、疏散被困群众 500 余人……岗位不分大小，秉承着

做好本职工作的职业精神，无论在哪都可以为人民服务、为强国复

兴贡献力量。

苦练本领，厚植责任感，才能立身立业、担当重任。国产大飞机

C919 在万米高空舒展双翼，离不开李青和他所在的上海飞机制造有

限公司 C919 事业部的努力。李青从事大飞机事业 13 年，从一名基

层工艺人员成长为型号线上的技术和管理带头人，始终用精益求精

的态度提升工艺技术和管理能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实训教师

赵海龙，不仅在金属谐振陀螺加工工艺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还帮助

学生在技能大赛、科技创新中不断创造佳绩……各行各业像他们这

样的人还有很多，锻造过硬本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才

能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这样勉励青年、寄语青年：“要做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的模范，带头立足

岗位、苦练本领、创先争优，努力成为行业骨干、青年先锋”。无论什么

岗位、什么行业、什么角色，最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永久奋斗好传统，

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中顽强拼搏、创新创造、砥砺前行。把青春融入

党和人民的事业，用奋斗绘就亮丽的画卷，“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

锵誓言，终将化作“强国圆梦、功成有我”的精彩篇章。

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青年要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怀

“国之大者”，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努力奋斗，到新时代新天地中施展

抱负、建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让

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用奋斗绘就

亮丽的画卷
周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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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赵观辉生活照。 受访者供图

图②：次仁明久在观察燃料棒成分的情况。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图③：李记天正在给门诊病人讲解病情。 本报记者 朱佩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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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发热潮。

不少年轻人在网络视听平台，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赢得了无数点赞。

泛黄的画卷上，一群身着艾绿上衣、藕色绢衫的古人姿态宜人。忽

然，画卷上的人物“动”了起来，演奏出优美的中国古典乐曲……这是某网

络视听平台上颇受欢迎的一个视频片段，创作者来自一家古琴社。“‘古

琴+古画’的创作形式，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当我们的乐手

身着古代服饰，网友看后就感觉仿佛走进历史。”负责人朱里钺说。

如今，互联网上不少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

代思维和表现手法进行嫁接，吸引越来越多青年参与其中。

1999 年出生的朱若萱钟情于历代先民的精美服饰，曾因复刻唐代

名画《捣练图》参加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一些人可能认为传统文

化是‘老旧’的，但当你真切地去了解，看到几千年前的人们怎样生产

生活，就能对我们的创作产生启发。”她表示，越来越多年轻人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断生发出新的表现形式，“我们也在其中收

获成长”。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 85后吴洋是一位岩彩画创作者，多年来探寻中

国传统岩彩艺术创新，在传统技法中加入现代语言，让岩彩艺术屡屡“破圈”。

吴洋用传统技法和现代思维创作了《会向瑶台月下逢》，相关题材视

频全网播放量超 2000 万。吴洋认为，各类传统手工艺都可以与现代艺术

品市场结合，引领生活时尚，“这是今天年轻人非常喜欢传统手工艺的重

要原因。”

如今，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加入传统手工艺术的传承、创作、传播过程

中。29 岁的王丹丹自学榫卯、斗拱等建造技术，造出古风亭等建筑；国风

手艺人何艳红曾是护士，把易拉罐制成国风头饰，拜师非遗传承人学习花

丝镶嵌传统技艺；琵琶演奏者刘婧用音乐视听作品传播民乐，部分作品被

江西省中小学线上教学平台选为网络课件……因热爱而钻研、传习，又在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保持热爱，二者互为增进，成为年轻人在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呈现出的新姿态。

彭静旋是个 95 后，留学欧洲的她经常在街头演奏古筝，在海外颇

有名气。“时常能看到竖琴、小提琴的街头艺术表演，但是没有看见中

国乐器。当时我就想，要不把古筝搬出去试一试？”街头演奏以来，彭

静旋深切感受到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当我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

乐器，弹起中国传统乐曲《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大家掌声迭起，我真

的很骄傲。”

街头表演的“出圈”，让彭静旋引起海外一些音乐乐团的关注。接下

来，她计划带着古筝在不同国家进行街头表演，与各国人民面对面交流。

文化自信是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上海戏剧学院京剧专业学生

组 成 团 队 ，通 过 演 绎 让 京 剧 戏 腔 在 互 联 网 流

行；38 岁的视频上传人“百草大叔”是中药材

从业者，他走进大山，传播中医药文化和乡村

美学……在这场属于年轻人的网络接力中，优

秀作品频出，吸引越来越多青少年参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也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不

竭动力。

（杨梓岩参与采写）

创新方式方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汇入青春力量的国风接力
本报记者 刘 阳

■

青
春
派

R

扫码观看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