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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特别策划）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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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第一次见到国家海洋监测设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军成教授，

已过去一年时间。可初见时的情景，依

然历历在目：王军成两鬓已是斑白，身

着一件陈旧的深灰色大褂，手中握笔，

伏案修改着学术论文，听到记者的声

音，他抬起头来，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

四十余载，从青丝到白发，王军成

持续在海洋监测领域耕耘。浮标是海

洋环境探测、监测的基础装备，在上世

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产浮标装备

和相关技术应用几乎空白，而国际上已

经建立了业务化的浮标监测网。王军

成带领团队走遍沿海，每天向国家海洋

局和中国气象局提供约 3 万组气象水

文数据，为我国发展海洋事业提供了技

术支撑。

“ 我 这 辈 子 ，人 在 陆 上 ，根 在 海

里。”这是王军成常说的一句话。从事

海洋浮标研究异常艰苦，甚至充满危

险。有一次，王军成与团队成员乘船

去 检 修 浮 标 ，那 天 风 大 ，海 浪 高 达 2
米，他一边修一边吐；那次作业，船与

浮标发生了猛烈碰撞，危急时刻，他只

能系上绳子、套上救生圈逃生。

再次提起这些经历，王军成仍心有

余悸。环境异常艰苦，但王军成依然笃

行不怠。“必须加快新型智能海洋浮标

研发，让新一代浮标充满‘智慧’。”采访

时，谈及下一步工作，王军成兴奋不已，

他的眼里闪着光彩，那是他对海洋事业

发自内心的热爱。

过去一年，王军成依然忙碌，带领

团队日夜攻关，开展自主可控的浮标智

能化前沿技术研究。新年伊始，马不停

蹄，他们正忙于重点攻克浮标智能化研

究的一些关键技术，推动实现我国海洋

监测浮标网从“自动化”向“智能化”的

升级换代。

记得上次采访时，先生指着窗外的

一座山说，平日里，他总会抽出时间去

爬山。“科学事业就像攀登，有陡如峭壁

的山坡，甚至充满危险，唯有坚持下来，

才能‘一览众山小’。”

建功海洋，矢志报国，几十载如一

日，初心始终不改，坚持做国家需要的

事情，这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希望

这种精神在有志青年中得以传承，化为

理想信念的火种，最终汇聚成献身海洋

事业、报效祖国的磅礴力量。

国家海洋监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军成

坚持做国家需要的事情
本报记者 李 蕊

再次来到河南大学纳米材料工程研

究中心中试基地，总工程师张治军依旧

在忙碌，在初级放大实验平台，他正紧张

地调整各项参数。谈及过去一年，张治

军直言“收获满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从事纳米材料

的研究更是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创新。”临

近春节，张治军仍每日工作繁忙。

2022 年下半年，张治军独辟蹊径，

从橡胶材料生产最初始的工序入手，把

纳米材料与传统橡胶材料工艺相结合，

对橡胶材料生产进行了大胆尝试。在

中试基地，一条可实现从特种纳米二氧

化硅到复合橡胶连续化生产的湿法混

炼胶示范性生产线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为了验证示范生产线的效能，张治

军不辞辛苦，多次赴外地进行考察和现

场实验。去年 9 月底，他带领 10 名由教

师、硕士研究生和技术工人组成的科研

团队，携带 30 余吨设备和实验材料，跋

涉 3000 余公里，远赴中缅边境的橡胶生

产工厂，开展天然鲜胶乳与纳米材料连

续湿法混炼工程技术的深度验证试验。

在云南工作生活期间，张治军总是

亲力亲为，带领团队成员赤脚踏入胶池

观察、思索，有时在胶池中一站就是好

几个小时，一天下来早已汗流浃背。晚

上，他还要及时整理白天的实验数据，

制定第二天的实验方案。“时间紧迫，容

不得半点马虎，有好的想法就要尽快落

到实处。”张治军说。

“科学实验就是一个‘现象观察—

分析判断—总结改进’的过程，从事科

学研究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

能力，持续创新，这是一个合格科研工

作者不断进步的过程。”在外实验期间，

他常常把自己对科研的感悟与团队成

员分享，激励团队成员不断创新、不断

进步。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张治军始终

砥砺奋进、不断前行，从高性能纳米润

滑油材料到特种功能纳米二氧化硅再

到橡胶材料，正是在创新精神的驱动之

下，张治军跨过了一座座大山，取得了

一个个新的成就。在科研的征途中，只

有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才能把握科技

进步的主动性。勇于创新、敢于创新，

张治军步履不停……

河南大学纳米材料工程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张治军

下好创新这步先手棋
本报记者 王 者

第五版修改书稿上，密密麻麻的便

签记录下一个个要修改的地方；打开手

头的第六版修改书稿，中国科学院成都

生物研究所原研究员印开蒲又讲起添

加说明文字的情况。对每一版书稿都

精心思考、修改，印开蒲迎来了新作《百

年变迁——两位东西方植物学家的影

像重逢》一书的出版印刷。

新作来之不易。拍摄过程中，年

近八旬的印开蒲背起行囊再出发，不

顾高龄体力下降，重访多个老照片拍

摄 地 ，记 录 下 生 态 环 境 变 迁 的 点 滴 。

而在书籍编辑和校对过程中，老人又

一个一个字琢磨，一处一处思考，确保

内容准确无误。矢志求实，印开蒲要

让作品经得住历史和读者的检验。“不

能有一处遗漏，也不能有一处含糊，全

部都要弄通弄明白。”印开蒲说。

回想起 10 余年前《百年追寻——

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一书出版发

行，过往历历在目。那是印开蒲历时 6
年，走遍四川、重庆和湖北等地寻访、

拍摄和记录的成果。当时书籍甫一出

版，就掀起一股潮流，许多人自发拍摄

生态照片，记录环境变迁。而今，捧起

即将付梓的再版书稿，印开蒲仍然对

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还常常把有

趣的内容分享给读者。“在选照片时，

要通盘考虑，不能缺漏、更不能含糊，

有些变化很大的地方，还要找当地的

老乡和县档案馆的专家咨询核实。”

择一事，终一生。成为一名生态

学家，于印开蒲而言也许偶然，但 60 余

年坚持却绝非意外。从学习绘制植被

地图，到参与横断山脉植被调查等多

项考察，从建言九寨沟和亚丁自然生

态保护，到记录跨越百年的生态环境

变迁，履行好作为生态学家的责任，印

开蒲始终坚持记录事实、讲述真实、传

播现实。植被分布在他的精细测量下

转变为可供后人研究的基础资料，生

态环境变迁在他的讲述下受到广泛关

注，西部生态环境变迁在他的记录下

成为阐释美丽中国的最好注脚。

一 切 源 于 求 实 ，一 切 得 益 于 求

实。“让所做的东西都立得住脚”，这位

老生态学家用一生证明好成果经得住

历史和实践检验。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原研究员印开蒲

让所做的东西都立得住脚
本报记者 王永战

夹杂着零星雪花，寒风掠过城市的

上空。夜色中，青海矿产勘查开发局 12
楼，总工程师潘彤的办公室内依然灯火

通明……

“目前，我们正围绕柴达木盆地盐

湖资源的保障能力提升进行集中攻关

研究，特别是深层含钾卤水的形成机

理、开发利用、成矿单元划分及成矿过

程等，过年前还有一些工作要抓紧干

完。”晶莹剔透的盐花，对潘彤来说意义

非凡，因为这背后连接着国家战略性矿

产的安全供给，“随着我们对柴达木盆

地成矿单元和成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

入，这将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

地提供新的找矿方向。”

从两个千万吨级铜铅锌国家资源

储备基地轮廓初显，到察尔汗盐湖、锡

铁山开发利用，再到助力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这些年，潘彤和同事们用

脚步踏遍了高原的山山水水，高原也

塑造了他们勇攀高峰的坚韧品格，赋

予了他们像大山一样默默坚守的性格

特质。“野外工作不仅是对地质现象的

记录与描绘，更饱含着对壮美山河和

边远地区群众真挚的爱，能把个人的

事业与奉献祖国、造福人民结合起来，

何其有幸！”年近花甲，潘彤依然干劲

满满。

“选择了地质工作，就选择了和荒

山野岭作伴，选择了对大地深处的艰

难探索。”潘彤说，这不仅意味着艰苦

的付出，更意味着道路的曲折。“最多

时，我们有上万人奋战在找矿一线，但

每一次出成果都十分艰辛，我们相信，

只要不怕苦、不服输，使劲钻研，功夫

就不负苦心人。”潘彤说，“就像每个战

士都想建立战功一样，为祖国找到富

矿 是 每 个 地 质 队 员 的 梦 想 。 每 一 次

地质发现都离不开前人的积累、同事

的 配 合 ，这 背 后 ，是 地 质 人 不 怕 吃 苦

的劲头、反复试错的勇气，也是拼搏奉

献的传统。”

科学探索从来都不是坦途，但大地

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前行、不断攀登的

人。正如潘彤所言，“只要心怀家国，奉

献又何尝不是一种绽放，高原就是人生

的舞台，这是我们地质人的诗与远方，

也是无言的浪漫！”

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总工程师潘彤

在高原上绽放青春年华
本报记者 贾丰丰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下午，中国空间

站梦天实验舱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成功；2000 公里外，坐落于陕西西安临

潼区的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掌声阵阵

……在梦天实验舱内，有着他们心血的

结晶——空间站高精度时频科学实验

系统。

该系统由任务总体单位中科院国

家授时中心联合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一起组织国内 10 余家单位共

同研制，是梦天实验舱内最复杂、难度

最高的科学实验系统。它将是全球最

高精度的时间频率产生及原型系统，包

含了国际首台空间光钟、国际首台空间

超窄线宽激光器、国际首套具有微波和

激光双链路的低轨航天器天地时间频

率比对系统……这些科研成果的背后，

凝聚了众多科学家的智慧与心血。

国家授时中心主任张首刚是该项

目的首席科学家和总指挥。上次见他

是 10 个月前，如今再次见面，他依然腰

板笔直、走路带风，却能从他的双眼中

看出明显的疲态。“把地面实验室里近

40 立方米的三台原子钟、比对测试系统

及光纤时频传递系统等装置压缩进容积

不到 1.2 立方米的空间站实验柜，技术

指标不降，还要能承受巨大的力学冲击，

同时所有仪器都是自主研制，难度超乎

想象。”张首刚说，“但我们做到了！”

全国 10 余家单位、200 多人的科研

团队、历时 12 年，终于将“光钟按计划

交付上天”。空间光钟是原子钟研究的

制高点，每一项性能的测量和优化都需

要漫长的过程。由于成熟度低，许多电

子、光学和物理系统都需要各方研究人

员重新设计，反复试验。

在 2022年为期 80多天的攻关阶段，

所有科研人员吃住都在实验室，连平常特

别忙碌的张首刚有时也“吃不消”。“楼道

里堆着架子床，我在实验室门口现场办

公，方便与团队随时沟通。”张首刚回忆，

“大家不怕辛苦，怕的是赶不上进度。”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在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科研人员们精诚

合作，集智攻关。正如张首刚所言：“每

一名科研人员就是一个齿轮，把自己拧

紧了、转起来，大家相互嵌套、精诚合作，

我们一定能攀向一座又一座科学高峰。”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量子频标研究团队

像齿轮嵌套一样精诚合作
本报记者 原韬雄

冬日的国家速滑馆，吸引了不少游

客。“冰丝带”中应用的二氧化碳跨临界

直冷制冰系统，凝结了北京大学工学院

教授张信荣的创新与坚守。

“大型二氧化碳制冷及其跨临界全

热回收技术在北京冬奥会的应用，只是

一个起点。未来，很多领域都可以应用

我们的技术。”时隔半年多再次见到张信

荣，记者感到他的话语间多了几分轻

松。从煤矿深层热害治理到二氧化碳储

能，从数据中心到零碳机场，张信荣细数

最新的研究成果，每一项都令人惊叹。

丰硕的成果，成为张信荣的教学素

材。“教书育人是我们的主要职责。”张

信荣说，“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培

养出高质量人才。要教育引导学生热

爱科学、追求真理，服务国家和社会。”

怀着这份初心，张信荣且行且思。

课堂上，有精心的讲授。上学期，

为了给工学院大一学生讲好“现代工学

通论”课程讲座，张信荣在课前花了很

长时间备课。“如何启发学生思考、向学

生提出哪些问题，都需要提前认真准

备。”课后，学生们围着张信荣请教问

题，久久不散。教师用心教，学生用心

悟，成为课堂上的一道风景。

活动中，有投入的身影。2022 年 9
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张信荣作为

教师代表发言，他鼓励学生们勤于思

考、勇于创新；在教授茶座活动中，他结

合科研经历，寄语学生们“多学习、勤思

考，认准目标、不断努力”。展现自己科

研工作者的理想与坚守的同时，也向同

学们展现师者的关怀、学者的情怀。

实验室里，有悉心的指导。“这一

年，学生们进步都很快！”谈到学生的成

长，张信荣十分高兴。他的办公室隔壁

就是学生们的实验室。他注重为学生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独立解

决科研问题的能力。

做好老师，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

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张

信荣始终坚守初心，在教书育人和科研

创新上不断创造新业绩。

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张信荣

培养更多高质量科研人才
本报记者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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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过去一年，在科技强国一线，涌现出很多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青

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他们用专注和专业突破一道道世界难题，在奋力攻关

中，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创新文化，涵养优良学风。

自 2021 年底开栏以来，本报“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栏目累计刊发 40 期报

道，报道了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科学家。春节前夕，本报记者回访曾经报道过

的部分科学家，倾听他们心怀家国、求实创新、协力攻关、默默奉献的动人故事，

感悟他们身上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

——编 者

▲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量子频标研

究团队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张治军 李小红摄

▲印开蒲 本报记者 王永战摄

▼潘彤（右）

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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