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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攻关 加强原创

—— 要 实 现 科 研 跨 越 发

展，基础研究就要更具前瞻性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地下一层的超净间实验室里，有个 3
米多高、形状有些奇怪的大型装备。乍一看，

像穿着银色外衣的珊瑚，伸出或长或短的触

角；仔细分辨，这些腔体又像一个个太空舱，

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型“空间站”。

“这个大家伙叫‘四探针扫描隧道显微

镜’，由我们自主设计和搭建，腔内是真空环

境，就像太空一样没有任何气体，可以最大

限 度 形 成 电 子 元 器 件 不 受 外 界 干 扰 的 环

境。”学院教授袁洪涛手拿遥控手柄，接通电

路、按下开关、前后操控，只见一辆“小车”沿

着既定轨道在“太空舱”之间行驶，车上搭载

着新型场效晶体管，接受不同腔体内的扫描

探针观测。这是袁洪涛团队 5 年来一直攻

坚的科研项目。

202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海外学成归

国到南京大学工作的 120 名青年学者代表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教书育人、科研创

新 等 方 面 工 作 感 悟 。 2022 年 5 月 18 日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回 信 中 强 调：“希望同志

们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报

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觉追求”。“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激励着我们迎难而上，向着

具有变革性的原创研究发起攻关。”作为

青年学者代表之一，袁洪涛坚定地说。

场效晶体管是组成 CPU 的一种最基

本电子元器件，越精细越集成，运算单元

就越多，电脑的运算速度就越快。这台扫描隧

道显微镜的功能，是在原子尺度下观测新一代

场效晶体管的原子结构、电子结构和物理特

性，为研究其最基本的工作原理提供原子尺度

的视角。袁洪涛说，世界上最先进的场效晶体

管已达到 2纳米，要实现科研的弯道超车、跨

越发展，基础研究就要更具前瞻性。

然而，这并不容易——不仅要

坐 得 住 冷 板 凳 ，还 要

有不怕重来的

勇气。

“光搭建这个显微镜设

备就花了 2 年时间，如果算

上前期研发设计，总共花了

5 年，直到去年 10 月才正式

投用。”袁洪涛介绍，这台国

内首创的显微镜，分为真空

腔 部 分 、器 件 传 送 装 置 、真

空生成、电学测试和针尖测

试 等 ，有 上 万 个 不 同 零 件 ，

都是他和团队成员们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摸

索组装起来的。

在原子尺度下观测电子元器件，对信号

的灵敏度要求极高——要看得清、看得准，就

要降低噪声给精密测试带来的干扰。袁洪涛

说，团队尝试了电磁屏蔽、机械降噪、电源系

统优化等 5 个方面、数十套方案，经历了上万

次反复比对。“我们每周工作 100 个小时以

上，无论酷暑还是严寒，大家都坚守在不能开

空调的屏蔽室内，紧盯测试过程，饿了就几顿

并作一顿，累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

去年底，实验迎来重要突破：袁洪涛团队

发现，在外加电流作用下，微观尺度下的新型

场效晶体管原子的排列会重新组装。这一发

现，打破了人们对这一类电子元器件的常规

理解。“将个人价值和国家需要相结合，是很

有成就感的事。总是感到时不我待，科学研

究必须争分夺秒。”袁洪涛说。

传道授业 教书育人

——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一

步一个脚印走好为学为师之路

一边漫步在蜿蜒的海岸，看海浪潮起潮

落；一边学习基岩海岸、海蚀阶地等专业知识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王多云

把《地质学与地貌学》课堂搬到了户外，书本上

抽象的专业术语变得鲜活立体，“优师计划”师

范生、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熊国锦听得入神。

“听着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觉自己离成为

一名好老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要不断提

升专业素养，学习教学方法。”熊国锦说。

2022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

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

予殷切期望：“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

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后到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熊国锦说，他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强

化专业知识学习，为将来成为一名好老师打

下坚实基础。

“大学二年级，对地理科学的理解只能算

刚入门。乍一翻开《地质学与地貌学》等专业

书籍，第四纪、节理、层理等一系列陌生名词

让我心里直打鼓。到底能不能学好学透，心

里 没 底 。”熊 国 锦 说 ，但 一 上 课 顾 虑 就 打 消

了。老师们学养深厚、视野开阔，讲课生动有

趣，大自然的奇伟和瑰丽跃然纸上。

“大自然是一本活的地理书，要读万卷

书，更要行万里路。”熊国锦在王多云老师的

课堂上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王老师还

带着我们开展地质实地考察。当我手持地质

锤和指北针，行走在勘察现场时，地质运动演

化史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在北师大，像王多云老师一样科学严谨、

春风化雨的老师有很多。他们教学生知识，

更教学生将来如何为师。

在《教师核心素养与专业发展》一课上，

老师让同学们按照兴趣分组，交流探讨教师

思想政治、职业道德、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素

养。熊国锦在课上学得认真，听得入神。“这

不是一个简单的随堂作业，这些素养与我们

的成长发展和将来的教学工作息息相关。”熊

国锦说，“比如跨学科教学，将不同学科的信

息、视角、理论进行整合，以解决单一学科难

以解决的问题。就拿地理科学来说，如何用

地图讲好中国故事，上好地理大思政课？如

何将地图中的山川大河，与古代的诗词歌赋

相对应，让传统文化和地理科学相互促进？

这样的探索和思考会带给学生更多启发。”

“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平台，在学习之余，

我还参加了学校社团、志愿活动等。”熊国锦

说，他担任了北师大珠海校区山海学社副社

长，与同学们一起努力，提升教学技能。

“绘制地图是地理老师的‘绝活’，如何简

练精准画出常用的地形地图？唯熟能生巧！

我们经常用小黑板练习，一遍又一遍，争取日

有所进。”熊国锦说。

寒假时，熊国锦带着乡镇学校课后服务

的课题返乡，“我们利用课题组成员来自不同

地区的优势，调研了多所乡镇中小学，详细了

解了学校师生们的真实想法，对我们做好课

题研究帮助很大。”

“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必须

脚 踏 实 地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走 好 为 学 为 师 之

路。”熊国锦说。

用心用情 奉献事业

——立足平凡岗位，传播

真善美，汇聚更多向上向善力量

周末，早上 7 点刚过，安徽黄山风景区南

大门换乘中心就热闹起来。走下玉屏索道，

拾级而上，来到放绳工李培生的住所，远远看

见门外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好人李

培生工作室”。

这个时候，李培生和徒弟王年丰已经完

成了玉屏景区的清洁工作，回到住所休息。

“去年 8 月 28 日，工作室挂牌成立，成员为我

所在的园林开发分公司天都综合部的 5 名放

绳工。”李培生说。

2022 年 8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黄山

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希望他

们“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善”。

“我一直在琢磨，怎样更好地贯彻落实

总书记的嘱托。眼下，我不仅要做好工作职

责以内的事，还要发挥带头作用，和大家一起

把黄山建设得更美好。”李培生说。

说罢，李培生回到电脑前，继续忙碌当天

的工作。前不久，他再次当选安徽省人大代

表。常年行走于悬崖峭壁之间，守护着黄山

的洁净与美丽，保护生态环境就是李培生最

为关注的领域。今年的安徽省两会，他把及

时处理农村垃圾、杜绝产品过度包装等建议

带到了现场。

迎客松下，游人如织。距离迎客松仅 25米

的房间外墙壁上，挂着“中国好人胡晓春工作

室”的牌匾。房间里，黄山风景区第十九任守

松人胡晓春正坐在桌前，认真填写当班日记。

“去年 10 月，迎客松迎来第五次全面‘体

检’，结果显示：顶芽饱满，长势良好。当前迎

客松已经度过了休眠期，只要不出现冻雨等

恶劣天气，不会有什么问题。”胡晓春说。

即便如此，每两小时一次巡检，他从不落

下。当天上午，《迎客松日记》里就有了三条

记录。

去年 8 月，工作室挂牌成立，之后又多次

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校园宣讲，胡晓春

越来越忙，也越来越有干劲儿。“有了这些宣

讲机会，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动起来，进而

激发更多向上向善的力量。”胡晓春说。

现在，一向腼腆的胡晓春更愿意走出工作

室，把迎客松、黄山美景、黄山的人文历史和自

然风光介绍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每到节假日，就是他最忙的时候。“虽然

少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但是让游客们乘

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是一种更大的幸福。”胡

晓春说。

一根绳、一座山，二十多年奉献；一个人、

一棵松，十余载陪伴。在李培生和胡晓春的

带动下，黄山风景区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守

山人。他们不惧风雨，守护这片绿水青山；不

计名利，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潜心科研 服务社会

—— 只 有 真 正 把 科 技

转 化 成 生 产 力 ，才 能 更 好

地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胡院士，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

2022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上，一名

高 中 生 向 北 京 科 技 大 学 教 授 胡 正 寰

提问。

“ 为 国 家 作 贡 献 ，是 我 的 基 本 出 发

点。我的毕生追求，就是把轴类零件轧制

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胡正寰声音洪亮、语

气坚定。怀着这一信念，出生于 1934 年的胡

正寰已在轴类零件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领域

工作了 60 余年。他带领团队在 27 个省份推

广零件轧制生产线 300 余条，开发投产零件

500 多种，已累计生产 600 多万吨。

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

科技大学老教授回信，强调：“继续发扬严谨

治学、甘为人梯的精神，坚持特色、争创一流，

培养更多听党话、跟党走、有理想、有本领、具

有为国奉献钢筋铁骨的高素质人才”。

“只有真正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才能更

好地服务国家、造福人民。”胡正寰说。

如今，他与团队的工作又有新进展。去

年 6 月，团队成员王宝雨研究员主持负责的

“大型轴类楔横轧制机器人化生产线及其应

用示范”项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胡正寰还参加了不少面向青少

年的活动。去年的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中，胡正寰为高中生们做了 1 个多小时的讲

座，不仅介绍轴类零件轧制技术，还分享了自

己的成长经历、人生体会，鼓励同学们把个人

追求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

“胡院士已经 80 多岁了，仍坚守科研一

线，让我很敬佩。”听完讲座，高中生张北辰

说。北京科技大学青年教师郑振华说：“有些

内容胡老师讲过多次，但每次他还会精心修

改，提前准备，把内容过了一遍又一遍，这份

严谨、认真令人感动。”

胡正寰对科研和育人的投入，也影响带

动了更多教师。上学期，北京科技大学启动

了“严谨治学，甘为人梯”师德讲堂，首场报告

会便由胡正寰讲授。他勉励青年教师们树立

远大追求，还要注重身体健康。报告会结尾，

他回顾了自己和妻子用个人积蓄为母校捐款

300 万元、成立“胡正寰余雪子教育基金”的

初衷：鼓励青年学生潜心科研、服务社会。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了每一名奋斗

者、追梦人。历史的长河波澜壮阔，正是一代

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创造了今天的中国。

让我们携起手来，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

为指引，用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

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奋力把宏伟蓝图变

为美好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给基层干部群众回信，殷殷嘱托激励了每一名奋斗者、追梦人

向着新目标 奋楫再出发
本报记者 姚雪青 金正波 李俊杰 吴 月

有一种情感心心相印，有一种力

量催人奋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校

园师生到部队军营，从种粮大户到科

研人员，从脱贫攻坚到抗疫一线，从

民营企业家到志愿者队伍……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给基层干部群众回信，有

问候、有点赞，有嘱托、有厚望。

习近平主席发表二○一八年新年贺

词时，曾提起收到的群众来信：“他们的

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

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

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

如果说，这一封封基层来信，见证

着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传递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来自中南

海的回信，则彰显着大党大国领袖的人

民情怀与殷切希望。

总书记回信中饱含着对广大群众

的无尽牵挂。“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

代，也是广大青少年成就梦想的时代”

“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

越过越好”“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

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牵挂人

民急难愁盼、关心群众安危冷暖，凝聚

起亿万人民同心逐梦的磅礴力量。

总书记回信中蕴含着对治国理政

的深刻思考。“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培养

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建设航

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文博

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心与

心交融、情与情相通，总书记把对新时

代的深入思考，化作书信中的点滴嘱

托，让党心与民心同频共振，让个人与

祖国紧密相连。

奋 斗 ，需 要 一 代 代 人 的 不 断 接

续。在回信鼓舞下，“两弹一星”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烙印在航天人的精神基

因中，“中国好人”的榜样力量正在大江南北传递，“报效祖

国、服务人民”成为越来越多留学归国人员的选择……接续

奋斗，造就了今日之中国，也必定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奋斗，需要在新时代勇于担当。生逢伟大时代，我们该

怎样追逐梦想？大学生们正不负期望，把“毕业后到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新时代的文艺

创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崇德尚艺，守正创新；科研工作

者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方面争分夺秒。实践证明，明确了奋斗方向，就能在新时

代的坐标中找准自我定位，奋力前行。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今日的中国，梦想接连实

现，生机活力无限。要让明天的中国更美好，需要汇聚所有

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力量，拿出“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勇

气与决心，用奋斗创造奇迹。总书记的回信，不仅仅是给写

信人的，更是给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是给新时

代每一名奋斗者、追梦人。

我们都是收信人，都是奋斗者……

我
们
都
是
收
信
人
，都
是
奋
斗
者

吴

焰

图①：袁洪涛在实验室调试设备。

受访者供图

图②：胡正寰在零件生产现场。

王占奎摄

图③：熊国锦在和同学交流学习体会。

骆英奇摄

图④：李培生在完成工作后收起绳索。

本报记者 李俊杰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 书 记 多 次 给 各 行 各 业 干 部

群 众 回 信 ，勉 励 大 家 心 系 祖

国、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在奋

斗中创造精彩人生，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细读每一封回信，感受到

的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各 行 各

业 蓬 勃 发 展 的 殷 殷 期 许 。 这

份 期 许 已 成 为 源 源 不 断 地 汇

聚 于 人 们 心 中 的 奋 斗 新 动

能。让我们携起手来，向着新

目标，奋楫再出发，踏上充满

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

——编 者

■守望·特别策划R

每当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给我的回信，我都感觉

心潮澎湃。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我没有辜负祖国

的期望和自己的努力，取得了 1 金 1 银的成绩。成功没

有捷径，唯有热爱与坚持。最近几年，我几乎把所有时

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单板滑雪训练中，无数次起跳才成

就了我在首钢大跳台上的成功一跃。我很幸运出生在

一个伟大的国家，成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如今，已进入米兰冬奥周期。我会继续努力，挑战

更高难度的动作，希望能够赢得单板滑雪比赛的大满

贯，让国歌在更多比赛中奏响。

——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冠军苏翊鸣

（本报记者李洋采访整理）

■感 言R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回

信，作为空间站研制队伍的一员，倍感振奋鼓舞。新征

程上，我将发扬载人航天精神，坚守航天器 AIT 总装研

制一线，持续优化工艺设计模式，扎实推进以航天器大

重量产品高精度装配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航天器

总装中的创新应用，不断提升航天器总装效率与质量，

为航天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器总装技术副主

任工程师王鹏飞 （本报记者余建斌采访整理）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虽已过去了几个月，但

内心仍激动不已。我们将持续加强深部金矿勘查领域

科技攻关，锻造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加大胶东等重要成矿区带深部金矿勘查力

度，做好“三稀”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在新一轮找矿

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大队长丁正江

（本报记者李蕊采访整理）

我们要把习主席的亲切勉励转化为强军报国的动

力，坚持发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传统，坚持在党

的一大会址义务讲解党的历史，引领带动更多人听党

话、跟党走。我们要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

使命任务，引导官兵以昂扬的斗志投身练兵备战之中，

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永远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武警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指导员

杨泽楠 （本报记者巨云鹏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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