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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龙建：

给机器人
“飞檐走壁”的功夫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海归创业 责编：孙亚慧 邮箱：hwbhgcy2018@126.com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用爱驱走“怕”

研究心理疾病网络化干预的“80后”任志洪，在美国两所名校从事
博士后工作两年多，有不少从事心理服务的社会实践经验，犹如一名

“心灵捕手”。
“美国从事心理咨询服务的人员，70%是心理学专业出身，但是国内

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却很少从事具体实践服务。”任志洪坦言，正是通过中
西比较发现，我国的心理咨询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促使他决定学
成归国。

回国一年之后，任志洪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
“当时就是基于自己的专业直觉，觉得应该站出来做些事情。”任志

洪言语淡然，却透露着责任与担当。
重大疫灾之下必会有大量的心理援助需求。曾为世界军运会心理咨

询工作负责人的任志洪，积极参与到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咨询热线筹
建中。依托协会、师生、校友等力量，不到一周时间，就招募到专业资
质优良的志愿心理咨询师400余人，督导师100余人。1月31日抗疫心理
援助热线开通，免费向公众开展心理援助服务。

任志洪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心理干预系统，一开始也遭遇了“投
诉”：热线接通前的机器语音提示语，给人冷冰冰的感觉。

如何让咨询者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任志洪“脑洞大开”：举办一场最
美指导语线上大赛。300多名咨询师参赛，经过评选，三条“最美最甜”
提示语上线。

“我现在情绪稳定了，不会采取极端方式。”一天，热线接到一名咨
询者的电话，她专门来电致谢：“我要对上午帮助我的咨询师表示感谢，
谢谢她给予我的帮助，给了我安慰和力量。”

任志洪说，接到咨询者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时，会第一时间把这种好
消息在团队内分享，振奋鼓舞士气。

迷你软体机器人有了自己的“脚”

身长仅有2厘米、重量仅有0.3克，如此柔
软轻巧的小家伙，令人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一款
能够精准控制方向与速度、综合性能让人眼前
一亮的迷你软体机器人。

个头虽小，可这机器人的本领却不小。身
段灵活、能负载重物，同时还能妥善应对严寒
或高温等天气。相较于以往多数迷你软体机器
人只能行走于特定表面，这款机器人进一步拓
宽了作业场景，还能在狭窄空间活动，未来也
有望在废墟狭缝以及生物体内完成复杂作业。

这款机器人正是薛龙建课题组此前公布的
重要研发成果。薛龙建告诉记者，目前迷你软
体机器人的研发工作还不成熟，距离落地应用
还有一段距离，但一系列的实验已经充分验
证，该机器人的核心工作机制是可行的。

研究灵感来自于壁虎和尺蠖。薛龙建课题
组长期致力于仿生材料研究，他们在观察中发
现，壁虎脚掌上的独特刚毛结构赋予了它在各
种地形上稳定快速运动的能力，这正好可以解
决目前小尺寸软体机器人对运动表面适应性较
差的问题。课题组尝试向机器人引入仿壁虎脚
趾刚毛的足部，从而使机器人拥有更好的表面
适 应 性 。“ 迷 你 软 体 机 器 人 就 有 了 自 己 的

‘脚’，自由度得到提升的同时，还能够负载自
身50倍的重物平稳行走。”薛龙建说。

软体机器人自由度和变形能力更大，在生
产生活、医疗救援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
力。它可以依靠光照控制，通过调节光照的时
间、强度等因素来控制运动。有光照时，前足
向前移动；光照关闭时，后足向前移动，光照

开关交替从而驱动机器人不断向前。

对科学充满热情的“薛”

2009年至2015年之间，薛龙建先后前往德
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基尔大学和马克斯普兰
克聚合物研究所深造。“时不我待”，是这段海
外求学过程中薛龙建的最大感触。德国先进的
工业制造能力和科技研发实力让薛龙建意识到
了国内的差距。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别人在实验室从早上 8 时待到晚上 8 时，已足
够辛苦，他甚至待到夜里一两点，一门心思全
都扑在实验上。

到了周末，德国人休息，享受惬意的休闲
时光，薛龙建仍旧泡在实验室里。“我就当没
有周末这个概念，肚子饿了就边做实验边煮
面，好在意面久煮不烂！”苦中作乐，为当时
还不满30岁的薛龙建垒起了一道坚实的心灵屏
障，同千千万万个科研工作者一样，他耐得住
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一步一步向期望中的实
验数据靠拢，实现科研攻关新的突破。

夜以继日的辛苦工作，让薛龙建获得了他
的导师、德国科学院院士斯坦尼斯拉夫·高博
的极高评价：“薛是一个对科学充满热情的人！”

这种工作状态和节奏一直延续至今，薛龙
建的家人也早已习惯。

“新材料的研发不容易，工作的确难免辛
苦。我女儿常问我为什么一直加班，我就会告
诉她，爸爸的科研工作像是搭积木，想要搭得
又高又大又好看，就必须夯实基础，而这只能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严谨实验才能做到。”听了
爸爸的话，女儿似懂非懂，却也似乎明白了爸
爸的辛劳付出究竟为何。“我的学生们科研热
情也很高，现在每每看到学生的科研成果，我
都会觉得很欣慰，所有的付出也很值得。”薛
龙建说。

别人有，我们不能落后

游子身在外，家与国的意义变得更加深
刻，表现方式也变得更直观明了。

薛龙建刚到德国时，同上语言课的一位非
洲朋友得知他来自中国后，热情地与他聊天。
这位非洲朋友告诉薛龙建，自己生活中的许多
商品都来自中国，就连使用的相机与中国也颇
有渊源，它的镜头盖是“made in China”。闻
听此言，薛龙建心中五味杂陈，他感到失落，
也感到了压力。

“只有镜头盖是中国制造，一部相机最重
要的核心技术仍旧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我觉

得任何一个立志报效祖国的科研人员，站在那
时我的角度上都会产生一股倔劲——我们也该
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别人有，我们不能落
后。”薛龙建说。

在外访学的几年，薛龙建深切感受到了中
国的快速发展，得以证明的是一句简简单单的

“你好”。
初到德国的时候，在路上若是碰到小朋友

打招呼，对方会用日语冲薛龙建喊“你好”，
搞得薛龙建哭笑不得。遇到这种情形，他往往
会耐心地向对方解释，自己来自中国，中国是
亚洲的另一个国家。“孩子就是出于热情跟人
打招呼，看到街上一张亚洲面孔，便习惯性地
以为是日本人，因为他对于东方的认知很可能
就只有日本。”薛龙建说。

然而，等到不久后的2010年，事情悄然发
生了变化。

街上会有儿童笑着跟他打招呼“你好”。
“第一次听到中文‘你好’的时候我特别激
动，后来遇到多了我才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影
响力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小的孩子都对中国有
了认知，这让我特别自豪。我想，如果我们能
研发出自主创新的产品、拥有自己的技术，这
也会成为中国名片，能够提升外国人对我们国
家的认知。科研人员需要有家国情怀，要有先
天下之忧而忧的抱负，要向着远大目标矢志不
渝地努力，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命题。”薛龙
建坚定地说。

一看：拓展求职领域

如果最终选择的职业与所学专业无
关或关联度不强怎么办？

回国求职过程中，多数海归往往预
先将选择范围简单圈定在与专业领域相
关的行业，这么做本无可厚非，但需注
意的是，不要轻易将与本专业关联度不
大的岗位排除在外而失去很多潜在机
会，这也会使求职者的心态随时间推移
而出现波动。

笔者曾结识一位英语水平出众的留
学生 Eason，他凭借优异成绩获得奖学
金，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前往丹麦就读比
较语言专业。回国求职时，Eason 希望
专业对口，因此将主要选择范围锁定在
国内小语种培训机构的丹麦语语言教学
方面。但是，由于他的专业对口岗位很
少，因此数次求职均未获成功。之后他
决定扩大范围求职，最终成功入职一家

从事对外贸易的谈判团队。这家企业正
处于发展上升期，急需拓展海外尤其是
北欧地区的业务。Eason 在丹麦留学多
年，对当地风土人情颇为熟稔，这些都
成为了他求职时的加分项。

其实，求职时除了专业优势，对留
学国的了解、对当地风土人情的体悟，
也都会成为求职的潜在助力。重要的
是，求职时不要预先给自己绝对设限。

二看：调整心理预期

摆正心态，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
在回国求职时也是很重要的。随着回国
海归逐渐增多、国内毕业生竞争力上
扬，想要单凭一纸学历而获得高薪的想
法并不现实，如果没有提前调整好心理
预期，就容易产生落差和挫败感。

笔者的高中同学Alex在美国完成了
本科和研究生学业后回国。在求职中
Alex发现，由于近年来理论演变和国内
的快速发展，自己所学的专业内容难以
直接应用到国内相关行业之中，一些理
论在国内难有用武之地。同时，岗位
的技能要求自己也并不熟悉，在竞争
力上并无明显优势。权衡利弊后，他边
了解国内行业最新发展边求职，并下调
了自己对薪资待遇的要求。“目前最重
要的是尽快跟上业内步伐，否则，时间
久了我的竞争力很可能进一步下滑。”
Alex说。

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还有
一些留学生出现“被迫求职”的情况。

王珂原 （化名） 就是其中之一。留
学英国的他因疫情影响，导致论文进度
严重拖后，毕业时间也比预期更晚。同
时，疫情对与他专业密切相关的金融行

业造成冲击，使得他不得不在临近本
科毕业时放弃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想
法。仓促决定下，王珂原已经做好了短
期内找不到工作的准备。同时，他也在
寻找国内的实习机会，为的是让自己初
步熟悉行业环境，然后再考虑接下来
的计划。

三看：充实个人履历

挑选回国后的就业城市，也是海归
求职中的重要一步。事实上，“哪里更
适合自己”是个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

一方面，北上广深薪资较高，但生
活成本也同样居高不下；“新一线”或
二线城市薪资略低，但生活压力相对较
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较为冷门的专
业，北上广深提供的选择机会更多，平
台更大；而在非一线城市能提供的岗位
有限，甚至“无岗可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于热门专
业的海归来说，想要在一线城市获得理
想职位、站稳脚跟也并非易事，年龄和
资历必须要着重考虑。比如，一些行业
的海外实习或工作经验在国内说服力较
低，海归求职者要努力增加行业内认可
的国内实习经历。同时，研究生学历以
上的海归往往在初次求职时年龄偏大，
用人单位也会有人力资源成本方面的顾
虑和考量。

考虑到冬季并非大多数企业的招聘
旺季，于求职者而言机会相对有限。如
果不能短期内获得工作机会，留学生们
也不要闲下来，要主动了解所在行业的
短期动向，同时拓展技能，全面提升自
身的求职竞争力。

海外读书访学近6年，薛
龙建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
了实验室里。日日夜夜，见
证着这个青年海归对科研的
热情和一丝不苟的态度。

薛龙建是武汉大学动力
与机械学院、工业科学研究
院教授，他的团队突破结构
黏附材料的“卡脖子”仿生
设计瓶颈，实现了仿生结构
黏附材料的综合提高，黏附
强度、稳定性、耐久性和多
表面适应性都得以增强，还
能实现智能调控。同时，薛
龙建课题组还研发了一系列

“内秀”式微纳复合新黏附材
料以及两套表面微观力学测
试设备，为基础科研及产业
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

行
业
、
预
期
、
履
历
—
—

三
看
海
归
求
职

孙
嘉
熙

海归在求职过程中，专业与岗位如何匹配、就
业地如何选择等话题一直备受关注。专业契合度固
然很重要，但同一个专业也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方
向，这就需要求职者拓展思维，勇敢地去尝试多种
可能性。

““心灵心灵捕手捕手””任志洪任志洪：：

请把请把你你说与我听说与我听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伟伟

“回国是必须的。”面对记者的提问，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海归”教授任志洪言语坚定。

疫情期间，任志洪及其团队组织全国3000多名心理咨询师，为
各类群体提供每天24小时网络化心理援助。这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
最大、专业性最强、日均服务人数最多的网络心理援助。

7万余人次来电，满意度率高达94%以上

一根热线的背后，团队的付出少为人知。
“每天不足 6个小时的睡眠，其他时间都守在 24小时运行的心理援助

热线平台前。”作为平台咨询负责人，任志洪要掌握平台运行状况、倾听
求助者心声、解决各种问题，充当着“发动机”“降压药”“润滑剂”等多
种角色。

很快，这一热线成为国家卫健委重点推荐、湖北省卫健委唯一官方热
线。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也在此基础上建成，面向一线
的医护人员、新冠肺炎患者及家属等重点人群，提供专业精准心理援助。

让任志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名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已治愈出院
的医护人员在来电中自述：疫情期间，一直在医院工作，从被确诊到出
院，总担心自己不经意间感染到其他同事，抑郁感无法摆脱。

任志洪慢慢为她做起心理疏导：作为被感染者，恐惧和焦虑的情绪属
正常心理应激反应。作为助人者，自己被传染了，没有抱怨，却心存担心
传染他人的内疚感，令人敬佩。面对这名医护人员的内疚情绪，任志洪耐
心倾听陪伴，让她慢慢接纳自己，不再自责。

“热线开通以来，共呼入 7 万余人次，心理援助满意度率达 94%以
上。”任志洪说，短时间内组织起强大的咨询团队，在美国简直不可思
议，受法律等限制，咨询师甚至不能跨州服务，“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任志洪分享了一个热线开通伊始有意思的故事：早期热线医务人员呼
入者占比甚少，甚至方舱医院里心理治疗师现场咨询都“没生意”。任志
洪想，远程的热线可能更是无人问津。

然而，热线网络的文本咨询却骤然上升。
原来，文本咨询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且听不到”的模式减少了咨

询者的隐私顾虑。医务人员、私密空间较少的方舱医院患者不少都选择了
这种求助方式。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也要承受倾听者的负面情绪压力，任志洪保持
着健身等习惯自我解压。作为一名心理咨询督导师，他也一直在做心理咨
询师关怀项目，确保团队不会被击垮。

即将迎来寒假，任志洪仍然没有闲下来。他计划举办寒假网络培训，
培训更多中小学心理咨询师，服务青少年。

任志洪说，伴随着未来公众对心理咨询需求的增长，希望投入更多精
力，培养更多年轻的心理咨询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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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陶向琳曾在印度留学。2014年底，他回国后返回家
乡河北昌黎从事农业规模化种植：成立合作社、流转土地、选择种植
作物。陶向琳的合作社第一年流转了140亩土地，全部种植了还没在
当地得到推广的春小麦，获得了亩产820斤的好收成。村里的部分小
麦种植户看好合作社的前景，纷纷加入。目前，陶向琳的合作社春小
麦种植面积已增加到1900亩。 姜 涛摄 新华社发

薛龙建课题组的迷你软体机器人研发
灵感来自于壁虎和尺蠖。

薛龙建课题组的迷你软体机器人研发
灵感来自于壁虎和尺蠖。

德国访学期间，薛龙建前往汉莎航空
公司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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