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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泉，青年是
创新的重要生力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立志
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为
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推动科技进步贡
献青春力量。得益于良好的创新创业
氛围，广大青年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广阔天地中更好展现才华。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 4 个与青
年有关的创新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
们可以看到奋斗在中国创新浪潮中的
青春力量。

探索：
量子大道上的“90 后探

险者”

量子大道是一条位于安徽省合肥
市高新区的城市道路。本源量子和另
外几家同样以量子冠名的企业都坐落
在这条路的两侧。

在本源量子公司，安徽省量子计
算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第三代
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硬件
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的办公室，可
以用简易来形容。一张办公桌上放着
一台电脑，几把椅子和一个支在架子
上的书写板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孔伟成穿着一件肘部已经磨得发
白的羊毛衫，在这间办公室里思考量
子计算机的研发。事实上，大多数时
间，他的办公地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
研发平台或是项目现场。

10 年前，原本想成为数学家的 90
后博士孔伟成在机缘巧合下踏入了量
子计算领域。

经典计算机需要花费几十万年才
能完成的运算，量子计算机可能只需
要几秒钟。孔伟成正在探路的项目就
是研发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在密码分析、气象预报、
石油勘探、药物设计等领域很有前景，
被认为将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动
力。但研究难度超乎想象。

科学的高峰就矗立在那里，登山的
路有很多条，没有人知道哪一条是正确
的，前进的方向上有太多的未知。

为了让量子计算机从实验室走向
工程化运用，孔伟成反复求证、不断探
索。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是他向前的
动力。

本源量子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是国内首家将量子计算正式推向商
用领域的量子计算企业，由中国科学院
院士郭光灿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国
平教授带领中科大博士团队创立。

本、硕、博都在中科大就读的孔伟
成，参与了本源量子创立的全过程，并
承担量子计算机硬件研发任务。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几乎每往
前走一步都是开创性的。

“如何搭建实物，没有任何经验，
没有任何先例，只能通过自己一点一
点地想，一点一点地试。”孔伟成说。

2021 年 9 月 10 日，本源量子发布
未来五年量子计算技术规划路线图。

路线图显示，到 2025 年，本源量
子将突破更高位量子比特，这意味着
专用量子计算机诞生，并能实际应用
到一些行业领域中去，影响和改变人
们的生活。

孔伟成相信，脚踏实地去做，实际
进展可能会比路线图还要快。

10年间，孔伟成先后参与研制出中
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
空”，研制出首款国产量子计算机控制
系统——本源量子测控一体机、首台工
程化超导量子计算机原型机——本源
悟源，并参与研制首款国产量子计算
机操作系统——本源司南。与此同时，
带领团队积累了大量量子计算领域知
识产权。

今年 10 月，孔伟成参与的中国首
条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链启动升
级扩建。他告诉本报记者，现有整机组
装间至多容纳 5 台超导量子计算机同
时组装，扩建后将满足同时组装至少
8 台超导量子计算机整机需求。这意
味着超导量子计算机制造核心环节的
进一步提升，中国超导量子计算机自
主制造能力逐渐增强。

“今年11月，‘本源悟空’提供的量
子算力机时已实现出口销售，这是中国
自主量子算力首次实现海外销售。”孔
伟成告诉本报记者，“我坚信，中国的量
子计算机时代，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重塑：
“满身是泥、满眼是光的

新农人”

陈璜，来自广西灵山，相比起本
名，他更喜欢大家叫他的网名“陈时
髦”，因为他总是笑称自己是一位“满
身是泥、满眼是光的 90 后返乡创业新

农人”。陈璜身边的人总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一个商学院毕业、爱好拍微电
影的人，最终选择了做农业？

答案，就在他的故事中。
对于陈璜来说，2018 年是难忘的

一年。
那一年，刚毕业的陈璜回了一趟

家乡，他看到数百名农民把辛苦种植
了一年的荔枝从陡峭山地里一筐一筐
抬下来，却因为卖不出去而伤心落泪。
这一幕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
言，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心酸。

陈璜当下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回
家卖荔枝。他要为家乡建设一个数字
化的荔枝销售基地，用科技手段解决
荔农的困境。

从 2018 年开始，每年 5 月到 7 月，
陈璜便会穿梭于办公室、冷库、果园之
间，优化订单管理系统、优化打包发货
流程，对接各种销售渠道与平台。

他用了 3 年时间，结合大山外先
进的电商经验，完成了发货基地的数
字化建设。在不需要增加人手的前提
下，日处理订单从 1000 余件提升到了
5 万余件，仓库日出库量从 1 万斤提升
到了 4 万斤，对接的销售渠道从 10 多
个拓宽到了 50多个。

2021 年，在实现了荔枝销售数字
化之后，陈璜决定开启计划的第二阶
段——种植机械化之路。“我要用科技
的力量，重塑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陈
璜对本报记者说。

陈璜把下一个改造目标定在了果
园。陈璜原本的规划，是用做电商一样
的思路去优化果园的种植、管理和采
摘流程，但实际上改造远没有他想象
中的简单：“打药不像打包，制定标准
化更复杂。而且打药比打包更着急，打
包发货晚了，换来的可能是客户的抱
怨，但虫害永远不会等你。”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陈璜看到
了大疆 T40 农业无人机给果树打药的

视频：“大疆 T40 重燃了改造果园的希
望，因为我知道机械化一定是下一步
要走的路。”

拿到大疆 T40 的那天开始，陈璜
和他的小伙伴正式成为下地干活的新
农人。他们扎根在地里，从基础开始学
习荔枝养护、农药肥料知识、无人机操
作，然后规划航线去果园里做测试。

陈璜说：“无人机帮我们解决了很
多难题，以人工为例，如今果园种植最
大的挑战还是请不到人，尤其是打药
窗口期。无人机很适合抢农时，首先无
人机什么时候都能作业，包括晚上。其
次无人机的效率高，往常人工抢农时，
地形复杂的山地果园，130 亩要 4 个人
打 3 至 4 天，而一台无人机 3.5 个小时
就能完成。”

从自己的果园开始测试，然后慢慢
地为周边的果农服务，再基于这些作业
经验总结出荔枝无人机应用理论体系，
陈璜说：“如今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适
用于当地的无人机使用经验，包括用
药、参数等。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不仅
效率大幅提高，我们还能做到对比人工
节省药量50%，节省水量 95%。”

在这 3 年间，陈璜的团队服务了
上百个农场，几万亩的荔枝，机器也增
加到了 6 台。得益于使用无人机管理，
他们自己的果园扩张到了 6 个，接近
2000 亩的管理面积。陈璜还与华南农
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
持续突破无人机在山地荔枝果园管理
上的应用。

协作：
反败为胜的“金牌”团队

10 月下旬，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2024）冠军争夺赛在上海落下帷
幕。自今年 5 月启动以来，共有来自国
内外 153 个国家和地区 5406 所学校的

514 万 个 项 目 、2083.6 万 人 次 报 名
参赛。

这次大赛中，一支来自哈尔滨工
业大学（简称“哈工大”）的参赛团队受
到媒体关注，他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
乐道。

这是一支由 10 个学院（部）的 15
名本科生相互引荐、自由组队产生的
团队，他们历经 8 个月拿下本届中国
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

参赛期间，这支团队经历了题目
的多次改换、方案的上百次完善、落入
复活赛的“生死一线”，又在一夜之间
反败为胜。每一次的攻坚克难靠的是
整个团队坚定的信念——团结协作，
做自己的冠军。

“我们课题组几位本科生想用实
验室所学知识打比赛，我非常鼓励，但
我们是做生物材料和传感器的，没有
做产品的经验，于是我在各个学院找

‘搭子’，最终找到电子与信息工程学
院王琮老师。”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
王磊老师告诉本报记者，自己和王琮
老师一碰头，一拍即合瞄准了氢气检
测这个大方向。

“看过锂电池爆炸的新闻，再加上
氢能源在各个领域应用越来越多，我
们觉得研究氢气传感器很有意义，因
为锂电池爆炸前产生氢气，研究氢气
传感器可以在发生危险前给司机乘客
留出更长的预警时间。”参赛选手、电
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2 级本科生宋
勃翰对本报记者说，他们根据这一方
向 选 定 了 参 赛 题 目 —— 全“ 芯 ”
为“锂”。

研发、联系工厂代加工、封装……
参赛期间，来自哈工大航天学院、仪器
科学与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学院、未来技术学院、数学学院、计算
学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小伙伴
纷纷加入进来。

“我到各个学院挖人，缺哪项技术

就到哪个专业找。他们有的是我打比
赛认识的，有的是在社团认识的。”宋
勃翰说，同学们自力更生搞研发，将产
品做到了国内领先，得到了专业机构
和企业的认可。

校赛、省赛、国赛，越走越难。“当
时真有放弃的念头。”仪器科学与工程
学院 2023 级本科生田雨川忘不了改
PPT 的故事：“可是学校的支持帮助我
们坚持走下了去。很多老师帮我们把
关，其中王磊老师带我们‘破题’，指导
我们在讲出创业故事的同时，展现技
术优势。”

10 月 12 日至 15 日，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赛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大
赛主赛道本科生创意组分为 20 组，每
组 15 个项目团队，每组答辩前 5 名直
接晋级金奖，第 6 名进入复活赛。20 个
本科生创意组的第 6 名进行第二轮答
辩，其中前 5 名得金奖。而全“芯”为

“锂”第一轮答辩后排名第 6，落入复
活赛，就看能否抓住最后的机会了。队
员们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他们要在一
天之内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展示。

关键时刻，团队精神再一次起到
了作用。

“创新创业学院的老师全程陪我们
战斗，鼓励我们说哪怕有一线希望，都
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不留遗憾。王磊老
师在哈尔滨喊话我们，即便最终拿不到
金奖，也要继续发挥团队作战的优势，
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疲惫的心态，做

‘自己的冠军’。”身在上海的化工与化
学学院2023级本科生张王子僖听了老
师的一番话后，又“支棱”起来了。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在哈尔滨的
小伙伴一夜没睡陪着我到凌晨四五点
钟，我睡了他们才睡。早上他们怕我起
不来，还打电话叫我起床。”张王子
僖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全“芯”为“锂”
项目最终在复活赛中获得第 5 名，拿

到了金奖。“听到孩子们在上海传来好
消息，当时我眼泪都下来了，真的太不
容易了。”得知同学们夺金，王磊老师
难掩激动。

对于哈工大的参赛同学们而言，
参赛的收获不仅仅是奖杯。经济与管
理学院 2021 级本科生许茗川立下了
心中的志愿：“这次比赛让我明白，创
新成果只有产业化落地之后才能真正
造福人民。我读研打算选商业分析方
向，希望将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到更
广泛的商业应用领域，把成果应用在
祖国大地上。”

想象：
为未来描绘“线稿”的科

幻“画师”

11 月的湖北武汉天气渐冷，在一
个天气晴朗的午后，温暖的阳光透过
窗子照进书房，沏一杯清茶，打开电
脑，李陈鑫又开始了一天的写作。

李陈鑫，笔名“晨星 LL”，1994 年
生，武汉市作协会员，科幻小说作家。

“我就是一个平凡的‘码字工’。”李陈
鑫跟本报记者开玩笑称。

一位科幻小说家和创新有什么关
系呢？

从网络平台知乎的一句网友荐书
评价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这句书评来自一位中年人，他在
评价李陈鑫的小说《学霸的黑科技系
统》时说：“谢谢作者，让我这个 40 多
岁的中年文科生，重新爱上了数学。”

“科幻是基于现实对未来的幻想，
创新是基于未来的想象对现实作出改
良。”李陈鑫对本报记者说，“科幻和创
新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激励的
关系。科幻以现实为基石，通过对未来
的大胆畅想，为创新提供了灵感；而创
新则将这些幻想引入现实，推动社会
的进步。令我感触最深刻的是，我在
2015 年创作第一部作品的时候，就曾
设想无人机会在物流、国防等领域发
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随着 10 年的时
间过去，我能看见原本许多只存在于
想象中的技术正在走进现实。”

2018 年，李陈鑫创作了自己的成
名作《学霸的黑科技系统》。这本小说
讲述了一位中国科学家从学生到科学
巨匠的成长之路。小说的主角陆舟意
外获得一套黑科技系统，在自己的努
力和系统的辅助下，不断学习、研究，
攻克一个个科学难题。

“我写这本小说的初衷是因为兴
趣，再一个则是我想试着让我的故事
尽可能地贴近读者的生活。于是，我决
定以‘大学生’和‘知识系统’为切入
点，既让情节富有代入感，又能够探讨

‘知识如何改变命运’这一主题。”
令读者惊喜的是，《学霸的黑科技

系统》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们展示
了数学的力与美。

数学有多浪漫？在小说中，主角陆
舟在大学室友的婚礼上，用数学方式证
明了爱情的真挚和可贵。他说：“从宇宙
的起源到最后一颗黑洞的消失，正如我
们所知道的，生命诞生的概率不过是千
亿分之千亿分之千亿分之一……”

“也正如我们所知道，两个生命相
遇的概率，甚至不到千亿分之千亿分
之千亿分之一的平方……”

“从概率学的角度而言，宇宙中最
伟大的奇迹不是恒星的坍缩，不是行
星的形成，也不是黑洞的泯灭……”

“而是在那亿万年的时间尺度上，
两个生命相遇，对上眼神，并且坠入爱
河的瞬间。”

“我衷心地祝愿你们，能够像我热
爱着数学一样，永远热爱着彼此，永远
珍视这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

这段来自数学家的婚礼祝福，感
动了无数读者。

李陈鑫的科幻小说主角都是青年。
“青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旺盛的想象
力，他们往往敢于打破常规，提出新颖
的想法。科幻作品则为这种创新提供了
土壤，让青年以文学形式描绘未来世
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激发更多年轻人
去思考和创造。科幻作品相当于对未来
的‘线稿’，而真正关于未来的创作还需
要更多有知识有梦想的青年去填充这
张画布上的颜料。”李陈鑫说。

10 年间，李陈鑫累计创作字数约
1679万，在网络阅读平台起点中文网拥
有 1137 万粉丝，微博与抖音等平台粉
丝近30万人。2019年，李陈鑫获得鲁迅
文学院颁发的第十六期学员结业证书，
同年赴韩国首尔参加“中国网络文学海
外传播论坛”，以及被微博网络红人节
评选为“2019年十大科幻新秀作家”。

“许多科学工作者其实也是科幻
文学的资深爱好者。在我的读者里有
不少知识素养很高的学生、教授以及
科研工作者，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
家，虽然我的一些观点在他们看来是
存在瑕疵或者漏洞的，但这并不妨碍
他们欣赏我的故事，以及基于当前前
沿科学技术对未来做出的想象。”李陈
鑫说，“我想这就是科幻文学对科技创
新的最大意义。我们没有通天的塔，但
因为我们对天空的渴望，所以我们发
明了会飞的翅膀。而我相信在遥远的
未来，我们的后代会将我们当下的设
想实现。”

创新中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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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哈尔滨工业大学参赛团队成员在修
改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项目书，从左
到右分别为：化工与化学学院 2023级本科生孙
小敏、航天学院 2022级本科生丛萌、仪器科学
与工程学院 2023级本科生田雨川、电子与信息
工程学院2022级本科生宋勃翰。 受访者供图  

图②：陈璜（左一）在向荔农展示大疆 T40
农业无人机的操作技术。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③：在 2023 年第二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
周中外作家圆桌会上，李陈鑫（右二）向 14位来
自世界各国的网络文学作者分享科幻创作的
心得。

受访者供图  

图④：2024 年 5 月 24 日，孔伟成 （右一）
正在实验室指导量子计算科研人员。

孙  超摄  

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