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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宝 祺 院 士 是 我 国 航 空 智
能材料与结构研究的开拓者，结
构测试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获 得 者 ，全 国 优 秀 教 育 工 作
者。陶老师也是我本科、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 年，陶老师来到南航任
教，此后便经历了一个特别需要
吃 苦 耐 劳 和 能 够 承 受 各 种 压 力
的历史时期；1978 年，年过不惑
的 陶 老 师 迎 来 了 科 学 和 教 育 事
业的新生，那是一个特别需要思
想解放和勇于实践的春季。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 ，陶 老 师
跨出国门。大洋彼岸，他得知了

“智 能 材 料 ”这 个 出 现 不 久 的 新
兴交叉研究主题，他敏锐地察觉
到 这 是 一 个 前 景 非 常 广 阔 的 新
领域。

回国之际，他最多和最重要
的 行 李 就 是 八 大 箱 外 文 资 料 。
回 校 后，一 个 3 万 块 钱 要 用 3 年
的基金项目，一台 286 计算机和
一台打印机，陶老师开始了新的
征程。

出差报销单上，多见的是火
车票、公共汽车票和招待所住宿
发 票 ；场 地 不 足 ，就 安 排 各 类 实
验 轮 轴 转 ；设 备 缺 乏 ，就 自 行 设
计 ，土 法 上 马 ，甚 至 时 常 搬 抬 每
块 13.5 公斤重的砝码；时间不够
用，就每周七天“白加黑”。

在培养人才方面，陶老师特
别注重学生多学科知识的学习、
创新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育人之
法讲究严、推、帮：对学生学业严
格要求、尽力将学生推向国内外
学术前沿、尽心帮助学生解决工
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如今，智能材料与结构研究
领域在陶老师、陶老师的学生以
及学生的学生的接力拼搏下，从
初期的简单构想到研究成果应用
于我国多个航空航天重要工程；
从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萌芽，到
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
要分支；从一个条件简陋的研究
所，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个学
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智能
材料与结构的研究在不断刷新高
度和拓展广度。

回 首 往 事 ，无 论 云 卷 云 舒 、
花 开 花 落 ，陶 老 师 始 终 抱 有 科
教 报 国 的 信 念 ，始 终 保 持 艰 苦
奋 斗 的 精 神 ，始 终 保 持 助 人 行
善 的 美 德 ，始 终 保 持 勇 于 开 拓
的心劲，始终保持勤于实践的作
风，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真
正 做 到 了 生 命 不 息 ，创 新 不 息 ，
奉献不息。

“选准现代科学的突破口，为
振兴中华努力工作，持之以恒，做
个有德有才的科学家。”这是陶老
师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传承陶老
师的报国精神、践行陶老师的科
学思想，静下心来上好每一节课，
带好每一位学生，做好每一个项
目，写好每一篇文章，这是我们缅
怀和告慰陶老师和以陶老师为代
表 的 一 大 批 功 勋 卓 著 的 南 航 前
辈、完成他们为之奋斗的未竟事
业的最好方式。

不 忘 初 心 ，我 们 共 同 尽 力 ，
用 头 脑 和 双 手 把 民 族 和 国 家 不
断地推向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 械 结 构 力 学 及 控 制 国 家 重 点
实验室主任、航空学院教授）

忆恩师陶宝祺院士

从简陋的研究所

到国家重点实验室
熊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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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在日前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社会各界持续引发热烈反

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是对我国几

代科学家接力奋斗、立志报国的褒奖，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挑重担、开拓创新的勉励和期许。记者近日采访了几位今年 8 月

新晋中国青年科技奖得主，作为青年科学家的优秀代表，他们表示，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切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

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交汇点客户端

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分享新晋分享新晋““中国青中国青年科技奖年科技奖””得主的故得主的故事事——

科学家精科学家精神神：：
闪耀在高光闪耀在高光时时刻刻 磨砺于俯身耕磨砺于俯身耕耘耘

“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潘时龙：把创新之“我”变成创新之“我们”

“青年科学家必须当
仁不让地肩负起科教兴
国的重任，同时也要努力
培养创新人才，让科技创
新 的 后 备 力 量 源 源 不
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潘时龙参加科学家座谈
会回来，第一时间组织了
课题组成员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精神。

潘时龙 28 岁被破格
擢升为教授，在国内组建
一流微波光子学术团队，研制出打破垄断的自主光
矢量分析仪、研发出了国际最高分辨率的微波光子
成像雷达。

在加拿大做博士后时，潘时龙研究的是微波光
子学，尽管概念已经被提出十多年，但大多是基础研
究，没有太多实际应用。“当时带宽已经成为微波发
展的瓶颈，把微波与光结合，增大带宽，相关设备的
体积重量功耗都可以降低，这在航空航天领域意义
重大。”潘时龙于 2010 年 10 月毅然回国，着手在南
航开辟这一全新研究方向。

潘时龙到岗两个月后，学校成立了信息光电子
工程研究所，次年 4 月建起微波光子学实验室。由
于仪器设备价格昂贵，学校配备的50万元学科建设
经费很快用完，潘时龙积极联络“外援”，一方面向行
业内一些企业借用仪器，另一方面加强与校外老师
的联络并从中寻求合作机会。

他的第一间实验室其实是一间会议室，房间号
是614。潘时龙用房间号码谐音激励大家：“我们的
科研要‘牛得要死’，也要‘新（New）得要死’。”

什么研究才是最“牛”的？潘时龙说，那必须有
两点，一是必须是最前沿，第二是必须有用，能解决
国家的一些关键领域的重要问题，这也是他来南航
工作的科研目标和思路。“比如到了南航之后，我们
就发现国内缺乏分析测量工具。我在国外用到的高
端测量仪器，国外却对中国禁售。要想成为科研强
国，必须首先成为仪器强国。为此，我决心自主研
制。最终我带领团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光矢量分析
技术，分辨率相比国际最高性能商用仪表提升了
4000 倍，打破了国外测试仪器公司的长期垄断。”
如今，相关技术和产品已经为长飞光纤、中航光电、
航天电器、中电集团、航天科工、华为公司等数十家
企业和院所提供服务，有力支撑了新型光器件、光系
统和国家重要型号的研制和生产。

作为创新大咖，潘时龙的学生也是拿奖拿到手
软！全球每年只有 10 人获奖的 IEEE 专业学会国际
奖学金，潘时龙所指导的学生就有 7 人获奖。团队
还获得了“挑战杯”全国特等奖、“创青春”中航工业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IEEE 微波理论与技术学
会学生设计竞赛一等奖等等。

他告诉记者，在科技强国的路上，他要努力的，
是要把“1”变成“N”，把“我”变成“我们”。作为导
师，潘时龙特别珍视学生各种各样的想法，保护学生
的好奇心。“我大一大二学习的时候，就跟高中学语
文数学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直到我进了清华
的实验室，有一位特别关心年轻人的导师，让我发现
此前掌握的知识可以立刻和一些前沿的尖端科研关
联上。尖端科技并不遥远，我变得特别热爱科研。”
潘时龙说，如今自己作为导师，也有责任带领学生们
树立志向并强化信心，让他看到自己有能力在某个
领域去做到最好，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做贡献。

“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
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

徐立章：科研之路多崎岖，要坐得住冷板凳

“本次获得中国青年科
技奖，无疑是对我 20 年科研
工作的肯定和勉励，同时也
是一种鞭策，一份责任。”江
苏大学教授徐立章说，作为
一名涉农科技工作者，他深
知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
能化，繁难艰辛，任重道远。

1996 年，18 岁的徐立
章考取江苏大学机械设计制
造与自动化专业。从小在农
村长大，亲历过传统的农作
物收割过程，仅一亩地就需
要 2 至 3个人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徐立章深知农民低
效劳动的辛苦与不易，他毫不犹豫地把研究方向锁定在
农业机械领域，立志研究推广农机化技术，为学科的发展
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许多人因为忍受不了在田间地头做实验的辛苦中途
放弃了，可徐立章坚持了下来。“农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必须来自田间地头。”徐立章每年都要与团队成员一起到
田里做实验、找答案。

七月的黑龙江，燥热难耐，徐立章与科研团队一起深
入高产农场进行实地试验。一行 20 多人，从火车到汽
车，辗转数十个小时后才到了离中俄边境不远的目的
地。为了不错过中午阳光正好的时段，徐立章带头投身
到田间试验中，各团队成员即刻在田间忙活开来，直到下
午三四点，饥肠辘辘的肚子才提醒他们颗粒未进。但是，
偏远的农场人烟稀少，经过几番联系，才由农场工作人员
驱车近 3 小时送来了馒头。看着眼前来自大学的 20 多
位农机师生，农场工作人员不禁感叹“原来你们做农机研
究比我们农民还苦还拼”。

科研之路不平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农业
生产相关政策的变化，农机专业逐渐走入低谷，曾经有一
些农机科研人员因经费不足，便依靠自身技术优势转向
容易创收的相关行业去寻求发展。不管再忙再累，无论
形势怎样变化，徐立章心中对农机研究的炽热之火从来
都没被浇灭过。他认为，坚持农机研究是职责之所系，能
够服务农民，推进中国农机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一种责任、
使命和荣光，也是自己毕生的追求。

十多年前，徐立章潜心研发的梳脱式联合收割机受
到了从日本引进的半喂入联合收割机的技术冲击。“科研
之路多崎岖，要坐得住冷板凳”，徐立章在低迷时为自己
打气，反思之后，又开始了油菜联合收割技术研发之路。
与水稻和小麦相比，油菜联合收获的困难在于油菜植株
分枝交错缠绕在一起，茎秆含水率高达 70%以上，而且
油菜的角果成熟度差异非常大，同时完熟的油菜角果非
常容易炸荚，形成籽粒损失。

徐立章经过多年的室内台架试验和田间试验研究，
提出了先易后难顺序脱粒、揉搓-冲击复合式柔性脱粒新
方法，发明了 T 型配置切纵流双滚筒低损伤脱粒分离装
置，解决了脱净率和籽粒破损的矛盾。又首次揭示了油
菜筛面黏附物的尺度分布和黏附特性，提出了基于仿生
非光滑结构的油菜清选增频降阻、减黏脱附新方法，发明
了非光滑仿生清选筛，创新性地解决了油菜机械化收获
中清选筛孔堵塞严重、清选损失大等瓶颈问题，为油菜联
合收割机的产品化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家的优势不仅
靠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
领域形成优势。”徐立章说，“今后我将继续围绕国家重大
需求和重大科技创新进行科研攻关，把论文写在产品和
大地上，在奋斗中坚守，在专注中开拓，全身心地投入到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事业中去。”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
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
第一动力。”

黄艳利：好奇心是光，追光在“田野调查”中

在这次座谈会上，“好奇
心”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
及。作为一名煤炭科技工作
者，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黄艳
利说，自己是一个永远在路
上的奋斗者。“绿色化、智能
化已成为新时期能源行业的
主旋律，亟待相关基础理论
的完善与科技能力的提升。”
黄艳利说，新一代的能源青
年科技人需秉持对科研的热
情，潜心学术研究，能栉风沐
雨、砥砺奋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矿区的绿色转
型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学智慧、青年力量。

2003 年金秋时节，黄艳利怀揣着对采矿工程专业
的好奇、沂蒙山人的朴实，踏入中国矿业最高学府中国矿
业大学，开始了他与煤炭行业、矿业学科的不解之缘。问
及选择采矿专业的缘由，黄艳利幽默地说：“我没有九天
揽月的机遇，但我有掘地千尺为国挖煤的豪情。”

从本科时期对矿业学科的基础学习，到研究生时期
进行充填开采的课题攻关，到公派出国访问交流，再到留
校任教、破格晋升教授，一路走来，黄艳利自己都没想到
人生的轨迹、梦想会与矿业如此紧密相连。大学期间实
地的矿山实习经历，深深地触动了他。他清醒地认识到：

“要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科技进步以及煤炭等能源开
采人才短缺的问题，为我国的煤炭能源安全保障中的科
技进步、人才培养作贡献，必须借助学校一流的学科平
台，成为一名优秀的煤炭科技工作者和教育者。”

2012年博士毕业留校后，他探求绿色矿山科技的脚
步从未停歇，更加频繁地在煤矿生产一线与教室、实验室
之间来回切换。“我国煤炭大规模开采过程中岩层运动与
破断导致了地下水流失、地表沉陷、矿区生态环境失衡
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产生的煤矸石累计堆放量约 60
亿吨，占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的 20%以上，已跃居全国
工业固废之首。矿山固废的排放，不仅占用土地、污染
大气和土壤环境，而且具有发生自燃、滑坡等灾害的重
大隐患，严重威胁矿区的生态环境与安全生产。”黄艳
利所在团队自主研发的固体充填采煤技术可直接采用
矿区矸石等固体废弃物充填煤炭开采后的遗留空间，
在有效控制顶板覆岩结构完整性与稳定性的前提下将

“三下”压煤进行置换开采，不仅提高了煤炭采出率，而
且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矸石固废地面排放、采动地下水
流失及地表沉陷等对矿区生态环境的损害，成为煤矿
绿色开采核心技术之一。

黄艳利说，目前研究成果已推广至山东济宁、安徽淮北
等10 多个大型矿区，推广应用矿区共处理矸石、粉煤灰等
矿山固体废弃物1108.23 万吨，多采出煤炭资源921.53
万吨，新增产值56.88 亿元，新增利润26.33 亿元；自主
研发的固体充填采煤液压支架、底卸式刮板输送机等设备
授权国内多家公司生产，新增产值11.44 亿元，新增利润
1.72 亿元。

十几年来，无论是大学本科期间提前参与导师多个
煤炭企业科技难题攻关项目，还是保送研究生、提前攻读
博士学位、博士毕业，黄艳利保持科研定力、聚焦于煤矿
矸石固废充填开采与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时代梦、矿山梦积蓄力量。“只
有一步步脚踏实地，才能有机会一步步登高望远！奋斗，
使人精神充实、斗志昂扬！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能
够成为一名永远在路上的奋斗者，和团队成员昂扬前进，
是幸福的！”这是黄艳利写给自己的勉励语。

本报记者 杨频萍 王 拓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批准，换 （颁） 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中心支公司兴化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74321281001
许可证流水号：0241100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6年10月09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五里西路

9号、11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8月03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浦口支公司桥林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17320105001
许可证流水号：0241112
业 务 范 围：个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企业财产损失

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
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
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
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
植保险、养殖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财产保险业务。

成 立 日 期：2011年03月02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浦乌路圣源新居1-1幢106室
发 证 机 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8月24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通州支公司通州湾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02320683002
许可证流水号：0241113
业 务 范 围：㈠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保证保险
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务；㈡与上述业
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㈢各类财产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
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㈣代理保险机构
办理有关业务；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
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23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三余镇政府大院

内（三余镇人民路88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8月24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响水支公司响水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2320921001
许可证流水号：0241114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人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

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
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
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公
司核保后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从事家
财险的查勘、理赔。

成 立 日 期：2000年08月07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响水镇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8月24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支公司界牌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15321181005
许可证流水号：0241115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

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2年12月19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界牌镇灯城

大街152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