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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彭丽 通讯员 顾华宁

不久前，成都理工大学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陈萍接到了一个令她
有些意外的电话。电话是她许久未联系的表叔打
来的。“他问我那个漫画是不是我画的。”
陈萍表叔提到的漫画是一组题为“熊猫警

长”的四格漫画。这段时间，这组漫画走红于微
博、人人网和天涯论坛。它的创作者除了陈萍之
外，还有她的同学王海婷。
对于网上的热议，两人始料未及。“本来只是

在微博上和朋友们分享的，没想到会引起“围
观”，更没想到自己的亲戚还能知道。”陈萍说，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

漫画的主角是一位被网友评价为很萌、很乖
的“熊猫警长”。他的原型是成都交警五分局四大
队副队长姚永刚。姚永刚主要负责成都市龙潭寺
片区的交管工作，会经常出现在成都理工大学校
门前的十字路口疏导交通。“每次路过总能见到
他胖乎乎的身影，特别可爱。”陈萍就和王海婷商
量着把姚永刚的工作样子记录下来。
其实一开始，陈萍和王海婷并没有将姚永刚

与熊猫的形象联系起来，而是以他为原型画了很
多萌版、搞笑版和凶恶版的漫画。其中一张，陈萍
晃眼感觉很像熊猫，加之小时候看过黑猫警长，
两人一拍即合，为漫画取名“熊猫警长”。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漫画去表现交警的辛

苦，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他们都坚守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很让人佩服。”带着这样的初
衷，陈萍和王海婷开始了漫画创作。为保持画风
一致，两人设计好剧情后，由王海婷起稿，陈萍帮
着用黑笔着色、添加对白。

由于经常在一起交流绘画，并多次合作画大
型宣传展板，两人配合起来十分默契。一幅四格漫
画从起稿、修改到定稿，一小时左右就能顺利完成。
当然，在创作过程中，陈萍和王海婷偶尔也

会发生意见“分歧”。原因是她们都想争当漫画里
的路人甲。但因为王海婷是“熊猫警长”系列漫画
的主笔，所以尽管有争执，但他还是“利用职务之
便”，调皮地把路人甲的角色归为自己所有，而漫
画中的陈萍只能眼巴巴看着她尽情表演。“不能
当主角，我只好在着色时把自己处理得更漂亮些
啰。”陈萍乐呵呵地回应。

易珊珊是该校工业设计专业课的老师，谈起
这两个学生，她的言语中满是骄傲。“跟陈萍相处
了两年，感觉她总体素质很高，思维活跃，色彩感
也特别强。”而她对大一的王海婷印象也蛮深，
“素描感强，对漫画人物表情拿捏很到位，观察力
也很敏锐，对专业很有热情”。

起初，易珊珊还担心她们因业余爱好耽误学
业，现在她早已放下了顾虑。“去年陈萍全年级总
排名第一，还拿了一等奖学金。”易珊珊希望她俩
不但能把漫画画好，还能在工业设计专业大赛中
一展身手。

“只要协调好学业与爱好间的关系，我支
持她们一直画下去。”易珊珊说，校门口的交通
有些混乱，如果能让学生、老师和路人通过“熊
猫警长”漫画更遵守交通规则，确实挺有意义
的。
目前，陈萍和王海婷已经完成了 8个不同

主题的“熊猫警长”漫画。她们决定在姚永刚的
指导下完成更多熊猫小课堂漫画，普及交通知
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不必
要的伤亡。

几幅漫画引发的“围观”

姻韩煦
在燕园想找一道家乡菜还真不容易，刁钻的

味蕾奔波在淮扬菜、湘菜间，疲倦而无奈。身为异
乡客却无家乡菜的慰藉。心中自有些不满与忿
忿：偌大一个燕园竟摆不下一张家乡菜的桌子！
一日偶然在博实超市旁边狭长的包子铺深

处，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卖面摊位。简陋却牢牢地
攫着我的眼神。呵，在那名目的下角委委屈屈地
掖藏着三个令我日思夜想的字：“热干面”。顾不
上那标价竟高了我们那儿三到四倍，绕着票子便
激动而亢奋地喊：“我来一份儿热干面！”端上那
暖暖的面，猛吃了一大口，咽下去的那刻，才知道
什么叫做希望越大，失望越深。北京的热干面显
然是经过“改良”的，那浓厚的一层芝麻酱让爽朗
率直的面条有了黏稠生涩之感，陌生的味道让熟
悉的感觉变得更加真切，但却遥远。
想想，那思乡的情愫便如扯不住的风筝在原

本就敏感的内心，恣肆无羁。
老家信阳在河南省最南部的大别山区，淮河

迤逦，穿梭而往，南北勾连处，自有浩荡与蹁跹相
望。小城是安静而祥和的，除了近些年来兴起的
繁华商业区，一切的建筑都带着最浓淳的朴素，
生灵们都笼罩在委和而圣洁的气韵当中。“全国

十佳宜居城市”的称号的确让在外的我有了骄傲
的资本，但是抱枕而眠时，流淌在心间的却是那
想想味蕾便会不安分地鼓噪的菜肴。
就说那热干面吧，澄黄而圆滚的面条，看着

便有一种壮实筋道之感，称上二两面趁着水开之
时放进去烫个一二分钟，用漏勺盛上来，漏去水
分搁在碗里，放点烫好的豆芽儿、千张、香菜，撮
点鲜辣粉，浇点豆瓣酱，小磨香油，拌均匀后，鲜
香的气息从碗底直击鼻翼。手指开始不听控制，
忍不住地挑起一团塞进嘴里，香菜的清新，豆瓣
酱的浓郁，小磨油的香淳一股脑地刺激你的味
觉，加上面条的筋道，你会禁不住赞赏连连，一眨
眼工夫，碗底便光亮如鉴了。
怀念热干面，更是怀念那些我们拥坐而食热

干面、相笑而谈生活的美好时光。
北京的热干面通常是作为正餐。那一碗面承

担了太重的分量，便失去了轻松活泼的内涵。信
阳的热干面通常是作为早餐或是晚餐上桌子的。

周末的早晨，怠懒到八九点钟光景才从被窝
缩出头，在妈妈的催促下穿衣洗漱，然后一家人
浩浩荡荡地开往路口小巷内的菜市场。市场口
的早餐点在此刻尤为熙熙攘攘，多半是一家家
地围桌而坐，点上两碗热干面，一碗糊辣汤，几
根油条，还有洒了白砂糖的豆腐脑和现磨的五

豆豆浆，热热闹闹地边吃边说，边说边笑。一个
晌午的时光在这欢快的述说或者打闹中安然地
流淌。早餐、早餐中的热干面，它们的诱人所体
现的，或许就是这暖洋洋、懒散散却又温馨无比
的家庭聚会吧。

上学的日子里，日日相见的是逼仄空间里熟
悉到习惯的同学。奋斗了一天的我们最欢欣的便
是那下午五点的铃声，缓慢舒扬的曲调早已被我
们慌乱而有节奏的脚步甩到了脑后。那“奔饭”活
动最美妙的感受就是偌大的餐厅里，你和几个
“志同道合”的饭友们处于那以每秒 3人的速度
递增的热干面窗口队伍的队首。高中的日子忙乱
而紧迫，却总有这一起吃晚饭、吧叽着那熟稔得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必备品的热干面的悠闲晚饭
时光。无非是对哪个老师发发牢骚，对某个传闻
八卦八卦，或者是叹息即将来临的晚自习考试。
一天的缄默在这晚饭时刻“爆发”，倾吐的快感释
放了一天的压力，笑闹中已将心态扶正。

前几日上 QQ，一个在本地上大学的孩子写
了一篇日志，在末尾写了一句“下个星期去吃
热干面”。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让我们这些远
离家乡、远离家乡热干面的孩子好生羡慕，下
面的评论也都是什么“我也要吃！”“给我寄一
碗吧”之类的。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关掉
窗口，关掉电脑，在楼下的食堂里要了一份辣
子鸡丁饭，辣得呛出了泪水，麻得舌头不能动
弹，失去了味觉。游弋在唇齿间的，仿佛是那年
那月那个安静的小城里，我们分享过的快乐时
光，带着热干面香气的时光……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

齿间乡情学子情怀

姻本报通讯员 罗静
2011年 5月，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
阿龙·切哈诺沃教授和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的共
同发起下，南京大学化学与生物医药科学研究
所正式成立，阿龙出任所长。于是，这位 65岁的
异国学者便开始了一段他与南大的情缘。
由于要照顾研究所的工作，阿龙不久前又

来到南大。在他此行的最后一天，记者见缝插针
地作了回“随车采访”，前一天只睡了四个小时
的阿龙教授依然神采奕奕。

视南京为故乡的外籍教授

阿龙说，他的生日是 10月 1日，和新中国的
生日一天，加之近年来应邀来华的机会增多，他
对中国很有感情，也很喜欢南大。
阿龙觉得自己和南大非常有缘。他曾在

2008 年和 2010年两次来到南京大学。尤其是
2010年。在校长陈骏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南京大
学仙林校区，一起在仙林校区的名人种植园内
栽下一棵七叶树。两次在宁期间，他觉得南京的
学术基础很好，城市环境和氛围也很适合搞研
发。去年，当陈骏邀请他来南京开展研究工作
时，他立刻欣然接受，并在南大建立这所化学与
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
在采访的间隙，阿龙经常会透过车窗饶有

兴致地打量着南京的街景和人流。他说，南京良
好的环境与氛围给了他开展合作的意愿与信
心。在交谈中，阿龙多次强调“南京是他的第二
故乡”。于是，作为声名远播的诺奖得主，很多国
家和地区都向他抛来橄榄枝，他只选择了成为
南大的一员，而且还给了南京另一项“特别待
遇”：只要这边有紧急和重大的事情，他尽量随
叫随到。
目前，研究所已经进入到装修、购买仪器、

招聘阶段。而对于研究所的事，阿龙历来都是亲
力亲为，不允许有丝毫的马虎。拿实验室的装修
来说，到了现场看过之后，他发现有些地方对教
授们在实验室开展工作不利，便要求返工重弄，
不仅要考虑到他们在大空间里交流方便，还要
在布局上考虑到灵活性。
在以色列理工大学，阿龙每天的日程排得

满满当当：除了埋首于自己的科研外，他还要指
导研究生和年轻教授。阿龙每天通常只睡四五
个小时，这个习惯从他走上科研道路之后一直
保持至今。记者注意到，在车上时阿龙不时低下
头去，用自己的黑莓手机专注地接发邮件处理
事务，一天当中处理三四百封电子邮件是常事。

享受人生乐趣的科学家

作为一名摘得科学桂冠的自然科学家，阿
龙的成功与他的聪明、能干、刻苦密不可分。问
及成功的秘诀，阿龙脱口而出：“要刻苦、有耐
心，而且必须喜欢你所做的东西。”在他看来，当
今青年大学生们要努力学习、努力奋斗以不断
获得知识，当学有所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报效
祖国；尤其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珍惜
自己的青春，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自己不
感兴趣的事情上。

他现身说法：当初，他是以色列理工大学医
学院附属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做了很多手术，
见多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感受了他们的痛苦之
后，他开始对病理产生了兴趣，越来越想弄明白
病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慢慢地想到了分子水
平、蛋白质上面去，于是从医生转到了科研岗位，
当起了大学老师。“这么多年来，我对我现在从事
的研究依然非常喜欢，非常有热情，尽管已经得
到了诺贝尔奖，但还是有耐心并刻苦工作，除了
睡眠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工作，当然不仅是科
研。”

除了科研以外，阿龙对人文艺术也很感兴
趣。平时他喜欢听音乐，读小说，看看文学艺术
作品。他有一个专门听音乐的 IPOD，坐飞机时
便戴着耳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而小说一般
只有在深夜才能有时间静下心细细品味。他还
喜欢旅游，利用每年去各地讲学的机会四处游
历，至今已去过一百多个国家。摄影也成为他讲
学之下的“副产品”，每次出门，他都用镜头记录
下他遍布世界的足迹。不过，在阿龙看来，人生
最大的乐趣是做出最好的科学实验。他幽默地
说：“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你的工作，而不是你
的娱乐。”

就在南京之行即将结束的这个下午，阿龙终
于挤出了点时间进行工作以外的活动。他选择的
第一站就是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
观之后，阿龙良久不语，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他告
诉记者，他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这段悲惨遭遇，
这让他想起了犹太人民受到纳粹屠杀的同样不
幸的遭遇，这段历史是不能被人们忘记的。在纪
念馆，他还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

第二站就是南京的老街老巷和中华门城堡。
阿龙下车进入中华门城堡公园时已是华灯初上，
暮色苍茫。空旷无人的公园里，他顺着长长的台
阶拾级而上，饶有兴致地登高远望，他一边眺望
着暮色中的飞檐翘壁和白墙黛瓦，一边连声用英
语说：“非常美丽！非常好的城市！”

阿龙相信，当他下一次再来南京时一定会有
新的惊喜，当然，对于学校和政府给予的大力支
持，他在深感欣慰的同时觉得压力很大。他和他
的团队争取尽快拿出最好的成果，以回报人们给
予的信任与支持。对此，阿龙充满信心。

诺奖得主的南大情缘

姻本报见习记者 温才妃
“我终于拿到火车票了！”北京北站里，大学

生小雯激动地亲吻着火车票，顾不得旁人奇异的
眼光。新年第一天，家住重庆、现就读北京某高校
的小雯得知学校订票失败，经历了 5天电话、网
络“蹲守”式订票，前后跑了 3趟火车站，终于抓
牢了这张梦寐的返乡票。

2012年的春运大钟已经敲响，正值期末考
试的大学生们，又有多少人像小雯这般，为了一
张返乡火车票，辛苦愁断肠？

学校订票的喜与悲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超市二楼，校园订票点的
地板被踩得“踏踏”响，不时有人上来领取火车
票。
一位核对订票信息的班级负责人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今年实行的网络实名制订票，使得
多数同学订到了满意的火车票。

张力便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去年春运，张
力没能在学校订上理想的火车票，于是他夜里零
点起床赶往北京北站，足足等候 9小时，才搏回
一张回江西的火车票。
尽管如此，部分号称“神票”的火车票，下发

到学生手里时，还是被更改了出发时间或车次。
王馨初见“T7”（北京西———四川）字样，兴

奋地在宿舍里高喊起来，可是随即便发现原本订
的 1月 10日的火车票，被调成 1月 13日。她伤
心地打电话给同行的姐妹，告之自己落单了。

陈晓琳一脸愁容地说，“我最担心的事还是
发生了”。陈晓琳预订的是北京西开往福州的
Z59次列车，可到手的票却只是 K45次列车。原
本要坐 20个小时硬座，现在变成了 34.5小时。
想到漫长的车程、被挤成柿饼一般的惨状，陈晓
琳直言“抓狂”。

“可以在学校订票的孩子，你们是何等幸
福！”武汉某高校学生辛军近日更改了 QQ签
名。
辛军解释，自己所在的大学今年并未组织网

络订票，他便自己在 12306网站上订票。谁想订
票顺利，拿票却遭遇诸多不顺。“在学校附近的代
售点，整整排了 4个小时队伍才拿到票，身边的
同学饿得吃起盒饭来。”

网络实名制，爱你不容易

“今天我拨了十几次 95105105（火车票电话
订票号码）才买到火车票。”北京林业大学林辉表
示，为了能够顺利订到 1月 16日北京西开往银
川的 T277次列车，他已经练习了不下六遍。
林辉告诉记者，运气好时，订票电话可以一

次性打入；运气不好，遇见忙音，只得挂机重来，
最夸张的一次花了半个小时才打通；遇见中途等
待，他没有挂机，最长一次等了五六分钟，系统才
有反应。“电话订票让人很紧张，因为在关键时刻
摁错一个数字，就可能与车票失之交臂。”
在电话订票前，林辉也曾试过 12306网络订

票。8点钟放票，林辉 7：30就开始刷网页，直到
9：10还未登陆成功。有一次林辉幸运地在 8:02
分打开了网页，点击“订票”，提交个人信息，可最
后显示的是“没有足够的票”。无奈之下，林辉放
弃了网络订票，选择了电话订票。

1 月 5日，订到回家火车票的林辉，终于了
却了一桩心事。谁想在买返程票时，他却栽了跟
头。班里十几名同学在学校订到返程票的寥寥无
几，消息快的同学看见铁道部近日颁布的“学生
可购买整个春运时段火车票”政策，已经在网上
成功购票。待埋头备考的林辉反应过来，原定回
校之日的返程票早已卖光。

和林辉不同，烟台大学的赵万没有选用电
话、网络订票。“我还是觉得火车站、代售点买票
省事。”家住河南郑州的赵万说，“网络购票要开
通网银支付，取票时仍然需要排队，前后花费大
量时间，不如在火车站一次性解决。”

与考试斗，还要与车票斗

记者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上的几家火车
票代售点，发现每家代售点前都排上了二十多人
的长队，其中有不少学生模样的人，手捧着厚厚的
复习资料，眼睛一刻不离纸面，跟随队伍前进。
“我们是来取票的。”大学生小李指着身边的

同学说，当日中午 12点前电话订票，23点前必
须取票；当日中午 12点后打的电话，次
日 12点前必须取走。否则，过期无
效。“下午还要考试，我们只好把
课本带上。”
“可恶的是，有些代售点常

以系统升级、刷卡机故障为由，
拒绝出学生票。”小李和同学前
后换了 3家代售点，才找到
可以出学生票的地方。据
他猜测，学生票的利润低
于普通票，代售点对学生
票的兴趣不高，才导致
系统、刷卡机频频“故
障”。

在代售点取学生票，还
得另加 5元手续费。小李也曾
质疑过这一做法，但是为了图
方便，他和同学在兴奋之余忽略
了这笔小钱。

来到北京北站地下一层的退票

大厅，记者看见人山人海的退票大军，两列队伍
在厅中拐了一个大弯，不时有人挤进挤出。
“订票不易，退票也同样艰难。”刚刚走出考

场，眼部挂着黑眼圈的大学生钱桦抱怨道。新政
策规定退票需在开车前 6小时，钱桦担心延误次
日的上车时间，匆匆赶来火车站。30分钟过去，
她才从队尾挪到了中列。
“今年票贩子少了，但学生买票难还没有

彻底解决。什么时候学生不
把买票当做是期末考
试一样的头等大
事，买票难才算
真正解决。”钱
桦如是说。

寒假回家之路有多远

大学生订票小攻略

1.回家尽量选用电话订票，返校选择网络订票。网络异常情况较多，电话预订学生票相对容易
拨通。

2.在放票前一二分钟，多人持同一证件号拨打 95105105，座机、电信、联通手机相对容易拨通。
3.注意不同火车站的放票时间，如北京西站是 8点，北京站是 10点。8点北京西站电话订票失

败，可以关注 10点北京站的放票情况。
4.第一天订票失败，次日早上 6点拨打 95105105捡“剩票”。总会有一些人错过取票时间。
5.提前两三天演练，熟悉电话订票流程，记录每一个操作数字，按键不宜太过频繁，中间等待需

要耐心。
6.不要盯着一个车站订票。如订不到目的车站的票，可以尝试中途转车或修改始发站订票。

阿龙·切哈诺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