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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蔡璐
很多年以后，我还会记得，师兄光着

膀子站立在硕大的污泥堆体上取样。臭
哄哄的白色热气呼哧呼哧地从堆体里冒
出，与师兄身上成群结队的汗水交相辉
映。
我也还记得，师兄毕业后，我和小瑶

蹲在硕大的污泥堆体上，一锹一锹地从
堆体中取样。白色的蛆团突然暴露在我
们面前，我吓得掉入堆体，小瑶怎么都拉
不出我，泪水在我们脸上成群结队地掉
下来。
保研面试时，导师说：污泥又脏又

臭，我们的实验环境比较艰苦，你女孩子
能受得了吗？
我知道，污泥是污水处理后的产

物，含有大量有机物、重金属、病原菌、
虫卵，很脏很臭———可那又怎样？我不
在乎。
因为大学考察时，我就在小村庄见

过随意倾倒的污泥，村民们不知它们的
来源，只能叹惜：“我们村子越来越臭，
一下雨，那脏泥水就到处流……”
后来我又被一则报道吸引———2010

年，我国城市污泥年产量将突破 3000万
吨。随意堆放的污泥占用了大量土地并
严重污染环境，而不经处理直接施用的
污泥则造成了烧苗及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污泥考验中国环保！
所以，当导师问我的那刻，我答道：

没关系，我想为环保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那天，我穿着干净的白色运动鞋，深

蓝色牛仔裤。那时的我意气风发。
进入研究所学习后，我和小瑶就前

往实验基地。我们兴奋地站在发酵仓上
方给师兄拍工作照，忽然，一丛丛白汽从
脚下喷出，那恶臭熏得我们睁不开眼，师
兄喊道：“快下去！开始鼓风了！”
我们的实验是将污泥进行生物堆

肥，堆体高 1.6米，在 20天的发酵周期
中，每天堆体都会定时鼓风。鼓风时会产
生大量高温水汽，并且堆体内的恶臭物
质会大量地外逸，置身其中的感觉就像
是在化粪池里蒸桑拿……那天，我们的
衣服在洗衣粉里泡了很久依然是臭的。
后来师兄没让我们再上堆体，他说：“女
孩子少干这些活儿。”
后来，都是师兄帮我们取样品，我们

只需在实验室做实验。
然而师兄终于毕业了，剩下我和小

瑶、客座学生萌萌一起去基地做实验。没
人帮我们取样，我们自己蹲在硕大的堆
体上，一锹一锹地挖堆体。可是挖了半天
还没挖到取样深度，脚底却开始呼呼地
冒白汽。
“开始鼓风了！下去吗？”
“要不坚持一会儿，师兄以前都不怕

的。”
然而才坚持了一分钟，我们都撑不

住了。99.9%的湿度逼得汗水从颈后渗出
并一路南下汇集背脊上的汗珠；大片大
片的水汽仿佛妖怪隐遁时放出的白雾，
并且这白雾还是巨臭的，什么氨气、硫化
氢、粪臭素应有尽有，如同一万个人同时
朝你放屁！想必孙悟空碰上这样的妖怪
都难搞定……
我们悻悻地爬下堆体，鼓风停止后

再上去挖。终于挖到取样深度了，突然小
瑶一声惊叫———原来我们脚下正踩着一
大团张牙舞爪的蛆！我吓得往后一仰，掉
入坑中，双腿陷入堆体，稍动就陷得更
深，小瑶怎么都拉不出我，幸好在一旁干
活的工人看到了，把我拽了出来。
看着我双腿的臭泥，回想起那一团

蛆，泪水在我们脸上成群结队地掉了下
来。突然间很安静，只听见堆体又开始呼

哧呼哧地冒汽。我想起了两年前。
那时堆体上的热汽也是呼哧呼哧地

冒着，但它们与师兄身上的汗水交相辉
映。那时张牙舞爪的是乐呵呵的我们，不
是蛆。因为我们没见过堆体里的蛆团。
是的，那时什么事都有师兄顶着。然

而，时间总是要过去的。
记得保研那天，我还穿着干净的运

动鞋和牛仔裤。那时的我，意气风发———
因为那个绿色梦想。
现在，我恰好还穿着那双鞋和那条

裤子。只是白鞋很黑，而且永远也刷不白
了，牛仔裤很臭，裤脚即使洗白洗破，也
洗不掉上面的粪味儿。此刻的我，突然很
落寞……
开始懂了，做有些事是需要持续的

勇气与毅力的。师兄不可能永远帮你顶
着，而我们得成长；父母会心疼你，但我
们既然选择了，就得担当。
有时我们会恨那个“绿色梦想”，把

我们“骗”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当我们看
到废弃物堆积如山，看到土地被污染得
满目疮痍，看到受苦的人们不知情地唉
声叹气，那一幕幕又坚定了我们的“绿色
梦想”。
渐渐地，我们开始习惯了张牙舞爪

的蛆，当衣服上爬满“花团锦簇”的小虫，
鞋掉进污泥时，我们抖一抖继续穿上；也
习惯了浑身散发着洗不掉的臭味走在路
上，常有人疑惑地说：“怎么有股厕所味
儿啊？”而我们一笑置之。
从基地回来一年后，我参加了学术

演讲，幻灯片最后是我们的实验照片。
《燃情岁月》的音乐响起，那隐约流露的
忧伤有一种被温暖阳光刺伤的感觉。画
面里，先是两年前师兄取样的照片，然后
是我和小瑶站在大堆体上，戴着口罩和
帽子的照片。照片里没有师兄，他们已毕
业离开。
此刻，我一人站在演讲台上。照片里

的小瑶也已毕业。
台下掌声响起，但我低下了头，泪突

然在眼眶里涌动。
当年，有师兄罩着我们。因为我们是

女孩。
后来，师兄毕业了，我们自己堆肥。

“我们是女孩”———那又怎样？
其实，那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记得，那年，我们一起堆肥，

为了同一个绿色梦想。
（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

———知识创新工程中的研究生纪事

赵勇：选择坚持淡然感恩
学府名师要要要南昌大学青年科研工作者系列报道

阴周敬新
当很多人为了挣脱“平凡”二字使

出浑身解数时，他只是淡然一笑，甘愿
以平凡人自居。当一些人为所获得的
成就而欢欣鼓舞时，而他只是轻轻道
一句：“我只是做了我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而已。”而今，记者有幸走近这个“平
凡人”———南昌大学理学院基础物理
实验中心教师赵勇。
记者见到赵勇时，他刚从教室回

到办公室。办公桌上堆满了学生交来
的实验报告，几本物理学书籍和杂志
散落其间，他赶忙招呼我们坐下。
赵勇，1998 年毕业于南昌大学应

用物理专业，凭着优异的成绩，本科毕
业后留校任教，之后在母校的理论物
理专业攻读研究生；2006 年，他又获
得北京师范大学凝聚态物理专业博士
学位。毕业后，因感恩母校的培养回到
南昌大学继续任教，目前主要从事碳
材料和纳米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
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过 2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研究。

2010年，赵勇研究小组的项目“金
刚石纳米线定向阵列金属蒸气真空弧
等离子体技术的合成机理与性能研
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资助，项目主要研究利用等离子体技
术基于晶体沟道效应原理合成金刚石
单晶纳米线定向阵列的工艺和机理，

测试阵列的场发射性能并探讨其与阵
列结构和合成工艺的内在联系。
如果项目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它的研究结果对高性能场发射平板显
示器、基于金刚石纳米线的生物传感
器、太阳能电池等方面都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的目的

是支持自由研究，它鼓励科研工作者
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不仅为国
家基础科技竞争力的提高夯实基础，
对科研工作者个人成长而言也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赵勇说，“作为一名普
通的年轻科技工作者，十分感谢国家
基金委给我的这次机会。”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赵勇能够更加深入地对自己感兴趣的
科学领域进行研究。“虽然江西是欠发
达的地区之一，科研资源和设备都比
较有限，但是母校的支持力度很大，专
门为我们小组的科研和教学购置了小
型离子注入机、等离子体设备等贵重
设备，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基础上，另外按 50%的比例配套科研
经费。”赵勇坦言，得到学校如此力度
的关心和支持，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俨然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种压力和动力。
读博期间，赵勇的研究课题是碳

纳米管的合成及性能方面的研究。博
士期间的导师和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
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导师以及

当年参与科技攻关的老一辈科技工作
者身上，我看到了他们一心扑在科研
上的执著，那种不计较名利的科研态
度也使我始终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
科研和教学，尽一个平凡人力所能及
之力做一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

科研道路上免不了枯燥寂寞，做
了大量的实验，可能还得不到一个令
人满意的结果。“我和每个搞科研的人
一样，也有很多时候碰壁，但是想到如
果下一步的努力也许能得到有意义的
结果，我就选择了坚持。”赵勇说，他很
珍惜本科毕业留校期间与老师、同事
和学生们建立的深厚感情，所以获得
博士学位后，他选择回到南昌大学继
续任教。

现在，赵勇每年都要指导数名本
科生和一名以上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
文。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地方院校的
大学生自己寻找问题的能力与国内一
流大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他
的教学中，他提倡学生边做边思考边
总结，发现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找
出事物内在的真相。

闲暇时候赵勇喜欢钓鱼、打牌，在
恬静的时光中和同事、朋友进行思想
和观点的交流与沟通。在平凡的生活
中，他走的却是科研这条并不平凡的
路，他的那句“我只是力所能及地做了
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他留给记者最深
刻的印象，我们祝愿他会把自己的本
职工作做得更为优秀。

人物简介

赵勇，男，汉族，1976 年 2 月出
生，博士，讲师。1998 年南昌大学应
用物理专业本科毕业，2002 年南昌
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2006
年北京师范大学凝聚态物理专业研
究生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2006 年
9 月回南昌大学理学院物理实验中
心任教。目前主要从事碳材料和纳
米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研究。

近 年 来 在 Carbon,Diamond and
related materials,Surface and coating
technology,Journal of molecular cataly-
sis，Solid state phenomena 等国际学术

期刊以及国内的《人工晶体学报》、
《硅酸盐通报》、《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南昌大学学报》
（理科版）等国内学术期刊发表了一
些研究论文；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金刚石纳米线定向
阵列金属蒸气真空弧等离子体技术
的合成机理与性能研究”、“纳米器
件 中 的 表 面 界 面 行 为 与 控 制 ”、
“Fe16N2 纳米颗粒与非晶复合形成纳
米晶材料及其软磁性能研究”3 项，
主持和参与省部级项目 2 项，主持地
厅级项目 2 项。

秋去春来，不知不觉间，走出清华
校园已有几年。然而，七年校园学习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如同
发生在昨天一样，让人回味无穷。

入学

1996年秋天，懵懵懂懂却又对未
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我，走进了清华
园。作为唯一一个在全国招考范围内
免试录取的主持人特招生，我有些沾
沾自喜。秋天，那是北京最美的季节，
香山的红叶红了满地，而当我沉醉在
美景之中，沉浸在对新生活的新奇之
中时，却赫然发觉身边的同学们，原
来早已开始天刚蒙蒙亮便排队在图
书馆以及教室门前等候自习的座位
了。那一刻，我从沉醉中清醒过来，对
这庄严的校园肃然起敬，对身边刻苦
求索的同学们深表敬佩，对自己身为
清华学子而感到无比骄傲。那一天，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清华”这两个字
的分量，这是祖国培养最优秀人才的
摇篮。

机遇

幸运的我，在第一个学期便迎来
了一次机遇，它充实了我的校园生
活，也为我的人生谱写了新的一页。
那是清华一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奖
赛，我虽然与第一名失之交臂，但却
受到当时作为评委的全国著名声乐
教育家马秋华教授和金铁霖教授的
青睐，成为他们的入室弟子。于是，在
本科四年中，我奔波于清华大学和中
央音乐学院之间。常常觉得很辛苦，
但随之而来的进步与成就感，战胜了
一切疲惫。
特殊的境遇带给我一次历练和

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那是因为 1999
年，这个记载着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
澳门回归祖国怀抱的重要年头悄然
而至。
清华大学与澳门大学有着多年

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一年，他们联络
了大陆、澳门、香港、台湾两岸四地的
莘莘学子聚集在澳门，共同庆祝这一
特定的历史时刻。与此同时，我听闻
中央电视台也在为五四八十周年与
澳门回归作节目策划。一个念头涌入
我的脑海，为什么不将两岸四地，同
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的这些大学生
们欢聚在澳门？为什么不将这么有意
义而又鼓舞人心的活动展现在全国
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呢？为了将这个想
法付诸实践，我开始在清华大学、澳
门大学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方方面面
的组织中穿梭，而这个想法也很快得
到了广泛的支持。
终于，1999年 5月，中央电视台

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暨迎澳门回归大
型歌会，在澳门大学隆重举行，来自
两岸四地的著名歌手与大学生们同
唱一首歌，庆祝这美好的时刻。在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为此次活动
作采访的时候，晚会的总导演孟欣老
师将我推到记者面前，说：“有什么事
要了解的话，就问问蓝歌吧，这小姑
娘就是这场歌会的发起人，详细情况
她都了解。”短短的一句话，使我这几
个月的奔波忙碌得到了肯定。

回报

2000年，我再一次获得免试直读
的资格进入公共管理学院，攻读管理
学硕士。新的学习环境让我对过去的
学习生活进行了重新检验，同时也对
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进行了重新思考。
我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一直忙碌
着自己的学业以及艺术上的提升、活
跃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录新歌、拍
音乐电视、出席颁奖晚会……而面对
培养自己的母校，一直支持自己的老
师和同学们，我不禁自问：“我为他们
做了些什么？”

于是，我从研究生二年级起，开
始从事学生工作，希望能为全校的同
学们做点事情。虽然在过去五年中我
从未做过基层工作，但凭借对文化事
业的领悟和积极热情的工作表现，在
做了三个月的清华大学研究生会文
化部部长的工作后，很快被提升为主
席助理，进入主席团工作。

清华大学研究生会为全校 1 万
多研究生服务，但响当当的品牌文化
活动并不多。我认为这不是因为研究
生不再像本科生的时候那么活跃、那
么喜欢参加艺术活动了，而是他们的
文化需求发生了转变。那么，研究生
究竟渴望什么样的文化活动呢？我认
为是多元化，更高层面的文化渗透。

为此，我在当年的工作计划书中
提出了一个新的活动———“文化论
坛”，每个月定期邀请社会上各个文
化领域的知名人物走进校园，为清华
学生作演讲。进而从各个不同角度切
入，让同学们对艺术文化有较为全面
的认识，并真正懂得欣赏它们。这份
计划书很快得到校研究生会主席团
以及校党委老师们的一致认可。

接下来，我开始为文化论坛寻找
赞助单位，开始与著名歌唱家同时也
是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刘欢，中国音
乐学院院长金铁霖教授，著名作曲
家、《走进新时代》的作曲印青老师，
曾指导《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的著
名导演李少红老师以及一些作家、画
家、摄影家等人取得联系，并接洽他
们来清华演讲的意愿和时间。

在研究生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努
力下，我们迎来了“文化论坛”的第一
期，演讲嘉宾是刘欢老师。活动当天，
大礼堂座无虚席，走道上也挤满了来
听讲座的同学们；“文化论坛”也成了
校园网站当日最热门的话题。
“文化论坛”的成功与否，需要时

间的验证。它就像我在校园里播种的
一颗种子，再由后来的同学们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为它浇水施肥，然后
共同期盼它能开花结果，茁壮成长。

紫荆花开别样红

又逢校庆，那是紫荆花盛开的
季节。校旗上那紫色的花朵正迎风
飘扬。学校培养的一朵朵紫荆花，如
今已深深扎根在祖国各地，乃至世
界的各个角落。我，作为其中一朵，
如今已经飘扬过海来到悉尼。这朵
紫荆花会承载着清华人的精神，怀
揣着对祖国的思念与祝福，在这片
土地上盛开。
（作者系清华大学 1996级学生）

紫荆花开
别样红

阴刘冬梅

我与清华那年，我们一起堆肥

小巧的智能电表与用户电能管理终端

本报讯近日，记者在河南省省科学
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有限公司见到了“智
能用电管理系统”，该技术将彻底改变
现有传统供用电方式。
“智能用电”源自该公司自主研发

的“低压电网智能能效管理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的成果。该成果已被由中
科院院士沈绪榜为首的科研成果鉴定
委员会确认为：“总体技术已经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单项技术居国际领先水
平。”

它与传统方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
———高效用电。通过低压电网智能

能效管理系统电力公司利用由智能电
表组成的信息采集网络获取电网运行
的基础数据，决定如何管理电力和均衡
负载，在负荷高峰期远程选择性关断部
分大功率用电器，而不影响正常生活必
需用电。

———透明用电。利用用户电能管理
终端和电力线通信技术，居民可以掌握
家中的用电实况，甚至根据电价或用户
生活习惯自动优化电器运行状态，主动
参与用电管理。

———便捷用电。通过实现系统预付
费，能够通过网络、电话等终端获取用
电信息并进行远程购电充值。

近三年的工程实践评价报告显示，

该系统可降低电力运营成本 30%以上，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5%以上。目前在郑
州、三门峡和南阳进行试点应用。

（谭永江）

“智能用电”将改变传统供用电方式

本报讯 作为迄今国家政策性支
持农业装备产业科研开发资金额度
最高、技术领域覆盖面最广、重大装
备成果最多的项目，近日，“多功能
农业装备与设施研制”重大项目在
京举行总结会。

据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李韵涛介绍，该
项目自 2007 年 1 月启动，取得了一
批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初步搭建
了我国大马力拖拉机，包括数字化
设计、试验检测、可靠性强化、智能
控制的产业链技术自主创新平台，
完成了 200 马力拖拉机及配套复式
作业装备自主化开发，改变了长期
以来依赖进口的局面。获国家和省
部级科技成果奖励 7 项。

据悉，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农机制造大国。农业装备产业稳步
快速发展，支撑了我国主要粮食作
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52%，进入
中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农机化发
展历程表明，农业机械化进入中期
阶段，必然是农机工业进入加快发

展的起点。
“十二五”时期，国家统筹工业

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明确
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到 2015 年要由
目前的 52%达到 60%左右，预计
2020 年达到 65%，基本实现农业机
械化。

据科技部有关人员介绍，即将
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
纲要专门把“智能农业装备与设施”
列为农村科技计划领域的重大专
题，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于农业装备
产业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可以说，
我国农机工业已进入加快发展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

在此次会议上正式启动的“现
代多功能农机装备制造关键技术研
究”，是“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首批启动的重大项目，将围绕大型
多功能农田作业装备、农机智能装
备、设施农业装备、小型轻便作业装
备、畜牧业装备与设施以及产地商
品化处理装备六大重点方向展开攻
关。 （张楠）

“智能农业装备与设施”
成农村科技重大专题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的专家们在“植物故事会，科普你我
他”的主题活动中带领 600多名来自昆
明学院、西南林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商务信息学校
的师生和家长走进植物的世界，探索植
物的奥秘。

该所标本馆内，一幅幅植物科学画
令参观者更加直观地了解了植物的特征
和形态。在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保护种子，成就未来”的主题活动中，专
家们通过展板、种子实物、萌发试验的小
苗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更多地关注全球
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针对 2011年是“国际化学年”的主
题，云南省植物学会特别制作了“植物化
学与生活”的主题展板，从植物与人们的
衣食住行、药物、宗教、美容等方面向参
观者介绍了身边植物的妙用。

专家为学生们讲解了“亲近自然，

珍惜健康———我们能做什么”、“青
蛙———抗菌和抗氧化高手”的科普知
识，使学生们了解了动物为人类健康所
作的贡献。同时，学生们还参观了该所
的中科院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机理重
点实验室、昆明动物博物馆、花红洞实
验动物中心等，增强了对科研的爱好与
兴趣。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公众
科学日中开展了专家带你认识濒危植

物、“生态之美”摄影展、重点实验室科学
体验之旅、走进兰花、乌兰魅影、园主任
专家为你导游等科普活动。游客在游览
植物园时，可以与相关领域的科学家进
行交流，了解珍惜濒危植物，并认识到珍
稀濒危植物保护的重要性。在该园热带
雨林民族文化博物馆中，“生态之美”摄
影展和“走近花中君子———兰花”的科普
活动使游客对近 30种珍稀濒危植物有
了基本的了解。 （张雯雯）

昆明公众探索动植物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