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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玉须雕琢，慢工出细活。对于
我们的管理工作而言，这句话过时了
吗？

前不久，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院
党组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提到，要统一
思想、抓好落实，加快实现“四个率
先”行动。慢工出细活这句话乍听起
来似乎与我们改革和创新的时间要
求大相径庭。实际上，它们并不矛盾。

我们的改革必须要抢抓机遇，实
现率先发展，并体现在时间和水平的
领先上；而这里的“慢”所表达的不是懒
惰、懈怠和不计时间成本的拖沓，而是
要培养出一种涵养静气的处世心态、
有条不紊的工作方式。

“慢工”能出细活这句话没有过
时，从我们研究所来说，“慢工”能使
管理水平提质增效，进而为科研工作
提供更优、更全面的支撑服务，有利
于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像“蛟龙”号、

“龙珠”号等优秀的科研成果。
“慢工”的根本是要积累。记得去

年我刚进入研究所接手辽宁省自动化
学会工作时，学会理事长王天然院士叮嘱我说：“可供参
考的以前的学会资料有限，你要在以后工作中多学习，
利用每一次会议或者活动的机会多积累经验和资料。”
我至今牢记于心。如果不掌握工作资料和经验，那么管
理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多学习多积累，工作时
才能有底气、有依据，让我们能“慢”得下来。

“慢工”的关键是要细致。挂靠在研究所的辽宁省
自动化学会和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专委会，其宗旨
是为了团结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同
样，很多管理工作也是围绕人展开的，疏忽大意可能
会使人与人、人与单位之间产生误会甚至隔阂。从学
会的换届工作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人选和程序
上考虑周全，如果有变化也一定要跟本人确认。

另外，去年 9 月研究所承办的“基于泛在信息化智
能制造”技术科学论坛工作中，我主要负责联系企业参
会，研究所文献情报中心主任曲艳丽要求我把邀请函质
量做高一些、材料多准备一些。事实证明，清晰规范的邀
请函令参会者印象良好，论坛当天来了许多企业，我们
多准备的材料也有了用处。细致的工作能减少失误，提
升活动效果，而这是“慢工”的关键。

“慢工”的重点是要注重工作的衔接。我们绝大部
分工作需要和其他部门联合开展，那么沟通和衔接就
显得尤为重要。比如, 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的
申报这项工作，需要汇总报奖材料并填写学会推荐报
告上报辽宁省科协，报奖材料需要科技处、人教处等
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整个过程中与这些部门确定
资料移交的时间节点是否准确、报奖材料是否满足条
件以及是否对要求进行了实质性响应，都是工作能否
顺利完成的关键。与其他部门良好的工作衔接正是

“慢工”的要义，也是管理效益最大化的催化剂。
另外，做好“慢工”，不仅能出细活，还能出巧活，

我所管理部门现在正在创新，办事流程优化就是个好
例子。 （选自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所刊）

违心话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些有权
有势的人喜欢听违心话，这样极大地鼓舞
了一批喜欢说违心话的人。违心话，往往
听起来是好话、奉承话、巴结话、献媚话。
说违心话的人，往往在某些方面一路绿
灯、八面玲珑，也会招来一些对他说违心
话的人。这是一个违心话产生的链条。他
们都相互以为是很亲密的朋友。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背后捅黑
刀、落井下石的，也往往是昔日那些所谓
最“亲密”的朋友。不出事，一直有权有势，
也就一直还是朋友。一旦出事，这些朋友
就都迅速消失了。这是朋友吗？

什么是朋友呢？有时候说实话，会得罪
朋友，也会失去朋友。不少人以为结识朋
友，就是好办事，相互利用，相互帮忙。我
反而认为，好朋友之间往往是最难开口
的。一旦有事情，朋友也是最着急的。一个
有权有势的人一旦无权无势，仍登门看望
的那是朋友。一旦落难能去探监的，那是
朋友。最难的时候，伸过手来扶一把的，那
是朋友。

可大家都喜欢听违心话。所以，实事求
是太难了。这也让人明白了鲁迅先生的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了。

效率

效率，在我们
的生活中是一个重
要的事儿。提高做事
效率，会给生活增添
很多内容。但工作努
力就有效率吗？也不
是。我们会经常看到
那些勤勤恳恳的人，
每天忙忙碌碌的人，
一天到晚很忙很累，
但问他们一天下来、
一周下来、一个月下
来、一年下来有哪些
成绩？总是不尽人
意。他自己也不满
意。问题出在哪儿
呢？效率不是与花费

的时间和精力的多少成正比的，里面还有一
个智慧问题。蛮干，毫无目标地干，不假思索
地干，一般是不会有效率的。要巧干，目标明
确，善于思索，善于总结，这样日积月累，才
会有效率，有成绩。

有的人在生活中分不清轻重缓急，分
不清哪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哪是可以拖
延、甚至可以不做的事，芝麻和西瓜分不
清楚。活得明白不容易。懒惰是人最大的
本性之一。不喜欢思考也是一种懒惰。毫
无效率的人，不善于思考的人，他们越勤
快，做事情越多，造成的麻烦也会越大。也
许你会问，难道多做事也错了吗？那就要
看做什么事以及怎么做事了。

学术报告

这些年参加学术会议，我都坚持作学术
报告。无论讲课还是作学术报告，我都会思
考如何布局讲课和报告内容，如何准备材
料，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想讲的事情讲清
楚。准备过程中人往往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新的创意、新的尝试。有些事在他人看来轻
车熟路，在自己则需要认真、细心，这就是自
己的进步和提高。讲课和作学术报告都需要
保证质量，让听众有所收获。当有人问为什
么我的讲课和报告的 PPT 还自己亲自准备

的时候，我对这样的问题很吃惊。当这些问
题出自年轻人之口时，我心里有些沉重。我
的老师已 80 岁高龄，他都亲自做 PPT，还恰
逢老伴身体不适，我因为疏忽了这一点为此
自责了好一阵子。老师做完 PPT 还发来让我
提修改建议。在对待学问上，我自认比老师
差得太远。

经常看到一些很“一般”的学术报告，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却得到一些年
轻人的热捧甚至狂捧，还分析出很多优点，
说自己受益匪浅。除了纳闷，我更加吃惊，
甚至有些悲哀———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
简单的解释就是见识太少，没有见过外面
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年轻人多些经历，多见识一些人和事，
对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些益处的。找机会听
一堂名师的课，听一场真正科学家的学术
报告，找机会与有智慧的人、有修养的人、
有思想的人一起工作。经历了，人的一些想
法就会改变。

专家

会议上，说话声音大、打电话声音大，
影响听众和报告人的事情，我见过多次。很
多时候，我都见怪不怪，但还是不能适应。
说话的人、打电话的人都很自信、很牛，似
乎他是有资格在这种场合说话的，有资格
打电话的。

曾在一个讨论会上见识一位专家。几
乎从会议开始，他就开始打电话，声音逐渐
大了起来，大得令坐在他周边的人听不清
报告人讲的是什么，只听见他嘟嘟囔囔说
个不停。由于是专家，没有人敢惹，更没有
人敢提醒。

以前我见过官员这么牛的，还很少见
到专家也这么牛。打完电话，他还要发表专
家意见，大家还得洗耳恭听。也许正是由于
大家的容忍，才助长了这些官员和专家们
的“匪气”，助长了他们的无礼和无素养。
实际上，这些官员和专家们的表现，除了让
人感到没素养，重要的是失去了人们的尊
重，丢掉的可能是一个群体的信誉。地位越
高，危害越大。我的问题是，他们凭什么有
这么深厚的底气呢？

（作者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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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数据分享和腐败
姻依庄防

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
伯格所著的《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
思维的大变革》一书，被认为是大数据
时代到来的先河之作。大数据涉及最
多的为计算机、生物学、生态学、经济
学、地理学、天文物理和公共卫生等领
域，应用较多的方向为网络分析、交通
系统、犯罪区域、人权、动植物保护以
及传染性疾病和感冒预测等。

全球一部分领先者已经开始思考
大数据分析技能和计算水平的提升。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源于不同领域、不
同部门的合作和数据分享，可以说是
数据分享的更高层次。但是不得不承
认的一个现象是，国内许多领域却在
纠结于数据分享，以及数据腐败斗争
的事实。

什么是数据？在我看来就是所有
可以进一步分析和推理用的知识点。
逐年累月的记录、基础数据、加工过的
数据都可以作为数据分析中的数据。
所谓数据分享，打个比方，就像幼儿园
小朋友交换玩具，如果你不自愿交换
就没人和你玩，那你就得自己玩，虽然
你可能会说自己玩也挺好，但就是要
注定孤独终老。“一起玩”这个动作延
伸到科研领域其实就是一种合作———
大家一起“玩”一堆数据，一起“玩”出
一些有趣的结果。但是交换玩具这个
在幼儿园里简单的游戏被放到成人的
世界就变得异常复杂。数据在成人手
中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和一种权力之
后，基本上游戏规则就变成了“我要看
得起你我才和你分享，或者你给我什
么好处我才给你分享”，而在国内大体
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科研中我们为什么要分享
数据？———当然就是为了更好地合作，
为了做出更好的工作。“分享”这个动作
基本上是出于互相信任，并且对结果有
所期待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都常常期
待着与比你厉害的人，或者懂你的人，
分享并得出更好的、更有用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不能互相分
享数据呢？我认为这其中涉及三个层
面的问题。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有一种记忆，会伴随我
们一生，特别是我们满头银
发，在摇椅上和孩子们聊天
时，它会更加清晰，仿佛就在
昨天，仿佛我们又意气风发。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
欣慰的了，在合肥研究院
等离子体所先进全超导托
卡 马 克 实 验 装 置（EAST）
冷却回路建设组，我和同
事 们 曾 经 一 起 努 力 为
EAST 装置铺设冷却回路，
给装置以血管、以生命。

时间回到 2005 年 4 月
的一天，工程指挥部下令，可
以准备安装 EAST 装置冷却
回路了。于是，我第一次和几
位合作伙伴见面。正高级工
程师高大明告诉我，和我一
起工作的另外四位钳工师傅
是最棒的，而这次见面的主
要任务就是流程图介绍及相
关工作安排。

下午两点一刻，四位师
傅陆续赶来。那时我年轻气
盛，缺少包容，对迟到的师
傅就撂下一句话：“今天的
会不开了，下次请大家准
时。”我黑着脸走了，连大家
的名字和长相都没记住。

我们的合作就在这样
不和谐的氛围中开始。

前期的准备工作由高
级工张怀宾打头阵，后来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冷
血”。倒不是因为他真的冷血，而是他身高体壮，为
人却单纯可爱。我们在装置外准备管子，不仅是为
了抢施工时间，也确实因为有些弯管工作必须在装
置下面完成。特别是冷屏系统直径 100mm 及 60mm
的管道，全部都得在曲率 3.5m 左右的圆环上弯 3/4
的圆弧，难度很大。还有纵场系统直径 48mm 及
42mm 的管路，也需要在曲率 3m 左右的圆环上弯
3/4 的圆弧。而极向场的部分主管路，因为在冷屏底
板以上，须避开纵场支撑及径管，延伸到中心孔，在
装置上没有施工空间，必须预先准备。另外，就是在
主管路上钻孔等。工作烦琐，但人手不足，只有他和
另一位助手，我负责尺寸及孔位。配合不顺时，“冷
血”同志会大声抱怨：“我不干了！”而我总会回他一
句：“明天继续。”

终于要上装置了，高级工陈建林开始登场。他
的外号叫“铁手”，准确说应该是“巧手”。他负责纵
场系统 16 个磁体的支路走向。因为这涉及绝缘子
的布置、磁体本身支路的引出等，很难提前设计，全
靠他的手艺。完成后，16 个磁体的支管走向竟如此
统一，不得不令人佩服。在后来的冷屏回路布置时，
他同样力求完美。

说到冷屏回路设计，不能不提我们的高级工刘
胜，他的外号叫“无情”。当然他不是真的无情，他是
有心。他不善言辞、不苟言笑，但凡交给他的工作，
你说清楚就可以，剩下的就是他的事情了。设备的
外冷屏与外杜瓦之间设计间距是 100mm, 但由于变
形等因素，特别是外冷屏上盖与外杜瓦上盖之间的
平均间距只有约 35mm，要求上垂直窗口的冷却管
路必须沿外冷屏上盖沿下，经过冷屏中筒，与相关
件连接，而后连到总管（总管在冷屏底板与外杜瓦
底板之间），支管直径是 24mm，而且要求支管不能
和外杜瓦接触。只有贴在外冷屏上盖走，让这 24mm
的管道完全“听话”，也让工程指挥部完全放心，这
就是“无情”的杰作。

转眼到了会师时分，指挥部要求 2006 年 1 月
10 日前，所有管路必须完成。四个师傅各带一到两
个助手、两个焊工，我们的战场就集中在冷屏底板
与外杜瓦底板之间。116 根 24mm 的支管必须分别
与 7 根主管路相连。这时，我们的“追命”———高级
工张红军就成为绝对主角。不能小看他，他能进我
们管道组就是实力的证明。我们四组人互相合作，
互相竞争，而“追命”永远是最快的，质量一样过关。

我们的焊工师傅中有年轻的中级工吴祥明。这
个阳光男孩微笑中透着自信，让我们折服。设备中
心孔处的 200 多条焊缝一次性完工，令人称绝。因
为中心孔只有 1050mm，要布置 44 个绝缘子，还有
主管路、支管以及支撑，还必须走相应的馈线。所以
我们只能一次性完成，没有其他选择，否则将全部
割断，重新布置。当时他的压力非常大，我不忍心说
什么，只是告诉他“尽量吧”。后来事实证明，他完成
得非常好。

另一外高级工任志斌，人称“任大师”，是我们
组年纪最大的。他的敬业精神，让所有人感动，却有
一件事至今让我心酸。工程到最紧要关头时，他忽
然变得沉默，拼命工作。有一天，他提出请假，要去
上海两天。回来后，在工作之余他和我们喝酒时，我
发现他很感伤。这时他才说祖母去世了，去上海也
未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

2006 年 1 月 6 日，我们真的完工了！2500 米左
右的管路、343 个绝缘子和 4000 多条焊缝，这就是
我们一起流汗的收获。

还有两个人不能不提。其一，就是技师凌锋，他
是四位师傅的“头儿”，负责协调工厂方面的工作。
他很倔，我们曾经因为观点不同有过争吵。但他认
真负责，所有质量环节都不放松，所以他是最佳监
工。

其二就是高大明。从一开始，他就“吓”我：“管
路就是人身体里的血管，血管堵了，人就不能活
了。”“今天如果你不像疯子一样抓质量，明天质量
就会把你逼成疯子。”他总是乐呵呵的，但他的奉献
精神让我们感动。那时，他已经是 70 岁高龄了，却
比年轻人更敬业，每天我们都在现场看到他的身
影，而且是在装置上。闲聊时，他会给我讲“辣糊汤”
的故事：想当年，他们建设 HT-7 时，经常加班到很
晚，就一碗“辣糊汤”让人一直回味。

回忆会让人变老吗？我不知道。但能被岁月沉
淀下来成为往事的，我相信是一种财富。科研道路
崎岖难走，总要有什么去支撑才能前行。我想，这就
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普通人，普通事，我们尽我
们所能，为祖国的科研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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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心话、效率、学术报告和专家
姻王德华

我们只有先度过把数
据当成权力使用的腐败时
代，向着数据分享的时代迈
进，才能看到激动人心的大
数据时代的来临。总之，心
里多多少少对我们这一代
人抱着这么一点点希望，大
家一起开心地“玩”吧！

找机会听一堂名师的课，听一场真正科学家的学术报告，找机会与有
智慧的人、有修养的人、有思想的人一起工作。经历了，人的一些想法就会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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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享或者说“泄密”过程中可能损害某
些群体的利益。具体不再详述，因为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不一样。比如，贫困
人口比率和饥饿在非洲各国是敏感数据，在其
他国家多少可能都是，只是机密级别不一样。

“安全”这个词本来也很难界定边界，而且和国
际环境、国家利益、财团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就
太模糊。

前几天看美国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最

近邀请的是当时斯诺登逃离美国时，在我国香港
约见的第一位记者。乔恩问那位记者，你认为斯诺
登这样泄密幼稚吗？记者回答：“他有一点理想主
义，认为尽管自己泄露了机密还是愿意相信国家
公正的司法系统。”另一个例子是维基解密，它使
得很多国家和政府的机密数据被曝光。不管出发
点怎样，最后的泄密者基本上要么背井离乡逃亡，
要么沦为阶下之徒。所有涉密或者事关国家安全
的数据都是“分享者”的禁区。

这两者的关系看似有些千丝万缕，理不清
头绪。但数据其实是可以转化成一种稀缺资源
进而演化成为一种权力的———和国内一些地方
政府合作你就会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不仅仅
有我个人的部分经历，也听到周围一些人的抱
怨。有些所谓“不能分享的数据”，其实真正看了
之后，就像对某某声嘶力竭地嘶吼：“十几二十
年你们就干了这点事？！”“什么？你们竟然连这
个数据都不知道？”“没改过的原始数据在哪
里？”……有些情况理解，我国建立也只有短短
几十年，很多数据没有，也还未测过，但是也不
用编吧？很多社会经济收据采集其实———

1. 数据采集部门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2. 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工作就应该有实实在

在可以测量业绩的数据；
3. 分享数据虽然要承担风险但是对未来的

政府工作开展更有用。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只有先度过把数据当

成权力使用的腐败时代，向着数据分享的时代
迈进，才能看到激动人心的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总之，心里多多少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抱着这么
一点点希望，大家一起开心地“玩”吧！

（作者单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记得我当时和一位老师讨要卫星影像（他后
来给了我数据），他和我提到“国家安全”和“技术
安全”这两个词。这里说的技术安全其实是———
要是我给了你数据，你做出比我更出色的工作怎
么办？作为科研人，每个人多少都会问自己这样
的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数
据？到底是怕别人超过自己，还是因为获取数据
的成本太大你输不起？还是你认真分析所有的利
弊之后作出的决定？

如果仅仅出于“害怕别人做出比自己更出色的
工作”的心态，科研的前途就令人担忧。这里面涉及
一个长远性的问题。长远性也有三个层次：眼前利

益、中长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普通人关心的柴米油
盐是今天、明天的事情，政策决策者作决定至少要
看未来十几、二十年后的结果。但科研人员应该看
到更长远的未来。不过，作为每天都要“吃穿用度”的
科研人员，我们很容易犯短视的毛病。

在我碰到的各国功成名就的科学家里，在我看
来都是秉承着“你需要这个数据你就拿去分析，我
们一起看看会有什么有趣的结果”这样一种心态。
首先是“我们”，然后“一起”，“我们一起”的情况是给
你数据的人尊敬你的知识、能力，才会和你讨教、切
磋。当你被人欣赏、尊重和信任时，这种转化成的正
能量其实是十分强大的。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技术安全与分享

数据演化成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