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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翻译系却以“南开校
史”为枕边书，拿到两所名校读
研的录取通知书却申请“延期毕
业”，酷爱收藏却对编写《南开证
章文化》情有独钟……在同学们
眼中，罗程建是个不折不扣的拥
有多重职业和身份、享受多元生
活的“斜杠青年”。

在不久前举行的浙江省第十五届大
学生运动会上，浙江大学女子篮球队斩获
冠军。在参加的七场比赛中，她们不仅大
获全胜，而且除了最后的冠亚军决赛 55
49 赢下浙江工业大学女篮外，其他六场
比赛的分差几乎都达到 40 分以上。

碾压对手的除了她们强悍的实力
外，还有她们的学历。在确定出赛的 12
人名单中，包括了 6 名博士生、3 名硕士
生和 3 名本科生。“她们有地理科学专业
的，有动物科学专业的，也有医学专业和
数字媒体专业的。”浙江大学女子篮球队
教练刘博告诉《中国科学报》。

因为热爱所以投入

自从 2013 年刘博开始执教浙江大
学女子篮球队以来，现在的队伍学历水
平最高，其中有硕博连读者，也有考到浙
大的博士生。“因为研究生与博士生平时
时间不像本科生相对规律，所以平时训
练主要照顾她们的时间。”刘博说。为了
兼顾各个校区的队员，刘博会把训练时
间安排在晚上，有时会从晚上六七点开
始，直到凌晨 12 点结束。

每次训练时间，是从队员们学习研
究时间中挤出来的。正在浙江大学临床
医学专业硕士二年级攻读的杨墨丹已经
开始了医院的执业医师规范化培训，“我
们有时训练结束后，墨丹还要赶回医院
值班。”刘博心疼地说，“那个时候，她一
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

但是杨墨丹似乎对于这样一段经历
并不在意：“疲惫的感觉是有的，训练完
坐地铁从虾龙圩到庆菱路之间的 50 分
钟路程，往往一觉就睡过去了。”下了地
铁，她从篮球队员到医学硕士生的身份
立刻转换，很快投入到研究工作中。

在忙碌中不停平衡着实验和训练时

间的还有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的王江
水，她的“诀窍”是不会在有训练的工作
日安排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试验。明年，
王江水就要完成硕博连读的学习毕业
了。刚刚考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专业时，
她就进入了篮球队。“那时我是个菜鸟，
不太会打球，后来慢慢跟上了节奏，成为
了首发队员。就这样慢慢坚持下来，去年
拿了冠军。”王江水说。

从菜鸟到主力的还有现在队里的主
力后卫王馨艺。她是目前队里为数不多
的本科生之一。正在数字媒体专业就读
大三的她为了保证训练，从未选修过晚
上的课程。“我白天的时间安排几乎是
满的，周末也有课。基本上一周七天白
天无休。有训练的时候，基本顾不上吃
饭就要从教室直接赶到训练馆。训练完
再回去写作业。加上我是学计算机的，
课程相对会难一点，所以赛前集训那段
时间还是挺‘头秃’的，因为队友们会
开我玩笑说我熬夜掉头发。”王馨艺笑
着回忆说。

考上浙江大学之前，王馨艺在高中
时就喜欢上了篮球，甚至有时会逃课跟
男同学去打球。进入大学后，篮球队招新
时，王馨艺被选中加入了队伍。“我刚来
队里时没什么太高要求，觉得只要能上
场打球，做替补也很满意了。”王馨艺说。
而且，因为打球风格更偏向街球，更多的
是自己带球进攻，缺乏配合。

但是出乎王馨艺意料的是，刘博看
中了她的球感与控球能力，让她成为首
发队伍中的一员。“三年来，刘教练一直
都很信任我，哪怕我一开始的时候打得
的确不好。”王馨艺告诉《中国科学报》。

教练的信任带给王馨艺的是压力
也是动力。因为作为后卫，她要改掉带
球独自进攻的习惯，组织队员进攻。为
了更好地胜任组织后卫的位置，王馨艺

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视频录像反复研究
琢磨球星们的技术动作。当外界质疑她
的能力时，是教练和队友的鼓励和信任
让王馨艺顶住压力。“我觉得我的队友
们信任我，我的教练信任我，这就够
了。现在也在慢慢学着不让外界的因素
影响自己的心态。”王馨艺说。

聚在一起就高兴

除了训练时在一起，私下刘博也经
常组织队员们聚会。对于王江水来说，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空闲时和大家一起
聚会了。

“我们会选择一个大多数人比较空
闲的周末，在玉泉校区租个可以做饭聚
会的地方，从上午一直聚到晚上。”刘
博说。之所以持续一天，是因为即便在
周末，队员们的休息时间也并不固定，
所以在一天时间内，不论谁何时有空都
可以随时来到聚会地点。而且，一个月
总会有一次的聚会，让队员们之间形成
了某种默契，谁去买菜，谁来做饭，谁
负责洗碗，不需要每次再分工。

除了周末的聚会，平时训练之后也
是姑娘们喜欢的放松时间。令杨墨丹最
难忘的事就是每晚训练后大家聚在一
起吃西瓜。“球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温
暖、很放松的港湾，教练、队友、训练、
比赛是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享受，虽然很
多次团队活动没能参加，但是心里想到
她们，嘴角就情不自禁上扬，加入这个
团队真的很开心！”杨墨丹说。

聚会是开心的，偶尔球队内部偶尔
也会有些小摩擦。“如果不影响打球，我
一般会让她们自己解决。”刘博说。但有
一次，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影响
到了球场上的相互配合，刘博干脆在一
次训练中停止了练习，让大家开诚布公

地提出意见，直到问题解决。
从去年 8 月开始，队伍为了比赛开

始集训。除了星期三以外的工作日，队员
们每天都要训练两个半小时以上，周末
要开展一天两次的训练。举重 15 千克到
20 千克，3 组 1 分钟平板支撑，折返跑 66
次，负重仰卧起坐。“队员们真的都很不
容易，她们是真的热爱篮球。”刘博感慨
地说。

“篮球场是我们的秘密花园”

王馨艺明年就要从本科毕业了。她
说，想在浙江大学读到博士，这样就可
以留在球队多打几年球。“因为我真的
很喜欢篮球，也很喜欢这个团队。”王
馨艺说。

篮球场是姑娘们的秘密花园。她们
在这里洒下汗水、拼搏向前，抗住压
力，然后站在冠军的巅峰，向所有人证
明自己。

这种不屈不挠与团结互助的精神不
仅在现役队员身上体现，而且体现在已
经毕业的女篮队员身上。已经毕业离开
球队的范雅芸，现在有了自己的公司。

“她从创业的第二年就开始赞助球队
了。”刘博说，或许是因为她在篮球队时，
由于经费有限所以无法穿上喜欢的队
服，所以现在她愿意满足小师妹们在服
装上的要求，尽管小师妹们一拨又一拨
地新老交替，她早已经叫不出名字。另一
位画画颇有成就且已经毕业的队员李永
翰，则拿出卖画的收入，为队员们购置篮
球鞋，只为了她们在球场上多一层保护，
减少受伤风险。

“现在每次比赛，有些毕业的队员
还会赶回来观看。这令我很欣慰。我想
这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吧。”刘博说。

消防员救火时往往十分危险。他们
与死神抢时间，同浓烟做斗争，以血肉
之躯阻挡火魔的侵蚀。

在 2015 年天津港口火灾事故后，
热衷于智能机器人研发的山东科技大
学机电学院研究生曹昂，萌生了用机器
人参与火灾抢险救人的想法。

从创意到产品

2015 年下半年，曹昂开始利用课
外时间尝试设计。他跑遍了学校附近
的五金店、修车店寻找合适的配件，琢
磨电机和轴承型号，以宿舍阳台作为装
配场所，对电路不熟悉的他硬着头皮做
接线实验。

经过 100 多天的努力，第一代消
防机器人有了雏形，曹昂随即用这款
机器人参加了全国一项创新创业竞
赛。因为仅仅是机器人上安装了灭火
器和图传装置，缺乏实用性，作品并没
有脱颖而出。虽没有取得满意的成绩，
但却让曹昂的设计想法走进了专业人
士的眼帘。

福建消防总队泉州消防支队吴铭
森便是曹昂的一位“贵人”。2016 年 4
月，他找到曹昂，表达了共同研发消防
机器人的想法。

2016 年 6 月，第二代消防机器人
的研发开始了。“要想做出实用的产
品，就要深入了解企业所需，还要有成
熟企业的支持。”曹昂表示。面对困难，
曹昂首先向消防队队员请教，了解消防
救援所需。他还“单枪匹马”去校外寻
找合作企业，向企业家讲述他的设计。
终于找到一家愿意帮助他做些加工并
支持研发的工厂。他抓住机会，假期每
天都在工厂车间里泡着，耗时 120 多

天，完成了第二代消防机器人的研发。
相较第一代机器人仅仅搭载灭火

器，曹昂在第二代消防机器人上增加了
水枪和热成像技术，机器人小巧、快
速、灵活、载重强、运行流畅，相比第一
代有了质的突破，全方位机器人取得了
初步成功。

“设计完成第二代消防机器人的时
候，我每天早晨都骑车出校门，挨家挨
户找工厂，希望能做出一个精度很高的
成品。”曹昂说。因为没有经验，他常常
会吃闭门羹，但他并不气馁。“创业，就
要接受更多的挑战。”曹昂坚定地说。

之后，曹昂结合现场实战要求，经过
多次研究，第三代消防机器人终于完成
华丽转身，具有高度灵活性、可以进行
360 度无死角转向等特点，可在空间狭
小、环境复杂的场所来去自如。

从获奖到创业

依托第三代全方位六轮六驱消防
机器人，曹昂获得 2017 年第十五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二等奖。在全国总决赛的现场，中国
工程院院士、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
专家龙乐豪对曹昂的消防机器人非常
感兴趣。他仔细聆听了曹昂对设备的介
绍，并现场观看了消防机器人视频和操
作表示：“这个想法很独特，结构设计
非常特别，性能也十分突出，能应用到
很多方面。”

清华大学副研究员王子曦也评价
说：“曹昂研制的这台消防机器人，采
用六轮履带驱动，操作起来非常灵活，
对于现场地形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精
准地移动到需要的位置。另外，底盘设
计得非常牢固，完全能够满足高压水炮

喷射的后坐力的要求，非常适合长时间
的定点或者移动式喷水作业。”

2018 年 2 月，第三代全方位六轮
六驱消防机器人出现在央视节目 《我
爱发明》 中，与青岛市消防大队价值
90 万元的消防机器人进行比武。前者

的突出表现，获得了青岛市消防大队
的高度认可。

第三代消防机器人研发成功后，曹
昂申请了发明专利，并注册成立了青岛
万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开始了该款型机器人的产业化工
作，并同时开展多项产品的研制开发。

创新永无止境

几年来，曹昂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提名奖、全国“创青春”铜奖、全国北
斗十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等奖项不计
其数，据统计，他大学期间已拿各类奖
学金达 50 余万元，成为校园出色的创
客，也是同学们眼中创新创业的典范。

但曹昂并没有满足于此。他的第四
代消防机器人已经问世，其在灵活性、速
度、载重等方面都有提升，被命名为“铁
甲消防员”。这款消防机器人于 2018 年 6
月投入市场。

目前，曹昂与青岛东方盈科工贸有
限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四维卓
识、北京凌天、万事达、华旺靶场等多
家公司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产品涉及消
防、军工、船舶制造业、农业、物流运输
等行业，半年内收到 300 万元订单；公
司和山东交通学院车辆技术研究所合
作研发物流网系统和无人驾驶技术，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与东方盈科工贸有限
公司合作生产，成功将产品系列化、标
准化、模块化，同时完善了加工工艺，让
产品更为精致、美观。

曹昂告诉记者，当前普遍应用的
水灭火方式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机器人
的灵活性，下一步他们将尝试在泡沫
灭火技术支持下，把消防机器人开进
火场内部。

“铁甲消防员”实现创业梦
姻本报通讯员 韩洪烁 李雷 记者 廖洋

周恩来奖学金是南开大学学
生各类奖项中的最高荣誉，每位获
得这项奖学金的学生都能获得一
枚奖章作为纪念。设计这枚有着非
凡含义奖章的人，并非来自高端设
计公司，而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4 级本科生罗程建。

现在，罗程建是正在考研冲刺
阶段的“大五”学生，身在翻译系却
以“南开校史”为枕边书，拿到两所
名校读研的录取通知书却申请“延
期毕业”，酷爱收藏却对编写《南开
证章文化》情有独钟……在同学们
眼中，罗程建是个不折不扣的拥有
多重职业和身份、享受多元生活的

“斜杠青年”。

不会设计的收藏者
不是好的创业者

在正式开始设计徽章之前，罗
程建已有 10 年徽章收藏经验。对
于他来说，徽章不仅充满设计感，
而且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
术收藏价值更令人着迷。“徽章远
不只是一个工业产品，它更是一个
相对独立的文化，甚至是一个学术
课题。”罗程建说。

2015 年，升入大二的罗程建
拿着母亲“支援”的 6 万元启动经
费，建立了“铸陶”工作室，开始了

“徽章创业之旅”。
创业的过程并不容易，尽管工

作室主要进行设计、工艺设置和资源整合，但为了精益求精，罗程建会从
国外“海淘”材料，也会去深圳、哈尔滨和义乌等地方进行考察，寻找好的
加工工厂，还会在制作流程中不断突破。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批制作的 1000 枚精致小巧却内涵丰富的
徽章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师生欢迎，不仅很快被抢购一空，还让罗程
建有了点“小名气”。于是，校内外合作订单纷至沓来。南开大学学工
部教师高珊就找到罗程建，希望他帮忙设计学生荣誉的系列徽章，这
让罗程建兴奋起来。

谈及周恩来奖学金奖章设计理念，罗程建娓娓道来：奖章的设计
采用了南开校徽中的“八角”元素，既体现“方方正正做人”，又体现了
南开人“面向四面八方，胸怀博大，广纳新知”；其内部的圆环和外部
八角的结合，与南开“智圆行方”的传统相契合；总理头像位居奖章正
中，显示出该奖章为“周恩来奖学金”而设的主题。

2015 年底，南开大学时任校长龚克考察学生创业基地时，罗程建
代表“铸陶”工作室向校长赠送一枚徽章。龚克小心翼翼地将徽章托
在手心，反复摩挲观赏，最后又将这枚徽章放回了盒子而只拿了一张
宣传页，并笑着问他：“这枚徽章应该很贵吧？”

时常忍痛割爱的“收藏家”

现在，罗程建几乎“承包”了学校各种奖项徽章的设计。比如“军
事优异奖章”“翔宇奖章”“周恩来班证章”“学生年度人物奖章”“南开
大学毕业证章”和学生党员“先锋奖章”等系列徽章。

徽章虽小内涵却不普通，罗程建认为：“越是苦难的时候越是
需要荣耀的感召，物质的东西可以匮乏，但对作出贡献的人们需
要给予精神认可。苏联荣誉体系很完善，从矿工、炼铁工人、士兵
到科学家、工程师，只要为社会尽心尽力都会得到一个荣誉证章以
肯定其贡献。”

2016 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奖学金推行 10 周年之际，学校为曾
获周恩来奖学金的校友们补发了这枚周恩来奖学金奖章。校友们从
海内外赶来领取奖章，有的校友没能够到场还反复协调“是否能帮忙
寄送奖章”。这件事让罗程建特别有成就感：“我原本很担心校友们满
心期待地拿到徽章后会失望，或是过个十年二十年这款徽章会‘过
时’。我想把每一枚徽章都设计制作成艺术品、收藏品，希望校友们能
够将徽章捧在手心，将情感寄托于此。”

因此尽管成本高昂，罗程建却一直坚持自己的理念。为了补贴工
作室的开销，罗程建有时也会将自己原有的藏品拿去拍卖，回款后再
将其赎回。今年毕业季，罗程建曾以 1800 元的价格卖掉了“圣斯坦尼
斯拉夫勋章”的盒子，并用这笔钱制作了一批“毕业纪念章”，赠送给
外国语学院即将毕业远行的同学们和硕士、博士毕业生们。细心的他
还在纪念章背后镌刻上每位学生的学号和名字。

发展徽章文化的“延毕生”

虽然现在徽章做得小有名气，但是在罗程建心里，却一直有一件
“憾事”：大学四年中，他始终未能“得到”自己设计的系列荣誉徽章中
的任何一枚。“理论上我做出来的证章自己都能留存一套，但是毕竟
含意不同。”罗程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能像很多优秀的
同学那样，或站在国际舞台展示南开人的风采，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
有所突破，甚至也没能登上“荣耀南开”的颁奖典礼……但总希望为
母校“留下些什么”。

突破口依然是徽章。“徽章文化是南开大学乃至我国大学很璀
璨、很有意义的一种文化，它几乎贯穿着一个学校的校史，但由于
多种原因，它并未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我希望能有更多力量加
入，把这个文化做‘活’。”罗程建说。他认为，南开应当进一步完善
学生荣誉体系。如果一个学生从入校军训得到第一枚“军事优异奖
章”到最后拿到优秀毕业生“翔宇奖章”，那么当他身着学位服参加
毕业典礼时，像一位授勋的爵士或是等待加冕的英雄一样，将在学
期间所获各种奖章在胸前依次排开地佩戴，那是多么荣耀的时刻！

罗程建还查阅了大量资料，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徽章收藏经验找
来了 70 多枚南开徽章，访谈大量收藏专家后，编写了三万四千多字
的《南开证章文化》。

今年 6 月，原本应顺顺利利毕业，拿着南方两所名校硕士录取通
知书的罗程建申请了“延期毕业”：“不是南方的学校不够好，而是离
南开太远。”

今年南开大学建校即将百年，在罗程建心中，此时他最希望的，
就是陪伴母校度过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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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场实战要求，
第三代消防机器人终于完
成华丽转身，具有高度灵
活性、可以进行 360 度无
死角转向等特点。下一步
他们将尝试在泡沫灭火技
术支持下，把消防机器人
开进火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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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斜杠青年”
罗程建的

“徽章之旅”
姻本报通讯员 马超 记者 袁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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