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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无数科学家
在探索新能源、新动力的道
路上前赴后继。江苏大学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王谦
也是其中一员，清洁燃烧与
能源利用是他的专业研究方
向。他说：“燃烧生命，能源
报国，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
做好学生的专业引路人是我
的最大责任。”

王谦带领团队通过理论
与技术创新攻克清洁燃烧与
能源利用领域的卡脖子难
题，将传统化石燃料转化为
更高效、更干净的动力源，同
时探索可再生能源利用新技
术，努力实现“双碳”排放
目标。

对专业的极致追求，让

王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不仅入选了国家高层次
人才支持计划，成为江苏省

“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领军人才，还当选为江苏省

“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作为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学科方向带头人，王谦一直
注重将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之
中。他说：“要让学生跟上学
科前沿的发展，这样将来他
们不论是去工厂解决实际问
题，还是去深造做科学研究，
学到的知识和方法才不会过
时。”他充分利用学科优质资
源，不断钻研课程教学方法，
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
他负责的“工程热力学”课程
已在中国MOOC大学平台开
设 8个学期，10多所高校的
1.3万人在线上了他的“慕
课”。一位学生说：“王老师
的工程热力学课程不枯燥、
不死板，他在讲课过程中引
用了大量的生活和工程案
例，不仅激发了我们的学习
兴趣，还强化了我们对知识
的掌握和理解。”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党委书记康灿说：“王

谦教授是我校第一个国家级
教学名师，30年来坚守教学
科研一线，满腔热忱育桃李，
获得诸多国家级教学科研成
果，为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
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谦
走上行政岗位后，尽管事务
性的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工
作时间，可他在教学方面一
点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白天时间紧张，他就利
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思考研究
生的培养问题，工作到深夜
一两点是常态，有时为准备
给研究生做讲座还要忙个
通宵。

一项科技事业的持续发
展离不开青年人才的加盟
接力。王谦特别注重培养
年轻人，学生王康兵在他的
指导下，毕业后创办了自己
的能源企业，现已成为行业
的佼佼者，并设立了能源学
子“申康奖学金”回报母校。
江苏大学金山青年特聘教
授戴礼明说：“王老师团队
赋予我的是浓厚的学术氛
围。他不仅是教学科研的
好导师，更是我们人生的引
路人。”

能源报国逐梦者
莘莘学子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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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乡村教育 播下科学种子

振振
程程

周周

他扎根乡村教育 30年，先后
任教 5所学校，致力于青少年科
技教育的初心从未改变，大家亲
切地叫他“科技校长”。他，就是
东海县白塔埠中心小学校长周
振程。

在周振程看来，开展青少年
科技教育工作，就是要从小在孩
子们的心中种下一粒科学的
种子。

刚工作那会，因为喜爱，周振
程一个人组织了一个科技兴趣小
组；后来，为了让更多孩子都有机
会参与进来，他带了一个团队，
搞起了科技社团；做校长以后，
为了提升科技教育的品质，他带
领团队围绕“玩科学”开始了科
技课程的建设。经过师生的不
懈努力，白塔埠中心小学的“小学

‘玩科学’特色文化建设”被省教
育厅立项为全省基础教育内涵建
设项目。

周振程欣喜地看到，在科技
活动中，孩子们的好奇心、想象力
和探求欲得到了很好地激发，学
习变得越来越主动，人也变得越
来越自信。“周老师的课特别吸引
人，总能给我们不一样的思路和
方法。”白塔埠中心小学学生李晨
夕说。

30年来，周振程始终坚信：

“我虽不能培养科学家，但我可
以为孩子们筑梦，帮他们成为未
来科学家。”30年的“筑梦之旅”，
周振程从好奇心入手，通过“创
意金点子”“未来发明家”“科学
小院士”等评选，放大孩子们的
闪光点，培植他们的生长点，为
他们量身打造了“创玩科学欢乐
行”“玩转校园科普日”“科学调
查体验季”“奇思妙想科创节”等
品牌活动，累计吸引 10万人次
踊跃参与，给孩子们带来满满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他甘为人梯，不遗余力“传帮
带”。作为连云港市首批青少年
科技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他
主动担当，以点带面，积极推进

“工作室+共同体学校”的探索实
践，让更多的教师和学校参与到
青少年科技教育中来。他手把手
指导青年教师上课、做项目；组织
骨干教师去共同体学校送智培
训，推进县域青少年科技教育工
作的深入开展。3年来，工作室培
养出科技名师 10名、省级优秀科
技辅导员 45名，共同体学校受益
师生达 3.2万人。他还充分借助
担任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
的优势，积极争取、引进优质科技
教育资源，做活“乡村少年宫”，为

“双减”助力赋能。周振程本人也

先后获得“江苏省十佳科技创新
学校校长”“连云港市十大最美科
技创新之星”等80余项荣誉。

2021年，周振程被推选为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
堂。他说：“当站在人民大会堂门
口的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神
圣与光荣，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份
责任与使命。”

展望未来，周振程说：“做好
小学科学教育加法，培养具有科
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
业的青少年群体，我们还任重道
远。为了乡村孩子们的科技梦
想，我要在这条路上奋勇前行！”

不忘初心二十载

守望乡村润桃李
当下，氢能是一种绿色低

碳的二次能源，燃烧后产生的
是水，非常清洁环保。碱性膜
燃料电池是氢能大规模高效利
用的核心前沿技术之一，然而
世界范围内高性能、长寿命的
碱性膜材料一直无法大规模生
产。为了突破碱性膜量产的核
心问题，苏州大学严锋教授带
领团队开展了长期的攻坚战并
取得了突破。

2000年，严锋从南京大学博
士毕业后，先后在德国、美国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2006年他回
国任教，主要从事离子聚合物与
能源器件的研究。他发表 SCI论
文 200余篇，获中国发明专利授
权 30余项，多次入选爱思唯尔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2022年底，严锋带领团队

成功完成了超薄碱性膜的中试
生产，理论与应用研究均取得
了关键性突破，在国际上率先
利用人工智能指导高碱性膜的
精准合成与构筑，实现超高分
子量聚电解质的批量合成，研
究成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在科研求真的同时，严锋
还是一位颇具人格魅力的老
师。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活

跃在科研一线。学生们都说，
“严老师比我们年轻人都拼。”
他一年只休息两天，几乎每天
都在课题组指导学生，尤其是
在项目攻坚阶段，吃住都在实
验室是常事；在太仓挂职期间，
他顾不上休息，经常利用双休
日等节假日返回苏州大学指导
学生。

他因材施教，善于挖掘每一
位学生的闪光点，帮助学生成就
自我、贡献社会。“严老师激发了
我的科研兴趣，指引我成为一名
科技工作者。”赵杰说，他是严锋
的第一个研究生，如今已是苏州
大学能源学院的一名教授，“严
老师事必躬亲，从提出课题思
路、优化方法到文章修改等，都
严格要求我们，夯实了我走上教
学科研之路的基础。”

近年来，严锋积极促进科研
成果转化，相应技术成果已在盐
城市友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企业中应用。其中，基于“聚离
子液体嵌段共聚物抗静电剂”技
术的产品已成功应用于液晶屏
光扩散膜和电子产品触摸屏保
护膜等工业领域，实现销售额近
4亿元，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严锋说：“我们做
了这么多工作，取得了这么多研

究成果，不能让它们只停留在纸
上，要让研究成果既‘上书架’又

‘上货架’。”
2020年国家提出的“双碳”

目标，成为能源科技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二氧化碳减排是当前
石油化工和煤化工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最大挑战，严锋带领研究
团队又着手开展二氧化碳转化
为功能材料的研究工作。目前，
团队已经和相关企业共建研究
院，越来越多年轻的科研骨干加
入其中，共同为促进绿色清洁能
源发展和加快实现碳中和目标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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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后，侯磊将教师生涯的

第一站选在了泗洪县四河乡大庄小学。他说：“毕
业时，我曾梦想着能留在城市工作，但家乡缺教师
的状况又让我的内心十分纠结。最终我选择回到
农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孩子走
出去。”

四河乡位于泗洪县西南岗地区，地处苏皖交界，
经济欠发达。“孩子们的眼神中对老师的喜爱、对知
识的渴望，是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去的最大动
力。”侯磊说。那时学校周边还是土路，每到下雨天，
烂泥总会裹住自行车车轮，侯磊只好不时停下来，用
树枝清理车轮上的泥土，骑 3公里路要用近 1小时。
学期测试，学校只有一台油印机，为了及时将试卷刻
写出来，他经常加班熬夜。为了让学生把知识学得
更深更透，他放弃自己的私人时间，坚持每天放学后
留下半小时，耐心帮助学生们答疑。作为一名班主
任，他视所有学生为自己的孩子一般，即使是帮其他
教师代课，也非常认真负责。20多年来，他从村小到
乡镇小学再到乡镇中学，变化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
是教书育人的初心——助力更多孩子顺利完成学
业，实现人生理想。

农村的学生语文基础薄弱，很多孩子的书写、表
达等基本技能偏弱，为此，侯磊琢磨出一套特别的教
学方法。周末他会带学生去镇上读广告牌，找错别
字，也会让学生上街采访，当一回小记者。在这一过
程中，他通过不断地观察、引导，在潜移默化传授语
文知识的同时，也让孩子们成为学习的主人。如今
已考入泗洪县第一高级中学的马尔沁，回忆起当年
侯磊的照顾与开导，依然很感动。他说：“侯老师经
常找我谈心，如同家里的长辈一样。可以说，初中是
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如今侯磊所在的泗洪县四河实验学校党支部书
记、校长王志勇介绍说：“这些年来，先后有 200多名
原本成绩不太理想的留守学生在他的教育下考入重
点高中，其中有70人考上了大学。”

2017年底，侯磊感觉身体乏力，被确诊为甲状腺
癌，但当时学校还未放假，他就一直坚持到放寒假才
去做了手术。“手术后不到一个月，他又回到了讲台。
和他结婚这么多年，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肯定不如
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长。”侯磊的妻子包玉兰说。
两年多来，他先后 3次住院，每次都短暂休息后迅速
回到工作岗位上。手术后需要长期进行放疗，他一
般都会选择周末等节假日前往医院，尽量不耽误上
课，不影响教学。

“一路前行，风雪兼程。”这是 2018年新年伊始侯
磊在微信朋友圈中写的一句话，也是这些年他的生
活写照。侯磊说：“看到学生成长成才，通过知识改
变命运，我的内心有一种极大的成就感。回到乡村
我不曾后悔，孩子们就是我们乡村教师的‘诗和
远方’。”

时光有故事 微光也温暖

从教 34年来，张华始终没有
离开班主任岗位。如今，她虽然
已成为苏州市吴中区一箭河实验
小学副校长，但仍然坚守在语文
教学一线并担任班主任。

一路走来，张华勇敢地践行
育人新理念，寻求育人新方法，开
辟育人新路径。她觉得教育必须
顺应儿童的成长规律，契合儿童
的心理特征。在长期实践中，她
逐渐形成了“五镜（放大镜、显微
镜、透视镜、多棱镜、望远镜）四一
（一封书信、一张卡片、一个舞台、
一个课堂）”工作法。在她眼中，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朵花，只是花
期不同，如果用爱守护，用智慧浇
灌，那么开花结果总有时”。在陪
伴孩子的过程中，她及时捕捉每
一个教育契机，春风化雨般引导
学生成长，以最巧妙的方式，为学
生成长赋能。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她和孩
子交换的礼物叫“关爱”。“张老
师，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张
老师，你不要忙太晚。”这是来自
小学生质朴的关心。有一次期末
试卷作文题目为《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班级 46个孩子中，有 33人
不约而同地写了长大后要做像张
华一样的教师。在学生眼中，她
是老师，是孩子王，也是魔法师。

张华认为，在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家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于
是，她在学校创办了“凌霄父母乐
学堂”，用课余时间辅导家长学做
更好的父母。

“我经常组织家长走进班级，
为他们量身定制家长课堂、亲子
体验活动，我理解的家校共育应
该就是这样的。”张华说。“凌霄父
母乐学堂”每一次开课，学生家长
都很珍惜。“张老师不仅是孩子的
老师，也是我们家长的老师。她
就像凌霄花那样，用慈母般的爱，

引领我们向上、向善。”一位家
长说。

和家长打交道也不是一帆风
顺的。曾经有一个学生很调皮，
学习不够自觉，张华没有放弃，用
心教育，却意外收到了孩子家长
的来信。在这封长信中，家长对
张华的付出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有
点质疑。

“当时深感委屈，后来我平静
下来，对自己说，我是老师，我要
对孩子成长负责，要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张华说，那天晚上，她给
家长写回信，写到了凌晨一点多。
之后，张华经常以文字的方式与
这位家长交流，慢慢地感受到了
家长态度的转变。有一天，家长
给张华打来电话说：“张老师，我
一定配合你督促好孩子。”张华
说：“那一刻，我眼泪都要流下来
了，觉得努力和坚持有效果了。”

一封书信、一张点赞小卡片、
一次午间校园漫步、一个萤火虫
舞台……张华用各种方式来“搅
动”孩子们的内心。2014年，“智
慧坊·苏州市名优班主任张华工
作室”授牌成立，张华从此有了一
个更大的舞台，在这里她把多年
班主任工作的经验和方法，与更
多的青年教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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