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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教育部青年科学奖是许
多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目标，您
认为自己能获奖主要受益于什么？

白雪茹：能够获得教育部青年
科 学 奖 ， 我 非 常 高 兴 ， 也 非 常 激
动。这个奖项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认
可，也是对我的激励和鞭策。我的
成绩离不开前辈的关心，离不开家
人的支持，更离不开团队的协作。

我认为，能够获奖主要是我在
科研工作中做到了两个“面向”：在
理论研究中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在
工程实践中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例
如，我将信号处理领域的先进理论
与雷达成像和目标识别中的基础性
科学问题相结合，提出了快速稳健
成像和高精度检测识别方法；在领
域顶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
获得著名学者和雷达专家的广泛认
可与积极评价。同时，我积极将科
研成果转化落地，以解决工程应用
中的“卡脖子”问题。例如，我带
领团队研制出高分辨稳健成像处理
系统并应用于我国多部雷达，显著
提升了其信息感知能力，相关成果
受到广泛好评，并获得多项国家级
和省部级科技奖励。

记者：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能谈谈您做

好科研工作的秘诀吗？
白雪茹：做科研工作没有什么

秘 诀 ， 就 是 要 勤 勤 恳 恳 ， 脚 踏 实
地。在此过程中，我认为有三个要
素不可或缺：开拓创新的勇气、坚
韧不拔的毅力、科学高效的方法。
科学研究是不断探索未知、不断进
行理论和方法创新的过程。只有在
理论和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才能
在性能上实现显著提升。科研不能
因循守旧，要始终瞄准学术前沿、
国家需求，持续不断地开拓创新。
这 个 过 程 充 满 艰 辛 ， 需 要 逢 山 开
路、遇河架桥，从实践和磨砺中获
得 真 知 。 唯 有 凭 借 坚 韧 不 拔 的 毅
力 ， 才 能 走 出 困 境 ， 攀 登 科 学 高
峰。同时，科研创新需要走一条自
主可控的道路，只有具备坚实的理

论基础，掌握高效的科研方法，才
能不断取得突破。

从博士阶段开始，我的研究方
向 集 中 在 高 分 辨 雷 达 成 像 。 近 年
来，随着相关理论和技术的不断发
展，我们已经获得大量地物场景和
重点目标的高分辨图像，然而准确
高效的图像解译还面临诸多技术瓶
颈 。 针 对 重 点 目 标 检 测 识 别 的 需
求，我带领团队在该领域开展深入
系统研究。经过无数次夜以继日的
集成攻关，我们最终完成了算法设
计、框架搭建和软件平台开发，实
现 了 成 果 转 化 落 地 ， 并 在 “ 天 智
杯”“中科星图”等国内顶级竞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虽然整个研究过程
经历了各种挑战，常常到凌晨三四
点还在编写程序、调试代码，但是

我 们 始 终 坚 持 不 懈 ， 积 极 开 拓 进
取。当所提方法获得准确的检测识
别结果时，我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
得的。

记 者 ： 我 国 著 名 的 电 子 学 专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保铮是您的导
师，他对您的科学探索之路有哪些
影响？

白雪茹：17 年前，保铮教授带
领我走上了雷达成像的科学探索之
路。面对雷达成像领域的诸多困难
和挑战，保老师当时虽然已是 80 岁
高龄，但仍然每天八点准时来到实
验室，带领我们读文献、推公式、
看数据。他不仅用渊博的知识、敏
锐的思维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指
明方向，而且用科学研究的严谨态
度 和 孜 孜 不 倦 的 进 取 精 神 告 诉 我
们：创新成果不是等来的，而是拼
出来的、干出来的。虽然恩师已经
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
貌仍然历历在目。他科技报国的情
怀，求真务实的精神，脚踏实地的
作风，始终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前
行。

记者：2022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
记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回
信，勉励青年学者大力弘扬留学报
国的光荣传统，以报效国家、服务

人民
为 自 觉
追 求 ， 在
坚 持 立 德 树
人、推动科技自
立 自 强 上 再 创 佳
绩。作为留学归国青
年学者，您对此有什么
感想？

白 雪 茹 ： 博 士 毕 业 后 ，
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机
器学习的基础理论研究，其间，
如何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用
先进理论解决困扰多年的低信噪比
成像难题，一直是我探索的方向。
结合这段访学经历，我对习近平总
书记的回信感触良多，青年学者唯
有 将 自 身 发 展 与 科 技 报 国 紧 密 结
合 ， 在 专 注 中 开 拓 ， 在 创 新 中 凝
练，才能在基础科研和工程应用中
取得突破，为国家安全贡献自己的
力量。

（下转第三版）

心系国家事心系国家事 肩扛国家责肩扛国家责
——访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青年科学奖获得者白雪茹

本报记者 冯丽

白雪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空间目标高分辨成像和

目标识别研究。她带领团队突破诸多技术瓶颈，率先研制出高分辨稳健

成像处理系统，其核心技术指标优于国外同类型雷达成像设备的性能，

使我国在雷达成像信号处理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成果应用于我国多

部宽带雷达，并在多次重大任务中提供了关键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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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篇强国建设 教育担当·

①白雪茹（左三）带领团
队参加比赛。 资料图片

②白雪茹在进行设
备调试。 学校供图

已过上退休生活的张永久，仍然
会时常想起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班岗。
7 年前，他以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的身份，
从杭州二中来到山区的桐庐中学。张
永久把该校化学学科带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培养了一批高徒。最终，怀着
对山区教育的深情，张永久于今年 3
月选择在桐庐中学退休。

一样的追求，不同的剧本，类似
张永久的“上山”故事，正在杭州城
区的许多名校、名师身上上演。在

“教育共富”的目标下，杭州市近年
来加大对临安、桐庐、淳安、建德 4
个山区县的政策和资源扶持，通过紧
密型集团化办学、组团式教育对口服
务、名师乡村工作室等新招实招，为
山区教师队伍输血造血，谱写了一出
芳华激荡的优质师资“上山记”。

紧密型集团，跨层级结对
张永久至今记得 7 年前杭州二中

校领导对他的嘱咐：到桐庐后把化学
学科带起来，这次支教和以往不一
样，“可能会待很久”。

彼时的张永久正处于职业生涯的
巅峰状态，是浙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特级教练。学校愿意拱手让出“宝藏
级”骨干教师，其背景是杭州市启动
的新一轮名校集团化改革。

“县域内名校集团化‘天花板’
低，我们希望通过市县高中跨层级结
对，来提升山区校的发展空间。”杭
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蒋锋说。

结对的关键在于“人”。市属高
中编制紧张，外派教师难度大。山区
县事业编制相对富余，但名优教师缺
口大。杭州结合双方特点，创新提出
跨层级划转事业编制改革，即山区县

“划转”部分事业编制给市属高中，
后者向山区高中每年至少选派 1名校
级领导，选派骨干教师数量不少于划
转编制数的 30%，服务时间不少于 1
年。“划转”并非永久占用，若山区

高中对服务质量不满意，可回收编
制。

杭州二中一次性派出特级教师张
永久、物理教研组长胡亦民、数学竞
赛指导教师李鸽到桐庐中学任教。学
生们欣喜地发现，张老师能将复杂的
化学原理深入浅出地解释清楚，解决
完一个知识点后又会设置下一道难
关，“上课时思维停不下来”。更让学
生叫绝的是，他文能吟诗，武能太
极，还有一手炫酷的飞牌表演。

张永久的魅力吸引了学生，也
感染着桐庐中学的同行们。他每次
开课，都有教师来现场旁听。起初
有人跟不上，一两个月后听出了门
道，越听越过瘾。青年教师陈杰拜
张永久为师，对其渊博的知识和治
学的严谨钦佩不已。“碰到任何教学
疑点，张老师都要翻阅大量的资料
和文献，经过自己的总结后再和学
生交流讨论。”

胡亦民、李鸽的课亦是如此。眼

看着教学质量拾级而上、青年教师迅
速成长，有了获得感的桐庐中学希望
将结对进行到底。在双方的努力下，
胡亦民去年在桐庐中学干到了退休。

一样的“上山”路，杭州学军中
学把教学管理标准带到了建德严州中
学，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把“励志
班”办到了桐庐汾水中学，浙大附中
与淳安二中实现了全学科对接。截至
目前，市属学校与山区学校已有 10
个跨层级结对。

组团援教实现全面“进补”
在建德市梅城中心小学，有一支

说着萧山话的支教团。
2022 年，杭州市首次启动面向山

区 4 县的组团式支教，受援学校提要
求，市域统筹派名师。梅城小学申请语
数、艺术、劳技骨干，对口的萧山区遴
选 4 人：语文章小华、数学韩程霞、劳
技朱玲玲、班级管理俞冬红，于当年组
团进校支教。 （下转第三版）

浙江省杭州市着力提升山区浙江省杭州市着力提升山区县教师队伍质量县教师队伍质量————

优 质 师 资优 质 师 资““ 上 山 记上 山 记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蒋亦丰亦丰 杨文轶杨文轶

9月11日，江苏省无锡市扬名中
心 小 学 教 师 指 导 学 生 写 汉 字 。 当
日 ， 该 校 开 展 推 普 周 主 题 宣 传 活
动，以营造“讲好普通话 写好规
范字”的良好氛围，增强师生的语
言文字规范意识和推广普通话的参
与意识。

今年 9 月 11 日至 17 日是第 26 届
全 国 推 广 普 通 话 宣 传 周 ， 主 题 为

“推广普通话 奋进新征程”。
汤毅 摄

讲好普通话
写好规范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家要有言为士则、行为
世范的道德情操。这为广大教师陶冶高尚道德情操，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担当强国建设使命提
出了明确要求和根本遵循。广大教师要牢记总书记的
期待和嘱托，努力加强自我修养，陶冶道德情操，努力
做“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基础在于
广大的教师对于职业道德的自觉。“师垂典则，范示
群伦”，道德情操是成长为一个好老师的先决条件，
是教师践行教育使命的核心品质。高尚道德情操的
锤炼首先是教师个体内在的修炼，是个人化的追求。
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展现着教师对教书育人的认
知、对职业的感悟，也展示了教师的生活态度、生命
状态和人生追求。这种教师对职业道德的自觉与自
律，是教师陶冶道德情操的内在动力和丰厚基础。只
有内心认识到“立德先立师，树人先正己”，广大教师
才能努力行动起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
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广大教师要自觉坚守精神
家园、人格底线，不为物欲所困，不为名利驱使，站住
讲台、站稳讲台、站好讲台。在日常生活中，应慎独自
律、省察克治，不断自我修炼；在职业生涯里，要坚决
恪守教师职业道德准则，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无
论甘当人梯、铺路石，还是以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心
灵，都要时刻铭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弘扬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
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根本在于

广大教师承担起培根铸魂的育人使命。道德情操的
陶冶与锤炼，不是在空谈中实现的，要在具体的育人
实践中得以完善和趋于完美。“其身正，不令而行。”
教师对学生不仅是言传，更是身教，教师只有严于律
己、以身作则，学生才能以师为镜。育有德之人，需有
德之师，教书育人者拥有高尚道德情操，才能对学生
的品行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教师既要为学生引求
知之路，又要引涵养品德之路，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
炼品格的引路人。同时，广大教师要结合祖国的发
展、国家的需求，将时代的责任传递给青年学子，让
正确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这样的育人互
动中，在道德情操的传递中，教师的自我锤炼才能得
到“淬火”与升华。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和
新挑战，教师要学习教育家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知责
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关键在于
系统推进协同落实。广大教师道德情操的锤炼，看似个体的事情，其实离不开外在
的环境、文化、机制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需要丰厚的“土壤”培育才能
日益丰盈。教育系统应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完善体
制机制建设，强化正面宣传引导，促进师德师风建设举措步入常态化、规范化、法治
化轨道。教育部门要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师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方
法、手段、机制等方面不断改进和创新，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使师德建设更加
贴近实际、贴近教师，把师德规范的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教师普
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引导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师德工作，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
统，千方百计为广大教师办实事、办好事，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
为教师教书育人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

教师品德高尚，为学生当好榜样，教育才能事半功倍，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只
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自
信自强、踔厉奋发，养成高尚的道德自觉，我们的教育事业必有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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