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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兵 本报记者 阳锡叶

在湖南大学实验室的深夜灯火中，在嘉
峪关零下15℃的风雪试验场里，在国家重大
装备的生产车间内，一个党员平均年龄仅25
岁的党支部，正用行动诠释新时代的青春担
当——他们将实验室“搬”进国家战略需求
的主战场，把论文写在破解“卡脖子”技术
的第一线。

这个党支部就是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
程学院机械可靠性党支部。支部依托国家级
科技创新团队成立，围绕建设可靠支部、开
展可靠研究、培养可靠人才开展工作，把支
部建设成为践行“科研报国”誓言的坚强战
斗堡垒。近日，该支部入选了湖南省第四批
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核心技术是国之
重器’，就是我们选题的‘北斗导航’。”机
械可靠性党支部党员们的工作笔记扉页，印
着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科技创新的金句。这
支由3位国家级领军人才领衔、50名硕博士
研究生党员组成的队伍，自2019年成立起就
锚定一个坐标系：国家战略需求就是科研
原点。

他们创造了“三向对标”选题法——向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对标、向国防科技难
题对标、向国家重大需求对标，邀请院士等
科学家及行业领军人才开展战略需求分析
会，把支部会开成科研定向会。正是这种将
政治学习转化为科研导航的机制，让团队在
航空航天高精尖装备、核电机器人等国家工
程中找准了发力点。

“战时突击”已成常态：在嘉峪关戈壁
滩，党员万德涛顶着刺骨的寒风调试精密监
测设备，确保某型核装备制造过程万无一
失；在某核电站，团队首创的耐辐照机器人
穿越高危区域，将巡检效率提升300%……5
年来，这支队伍授权发明专利50余项，参与
制定3项国家标准，把“卡脖子清单”变成
了“科研成绩单”。

2019年，机械可靠性团队入选国家级科
技创新团队；2021年，团队获得湖南省技术
发明奖一等奖；2023年，团队获得中国智能
制造十大科技进展、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
奖；2024年，团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科创团体；2025年，团队获评湖南省党
建工作样板支部。

支部有个特殊的“成才公式”：政治可

靠度×专业贡献度=人才含金量。在这里，
每名党员都有两张“成绩单”——学术成果
单和志愿服务单。

支部党员中，陈子薇带着“空间核裂变
反应堆可靠性研究”成果毕业时，毅然选择
奔赴核动力研究院，“我的论文是用核反应
堆‘烤’出来的，自然要回馈国家”；何遥
创办科技公司，其研发的无人驾驶远程系统
已应用于矿区、物流等多个领域，成为行业
领先的远程驾驶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陈浩
林担任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轴承
设计研究所理论技术负责人，聚力攻关的盾
构机主轴承项目入选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先
导技术榜单；文圣明毕业后主动扎根基层，在
乡村振兴一线贡献力量。据统计，团队80%的
毕业生选择扎根国防军工、核电、航空航天等
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可靠人才现象”。

支部的“红色育人法”颇具匠心：让
博士生在主题党日讲授“科技自立自强微
党课”，组织韶山红色研学，甚至把组织生
活会开到高端装备的生产一线。“我们培养
的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心怀‘国
之大者’的战略科学家。”导师姜潮教授如
是说。

湖南大学这个党支部党员平均年龄25岁，践行“科研报国”誓言屡创佳绩

“可靠性党支部”为何如此可靠

可靠性党支部，“可靠”在哪里？这是记者
采访时，一直追寻的问题。在与这群青年对话
时，记者从一个个故事中逐渐找到了答案。

2020年寒冬，疫情形势严峻，支部党员
逆行驻扎在中航工业自控所科研生产第一
线，与国防军工专家同吃同住30余天，每天
工作超10小时破解国防重点型号导航系统可
靠性难题。“防护服里的汗水结成了冰碴，
但习近平总书记‘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的嘱托在耳边发烫。”支部书记姚中洋
的话，或许就是答案。

从突破国际技术封锁的实验室，到尖端
装备的制造现场，他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

“可靠性”工程，不仅在机械零件的应力分
析中，更在青年党员许党报国的生命轨迹
里。正如他们在橘子洲头立下的青春誓言：

“让中国装备的每个零件，都跳动着一颗红
色中国心！”

采访手记

本报记者 熊杰 通讯员 刘金昆

“来自养殖一线的问题才是真问题，
不能只在实验室和论文中找课题。”近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在福建省漳
州市龙海区海澄镇上寮村的“对虾科技
小院”举行，主讲人是集美大学校长谢
潮添。

进入初夏，龙海区热浪滚滚，“科技
小院”绿草茂盛。20 多名学生戴着草
帽，顶着艳阳，沁着汗水，行走在养虾
池边，深入育苗室里，聆听来自校长的
讲述。

“以前养对虾要用的调水、抗菌剂，还
有一些辅助抗病药品，很多要从海外进
口，我们科研人员经过30多年的研究，现
在很多产品技术水平已经超过海外，而且
更加环保、更加无毒无害。”谢潮添回顾了
福建在水产养殖方面的发展历程，对学生
们说，“有了科研的加持，我们才能‘硬
气’，才能有自己的话语权！”

听到此处，陪同参观的水产公司负
责人蔡章印说：“过去养虾，我们是摸着
石头过河，不知养死多少。一有问题，
我们就请集美大学的老师来。老师把样品
带回学校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为我们
找出问题根源、解决问题，后来，干脆就
在我们‘科技小院’建起了实验室。”

谢潮添说，这些年，学校在水产领域能
取得一些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校立
足生产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成绩是一步一
个脚印做出来的，“如果不到生产一线，天
天待在实验室里，是出不了真成果的”。

“我的专业领域是藻类养殖，博士毕
业后，我不敢直接上讲台，而是在向养殖
户学习种紫菜后，才敢上讲台，才敢教养
殖。”谢潮添回忆起自己刚当教师时的情
景，强调了教师参与现场实践的重要性。

在授课环节，谢潮添结合《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规划 （2024—2035 年）》，以

“深怀爱国情，坚守报国志，争做新时代
挺膺担当奋斗者”为题，为学生们讲授思
政课。他还介绍了“科技小院”的由来，
以及集美大学“科技小院”建设的情况。

许金震是集美大学水产学院 2022 级
渔业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也是“对虾科
技小院”的“院长”。在虾塘边，他向学
弟学妹们介绍起对虾的养殖情况，可谓头
头是道。

“我可能是年龄最小的‘院长’。”谈
起当“院长”的收获，许金震说，“吃住
在养殖场，我才真正学会了养虾的流程，
懂得了如何与一线养殖人员沟通，并学会
从现场发现问题，最后与大家一起研究、
一起解决问题。”

在思政课的发言环节，集美大学计算

机工程学院 2022 级本科生张琴玉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她希望学校能创造机会，让
她将计算机专业知识应用到养殖环节，

“希望养殖业能用上更多人工智能技术”。
“学科交叉是大趋势。”谢潮添充分肯

定了张琴玉的想法，并介绍了学校加大人
工智能通识教育的设想，他希望张琴玉将
来能深入“科技小院”，把自己的想法变
成现实。

“我对自己的专业更有信心了！”集美
大学水产养殖学 2022 级本科生黄昌炜
说，参观“科技小院”不仅让他拓宽了视
野，也让他对水产行业的发展前景有了新
的理解。

“感觉校长很亲切，没有距离感，就
像我们身边的一位普通老师。”集美大学

水产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俞韩绣即将读
博，她长期扎根在“科技小院”，取得了不
少科技成果，被教师们称为“小院里走出
的‘金凤凰’”。

近年来，集美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专业
优势，已在4个省份46个县 （市、区） 打
造了48个“科技小院”，80余名教师和500
余名研究生深入“科技小院”开展科研实
践，同时派遣逾千人次科技特派员深入基
层，为破解“三农”难题、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集美大学还与企业合作建立了6个科技
创新驿站，实现了产学研深度融合和资源优
势互补；推出“师生科研搭子养成计划”，培
养一批知农、爱农、兴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
才，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

集美大学打造“科技小院”服务乡村振兴

虾塘边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本报讯（记者 方梦宇）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张强、徐飞虎等
人联合国内外科研机构，首次提出并实验验证了
主动光学强度干涉技术合成孔径技术，实现了对
1.36 公里外毫米级目标的高分辨成像。实验系统
的成像分辨率较干涉仪中的单台望远镜提升约14
倍。该成果近日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被选为
编辑推荐论文。审稿人高度评价该成果，认为

“该论文在远距离大气高分辨率成像问题上取得了
重大进展”。

传统成像技术的分辨率受到单个孔径衍射极限
的制约。为突破这一物理极限，研究人员长期致力
于发展各类合成孔径成像技术。为实现远距离非自
发光目标的高分辨率成像，并抵抗大气湍流，结合
主动照明的强度干涉技术成为一个极佳候选方案。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远距离热光照明方案和鲁棒图
像重建算法，强度干涉技术应用于主动合成孔径成
像领域仍具有挑战性。

针对上述难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研究团
队创新性提出主动光学强度干涉技术，开发出一种
多激光发射器阵列系统，通过大气湍流的自然调
制，巧妙合成多个相位独立的激光束以实现远距离
赝热照明。

在1.36公里城市大气链路外场实验中，团队使
用8个相互独立的激光发射器构建发射阵列照射目
标，相邻发射器间距为0.15米，大于大气湍流的典
型外尺度，以确保每束激光在经过大气传播后具有
独立且随机的相位变化。同时，构建的接收系统由
两台可移动的望远镜组成0.07米至0.87米的干涉基
线，结合高灵敏度的单光子探测器以测量目标反射
光场的强度关联信息。

团队还开发了鲁棒的图像恢复算法，最终成
功重建出具有毫米级分辨率的目标图像。研究人
员介绍，该工作为远距离、高精度的遥感成像和
日益重要的空间碎片探测等应用场景开辟了新的
可能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团队

远距离大气高分辨率
成像取得重大进展

进展新新科技

本报讯（记者 陈
欣然 通讯员 李梦
楚）周末，天津市津南
区海棠街道品尚花园社
区，一场面对社区居民
的法律咨询活动正在进
行。“我租住的房屋，
房东忽然将房子出售
了，我该怎么办？”“如
果有人高空抛物砸到
人 ， 该 怎 么 追
责？”……面对五花八
门的问题，南开大学法
律援助协会的大学生们
一一认真解答，专业细
致的讲解让居民们纷纷
竖起大拇指。

这样的普法宣讲和
法律援助活动，协会已
开展了22年。

2003 年 ， 南 开 大
学法学院师生怀着“知
中国，服务中国”的信
念，走进天津市南开区
嘉陵北里社区，建立了
第一家社区服务基地。
从最初的“摆摊”解决
邻里纠纷，到如今覆盖
津南区、河西区、蓟州
区 10 余个社区和村镇
的法律咨询和普法宣讲
活动，他们将法学课堂
延伸到千家万户，为众
多居民排忧解难。

协会学生负责人、法学院2021级学生张星冉
至今仍记得，在一次社区法律援助活动中，一名居
民神色焦虑地来到咨询点，讲述了自己最近的遭
遇——房东单方面毁约，要求提前收回租住房屋
并拒绝退还剩余租金和押金。

面对这一情况，张星冉和小伙伴们仔细研读租
房合同，逐字逐句分析条款。之后，当事人用协会
制作的法律意见书与房东交涉，使纠纷得以成功解
决。

协会每一份意见书的诞生，都有着严谨的规
程——“三级审核+案例检索”。每当有人求助协
会时，团队会先用标准化案情信息统计表细致收集
案件线索，低年级志愿者负责整理案情，并依据法
律条文、案例分析，结合当事人情况起草初稿。接
着，高年级志愿者对照类案大数据修正法律适用，
仔细审核意见书细节；会长审核语言的通俗性，必
要时会咨询教师，确保意见书的专业性。之后，他
们定期回访当事人，了解法律意见的落实情况，整
理共性问题并向相关社区、部门反馈。

一路走来，协会为每一名当事人驱散法律迷
雾，让每一名受助者感受到法律的温度。“实践
育人与专业育人实现了有机结合，毕业后他们中
有人进入法检系统工作，有人选择扎根基层，有
人赴西部支教……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
热。”社团指导教师、南开大学法学院团委书记
周敬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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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张
俊 鄂胜波）当一尾武昌鱼在铁锅中翻腾
起热浪，当三国典故与现代科技在舌尖碰
撞，长江职业学院的校园里正上演着一场
独特的文化育人大课。近日，湖北省鄂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昌鱼制作技艺第三代
传承人郑彦章，携千年鱼香走进校园，用一
场“色香味史”交融的沉浸式课程，为青年
学子揭开非遗文化的创新传承密码。

“武昌鱼之名，始于三国烽火。”站在报
告厅讲台前，郑彦章指着团头鲂标本，将千
年鱼史娓娓道来。从孙权定都武昌的典
故，到毛泽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
豪迈诗篇；从 1955 年科学家易伯鲁命名

“团头鲂”的学术突破，到2024年“无刺武
昌鱼”新品种的成功培育——这条“鱼”，承
载的是历史基因与科技密码。

“原来一道菜里藏着半部中国史！”长
江职业学院 2024 级大数据与会计专业学
生李晓惊叹道。她的惊叹，正是非遗进校

园的深层意义——让年轻人看见传统文化
背后的“硬核实力”。

报告厅外，食堂门口早已香气氤氲。
郑彦章系上围裙，在清蒸鱼上浇淋秘制豉
油，红烧汁在滚油中沸腾，香煎鱼皮泛起
金黄……千余名师生手持餐盘，在“武昌
鱼挑战赛”中体验非遗传承的“速度与激
情”。“3 秒抢光！”目睹餐盘秒空的盛
况，长江职业学院团委书记韩永平笑言，

“年轻人用味蕾投票，证明非遗传承需要
更接地气的表达。”

“我们要培养会做武昌鱼的‘00后’！”
韩永平介绍，学校已将武昌鱼烹饪纳入劳
动教育课程，未来将开设食堂专属窗口、举
办校园大学生烹饪大赛、校园武昌鱼文化
节，让非遗传承有了可持续的青春动力。

长江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童静菊表示，非
遗保护不必困于“博物馆式”的凝视，让青年
在烟火气中触摸历史，在创新中延续文脉，
或许正是传统文化最好的“活态传承”。

长江职院邀请非遗传承人“色香味史”话文化

武昌鱼跃进大学校园

谢潮添在
养殖现场为学
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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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许芳 记者 陈朝
和）“花椒要先用清水浸泡去苦，葱叶要
选翠绿的部分，这样剁出来的椒麻才够鲜
香。”近日，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东园食
堂的烹饪实践课上，30 余名学生正围在
操作台前，跟随学校后勤保障部饮食管理
服务中心中式烹调技师杨胜容学习制作椒
麻鸡丝和水煮肉片两道经典川菜。

这是川大学工部联合后勤保障部全
新推出的“匠心蜀味・厨艺学堂”劳动教
育课堂现场。

“太厚不入味，太薄容易碎。”杨胜容
从后厨走上“讲台”，化身“劳动导师”，
为学生耐心讲解关键步骤。他一边示范，
一边对学生说：“把肉片切成2毫米，是
水煮肉片的要求。其实做菜和你们做实验
一样，都要讲究精准度。”

在现场实操环节，学生们分组协
作，切肉、备菜、开火炒菜，一一实践
刚学到的川菜理论和厨艺技巧。不一会

儿，空气里就弥漫着鲜香麻辣的诱人
香气。

“尝味时刻”最激动人心，学生们尽
情享受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美味川菜。“这
样的劳动课程让我系统了解了川菜的由来
和特色，感受到了烹饪的乐趣。”川大电
气工程学院学生程宏宇说。

据了解，川大“匠心蜀味・厨艺学
堂”劳动教育课自今年4月举办以来，已
开展4期，学生的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学
校计划今年开设22期课程，本学期开设8
期课程，后续将推出麻婆豆腐、泡椒肝片
等经典川菜以及香菇包、水晶虾饺等特色
小吃的教学课程。

近年来，川大将生活化场景创新性
深度融入劳动教育课，通过精心策划和
打造开心农场农耕体验、厨艺课堂美食
制作、校园绿化责任养护等系列实践课
程，持续深化和拓展“生活化+劳动教
育”新模式。

四川大学举办“厨艺学堂”深化劳动教育

课堂里飘出川香蜀味

追寻“可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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