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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叶草”里的“失声”英雄“四叶草”里的“失声”英雄

本报记者 北梦原 本报通讯员 王东坡

4月 13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1号和 2号馆部分区域开

始收治新冠肺炎感染者。至此，这座被习惯称为“四叶草”的

大型展馆完成紧急改造，成为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方舱医

院建成背后，是建设者们连续多日的努力，韦建举就是其中的

一员。

鏖战四天四夜，协助 2号馆安装完成护士站配电和 12000
平方米通风系统，工程结束时，他的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

韦建举来自广东深圳，今年 37 岁，是中建二局安装公司

的项目经理。4月 6日上午，看到工作群中援建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方舱医院动员令，韦建举悄悄和医院打电话推迟了强

直性脊柱炎手术，登上了深圳前往上海的大巴。

上海到深圳，1200公里，韦建举和同事连夜驱车，路上开

了 3 个视频会，沟通人员、材料、施工方案。4 月 7 日下午，韦

建举和 200多名建设者抵达“四叶草”。

没有片刻休息，韦建举接过了他的任务——4 天内完成

12000 平方米通风系统的安装。这相当于平时两个月的工作

量，而彼时物流不通，材料运输、人员集结全都迫在眉睫。韦

建举带领工人争分夺秒组织材料及建设者队伍、协调机械设

备、确保各专业穿插施工。

作为中建二局安装公司 3 号馆通风系统负责人，韦建举

的手机每隔几分钟就会打进或打出一个电话，每天需要接打

两百多个电话。由于作业现场非常嘈杂，韦建举不得不加大

音量，不停喊话。

夜以继日高强度的工作，让韦建举在喊了一天后，嗓子再

难发声。“工期比较紧张嘛，给工人安排工作比较多，说着说着

就这样子了。”无奈之下，韦建举只能凑到工人耳旁扯着嗓子

说话。

4 月 10 日晚，“开机、调试！”韦建举用沙哑的嗓音下达调

试命令，通风设备的轰鸣声成了最美妙的交响曲。通风系统

犹如整个方舱的“呼吸道”，大功率风机吹走污浊，源源不断送

来新鲜空气，令人为之一振。此时，韦建举已经连续指挥施工

70余个小时。

在韦建举的调度与坚守下，第一批施工节点在 28小时后

任务全部完成；36小时后，三楼连廊 200多个集装厕所电气安

装完成；42小时后，所有护士站插座开关安装完成……

“所有人都一样，全力以赴争取时间，只盼着能早日完工。”

看着方舱医院从无到有，韦建举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王维砚

春日午后，晴空万里。北京理工大学校

园里，粉色海棠正开得灿烂。

穿过中心花园，在教学楼，记者见到了追

光的科学家——黄玲玲。

短发，浅灰色套头衫、深色牛仔裤、白色

运动鞋，一身“学生打扮”的黄玲玲是光电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虽然只有 36岁，但是

她的头衔却有一长串：青年长江学者、北京

市卓越青年科学家、霍英东基金获得者。

她的成功令人炫目：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贝

里相位超表面的物理机制，并首次实现三维纳

米全息工作，31岁当上博导，32岁成为教授，

在高水平SCI期刊发表了80余篇论文……

黄玲玲的研究领域是微纳光学和混合

现实技术，这是推动元宇宙及其他光学技术

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

让用户沉浸在被虚拟连接的全新环境

中，感受不到虚拟存在和真实存在区别的元

宇宙，近年来持续走热。不过，和外界各种

喧嚣的概念相比，黄玲玲的科研世界安静、

专注而纯粹。

品味独属于科学家的奖赏

换上拖鞋、穿上白色实验服，刷指纹验

证身份，在风淋间里除尘……黄玲玲带着学

生走进激光测量室。那些实现“从 0到 1”突

破的科研成果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实验室里百万级的精密仪器对温度、湿度

要求苛刻，不停运转的新风系统持续发出低

沉的“吟唱”。实验台上摆放着各种光学元器

件，看似随意的位置其实经过了精确计算，它

们构成了光学世界里的特殊秩序——光路。

计算分析、光路设计、加工制备、实验检

测……在那个理想的实验结果出现之前，黄

玲玲需要反复验证，穷尽每一种可能。

“勿动。看着乱，都有用。”实验室里立

着小小的提示牌。是的，一条光路可能会在

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留在实验台上。“科研不

是立竿见影的过程，需要时间和数据的积

累。”黄玲玲说。

操作台上，激光笔发射出的光束穿过光学

元器件，在白色背板上投射出一只蝴蝶。黄

玲玲手动调制后，蝴蝶的轮廓和翅膀上的纹

理渐渐清晰。在另一条光路上，雪人和老虎

的图案经过调制后，瞬间变成了水壶和茶杯。

眼前“魔术”般的影像变化都与一个其

貌不扬的小薄片——超表面有关。

“这是一种微纳光学元件，上面有肉眼

看不到的打孔结构。”黄玲玲向记者科普说，

超表面在功能性、轻薄性、集成度等方面都

能满足元宇宙海量信息获取、传输、处理与

显示的需求。

“如果这项技术能打通隔在理论与应用

间的那堵墙，未来全息影像的可穿戴设备会

更加轻便，甚至可以制备在隐形眼镜上，直

接对人眼功能进行调节。”黄玲玲说，在超表

面加持下，6G 时代的图像传输将实现从 2D
到 3D的跨越。

“我期待突破，期待成功。”黄玲玲把好奇

心、智慧，甚至整个身心投入科研世界，兴致

勃勃地去探索。科学回报给她以奥妙和成

就感。这，是独属于科学家的奖赏。

追光路上打怪升级

从小到大，黄玲玲一直是标准的“别人

家的孩子”。

2005 年，一路优秀的黄玲玲考取了南

开大学与天津大学合办的光电子技术科学

本科专业，开始了追光之旅。

4 年后，她被保送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

业硕博连读。这期间，她还在英国伯明翰大

学的物理与天文学专业进行了两年联合培

养。2014 年，黄玲玲进入北京理工大学成

为科研“青椒”。

“把枯燥的计算和公式变成现实的光场

调控效果。”当期待的实验现象近在眼前，这

是最让黄玲玲兴奋的时刻。

不过，科研之路并非坦途，在此之前，她

必须完成打怪升级的“闯关”，甚至要在“无

人区”里孤勇前进。沿途有不期而遇的惊

喜，也会有此路不通的沮丧。

几年前，黄玲玲和同事一起进行可重构

超表面研究，希望通过加入特殊气体，让光

束在通过超表面时自动实现可切换。

当时，前期理论设计已经完成，却在加

工过程中遇到了“拦路虎”。

“再换一条路试试呢？”每次进入瓶颈

期，黄玲玲总会这样想。

“研究越进入深水区，就越会发现有意

思的地方。”黄玲玲说，“好奇心和热爱会驱

使你去往更远的地方。”

“最终还是由于对镁的特性把握不足，

实验功亏一篑。”黄玲玲的语气中流露出惋

惜。那大半年时间里，她和同事为了这个项

目经常工作到深夜。

“科研失败是常有的。”黄玲玲说，后来

他们把这次的理论设计和算法写成了论文

发表，也是在为后续实验蓄力。

走在科研路上，黄玲玲追求的一直是创

新和特色。“科研成果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可以在人类知识的边界上，有小小的突破。”

在黄玲玲心中，科研需要不断地胜利，翻过

一座高山，整理行囊，再去攀登更高的山峰。

追光的科学家，也逐热

“越是优秀的科学家越是有意思有魅力

的人。”黄玲玲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导师打破

了大家对科学家就得绷着、冷冰冰、格外严

肃的刻板印象。

学生们的“格子间”就在黄玲玲办公室的

旁边，她特地准备了几个小圆凳，遇到学术上

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一起坐下“头脑风暴”。

目前，黄玲玲有十余位博士和硕士研究

生。从最初仅有 1 名学生到现在的颇具规

模，这支不断“长大”的学生队伍都是被黄玲

玲的魅力吸引来的。

周宏强是黄玲玲指导的博士生，他坦言，

当初选黄玲玲当导师是因为“看到她写出了

很多高水平的论文”。

低调的黄玲玲也成了学生们心里的一

道光，让他们找到了人生坐标。

祝双琦和张雪都是硕博连读的学生。

她们从导师身上看到：在这条常常是男性

主导的科研赛道上，女性同样拥有成长的

无限可能。

家庭是黄玲玲的心灵归属和慰藉。她

的丈夫是机械专业的大学老师，有时，夫妻

俩会在家“切磋论道”。陪 6岁的女儿练钢琴

是黄玲玲难得的亲子时光，看着女儿从弹奏

几个音符，到能弹奏出一小段乐曲，她陶醉

其中。

这天，晚上 7点,黄玲玲

在中国图像图形学会举办的

“云讲堂”做了主题报告，等

回到家中，已是 9 点多了。

抱一抱可爱的女儿，哄她入

睡，黄玲玲卸下一天的疲惫。

追光的黄玲玲，也逐热。

本报记者 马学礼 本报通讯员 李嘉辉

“老张快来，二区的一台槽子出问题了。”坐在电脑前察看

工艺参数的老张突然听到对讲机里传来求助声，起身冲出了

工艺室，三步并作两步跑向求助点。

“不要再用木棍熄效应了，快加冰晶石封严壳面。”老张迅

速调整“治疗”策略，“电压高导致电解质杂质太多，只有加入

冰晶石尽快使电解质‘退烧’，才能让槽工艺稳定下来。”看着

电解槽电压逐步恢复，其他指标也趋于稳定，老张长长舒了一

口气。

老张名叫张孔亮，是国家电投铝电公司青铜峡分公司电

解车间一名拥有 30多年工作经验的“老电解”。多年来，经过

80 千安、120 千安、160 千安和 200 千安电解系列的历练，老张

总结出了很多“绝招”，对于各种“病槽”手到病除。

凭着这些“绝招”，老张成了人人敬佩的技术大拿。可在

今年以前，老张心里一直有一道坎——200 千安电解指标与

行业先进值长期有差距，“迈不过这道坎心有不甘”。

于是，老张跟差距较上了劲。他频频使出“绝招”折腾那

些影响指标的“病槽”。

2021 年 9 月的一天，车间二工区三台电解槽出现了问

题。槽罩打开的一瞬间，高温扑面而来，“全副武装”的老张和

同事们围着炉膛开始作业。

“结壳处用钢钎打眼，让铝水溶进去，把硬结壳块一点一

点撬软，不能熔化的用铁耙扒出来。”“现在把火眼堵上，开始

灌电解质。”

在极其紧张的抢修现场，老张的指挥淡定且从容。

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了整整 5 个月，电解槽逐步恢复

健康，槽平均电压也逐步从 4.06 毫伏降到了 4.02 毫伏。老张

欣慰地笑了，他终于跨过了那道坎。

今年一季度，老张所在的电解一车间电解铝关键指标创

造了该系列投产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了行业先进值。老张

也被评为国家电投铝电公司 2021年度劳动模范。

老张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绝招”公之于众。同事们

调侃他“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时，他总说，“这不算啥‘绝招’。”

最理解老张心思的支部书记杨彦福告诉大家，“其实，老

张真正的‘绝招’是吃苦耐劳、敬业奉献。”

老 张 的“ 绝 招 ”老 张 的“ 绝 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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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李治文 赵师何

在粤北山区广东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镇，

提起邮递员邱传雄，居民们总是竖起大拇指，

夸他是山区邮路上的及时雨。

29年来，邱传雄坚守心中的那片“绿”，每

天投递里程约 120公里，参加工作至今投递里

程约125万公里，可以绕地球31圈。今年3月，

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授予邱传雄

2021年度广东省“最美快递员”荣誉称号。

把邮件及时送到客户手中

邱传雄是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邮政支局的

一名普通投递员，1992 年 10 月参加工作至

今，他奔波在崎岖不平、蜿蜒曲折的村庄、街

镇邮路上，把邮件及时送到人们手中，足迹踏

遍了马头镇的山山水水。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这是邱

传雄的工作理念。

2021年 12月的一天，邱传雄完成当天的

投递任务回到单位时，已是晚上 7 点多。他

翻阅新到的投递邮品，发现了一件急送件。

“客户此刻也许正焦急等着签收这件物

品。”想到这里，他顾不得屋外的冷风冷雨，一

头扎进了乡村的夜色中。

当他敲开村民家的大门，将快递交给村

民签收时，这位村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

执意留邱传雄在家吃晚饭。

“这是我应该做的。”邱传雄谢绝了村民

的好意，他感到心里很踏实。

包裹、信件、报刊、录取通知书……很多

村民家庭的重要时刻，他都参与其中，“我的

喜怒哀乐已经和这条邮路长在了一起。”

邮路上的及时雨

在这条乡村邮路上，邱传雄不断扩大服

务范围，经常帮村民，特别是边远山区的老人

代购日常生活用品。科罗村的留守老人谭先

富、范立夫妻俩，由于生病行动不便，邱传雄

一直帮他们购置物品、打扫卫生。

2020年 3月的一天，春雨绵绵，邱传雄到

上湾村送邮件，村口的一间小商店里聚集了

一群闲聊的村民，有人说起，住在山下的一位

80多岁的老人已经四五天没露面了。

路过的邱传雄听到后，立即买了方便面

和鸡蛋，前往两公里外的老人家中。这位老

人叫余尚友，因疾病常年卧床休养，见到邱传

雄带着东西来看望他，余老伯顿时哽咽了。

“帮助别人，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跑在邮

路上，遇到需要帮助的人，邱传雄总会伸出援手。

2019年 7月，在秀坑村与秀田村交界处，

两位学生共骑一辆摩托车回家，不小心跌在

路沟里，摔得头破血流。恰逢邱传雄经过，他

第一时间把两位学生送到了马头镇中心卫生

院的外科诊室。

一份幸福的事业

2021年 7月 17日上午 10点 30分，邱传雄

正在马头镇上湾村投递作业，上湾村村委会

旁边的一栋居民楼突然起火，浓烟四散。

邱传雄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拨打火警

电话，并呼叫周围的人前来救火。着火的居

民楼大门紧锁，邱传雄在电话通知屋主后，迅

速跑去村委会搬来灭火器、消防水管等灭火

器材，随后，他抱着消防水管冲进屋内灭火。

闻声赶来的村民也纷纷拿起灭火器，经过

大家20多分钟的扑救，火情终于被控制住了。

“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火情并进行扑救，我

的房子不知道要烧成什么样了。”屋主拉着邱

传雄的手感激地说。

3 天后，马头邮政支局收到了上湾村送

来的感谢信，赞扬邱传雄见义勇为的精神。

邱传雄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老一辈的邮递员，只有简陋斗笠、纸伞，

肩背沉重的邮包、靠双腿走完上百里的崎岖

山路。如今工作条件好了，我们穿着绿色的

工作服，骑着绿色的摩托车，载着绿色的邮包

飞奔在平坦的水泥路上送邮件，已经足够幸

运。”邱传雄珍视自己的工作，他觉得，每一封

邮件都代表着一份希望、一份期待，这份事业

幸福感满满。

守着心中的那片“绿”，邱传雄已经连续

13年荣获“优秀投递员”称号。

每天投递里程约 120 公里，29 年的投递里程相当于绕地球 31 圈——

山区邮路上的及时雨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在元宇宙追光的女科学家在元宇宙追光的女科学家
3131岁成为博导岁成为博导，，黄玲玲追求黄玲玲追求““在人类知识的边界上在人类知识的边界上，，有小小的突破有小小的突破””

图片故事

一座桥 一个工班 十七年

图为接触网工孟祥森在京沪铁路南京
长江大桥上对接触网设备进行查看。

4月11日，在京沪铁路南京长江大桥
上，中铁电气化局运管公司上海维管处南京
维管段的接触网工们像往常一样，对大桥要
害部位的接触网关键设备“把脉诊疗”。

“封锁停电命令下达，各组可以作业！”
一声令下，轨道车缓缓驶入作业区段，四组
梯车同时开工，“全副武装”、身手敏捷的作
业组成员攀上接触网，熟练地往返于支柱
和腕臂之间。20多分钟的“天窗点”，金属
碰撞声此起彼伏，犹如美妙的音符在高空
回荡。

寒来暑往，这个工班已经悄悄守护了
这座大桥近 17 年时间，在 6000 多个日夜
里，用实际行动换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
的安全畅通。 （王子龙 文 杜希昊 摄）

黄玲玲在激光测量室做实验黄玲玲在激光测量室做实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肖婕妤肖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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