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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科 院 合 肥 物

质 科 学 院 稳 态 强 磁

场 大 科 学 装 置 刷 新

纪录后，高场磁体技

术 青 年 创 新 突 击 队

在装置前合照。

（资料图片）

◀ 合 肥 市

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护

理组组长陶阳。

本 报 通 讯 员
朱沛炎 摄

▼ 话剧《炉火照天地》剧照。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科学岛上，一批勇于攀登的青年科技人才，

用活力和创造力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

军。在战“疫”的日日夜夜，一支支青年突击队奋

战在医疗救护、交通物流、项目建设一线，守护社

会发展和百姓健康。无数青年心怀梦想，在创新

创业的青春赛道奋力奔跑，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

力量之源。

今日之中国，已站上新的宽广平台，而发展

远未到顶，前方有更大舞台和更多机会，时代的金

风将把更多梦想的花朵变成芳香甜美的果实。历

练学习、积极进取、无畏拼搏，是青春的通行证。

与前辈相比，当代年轻人生长在物质更充

裕、关爱更充分的环境中，受经济全球化与互联

网的双重洗礼，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个性鲜明，

知识储备丰厚，综合素质较强，但同时对物质和

精神期望提高，在宽广平台激烈竞争中的耐挫力

准备不足，以及社会分化带来的奋斗起点不同，

给年轻人带来更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能在社

会系统中实现自我价值，没人甘愿想做一条“咸

鱼”。幸福不会从天降，生活的“玫瑰园”由辛勤

耕耘而来，这种共同认知仍然潜藏在每个人心

底，随时激发青春奋进的追梦赤子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长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

近。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蕴含澎湃动能、

无限可能。鲁迅先生说，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

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

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为年轻人奋

勇前进创造更好条件和环境，他们就能用激情和

坚韧的努力，为自己打开一片天，以“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成就“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江大河，执着的奋斗才能

抵达远方。不负春光勤耕耘，越来越多的青年正

在各自的专业领域精耕细作、精益求精。追梦途

中，千百万人的志向和奋斗正奏响青春最美丽的

乐章。

不负春光勤耕耘
吴晓征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报通讯员 夏 瑞

食品质量检测新技术研究与开发是保障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全球食品科

技竞争的制高点。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

品质量检测新技术与装备，追逐食品质量无损智

检的“国产替代梦”，一直是合肥工业大学“中科

敏选”团队的初心和使命。

日前，该团队相关成果获第八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教主赛道本

科生初创组国赛金奖，以及第十三届“挑战杯”中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金奖，并正在积极推

进产业转化。

“传统理化有损检测模式速度慢、浪费大、干

扰多、精度低。国外食品无损检测设备溢价严

重，我们‘买不起’‘用不上’，而国内无损智检装

备的研发又几乎是空白。”2020 年，合肥工业大

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刘鑫汉便加入了

学校相关科研团队。

面对这样的技术难题，该团队紧盯食品无损

检测的前沿领域，用科技赋能国产食品检测行业

发展。经无数次调研和实验后，团队果断摒弃国

外主流技术，“换道超车”采用声光结合的方式，

分别实现肉品质量与安全快速无损检测、坚果内

部品质快速无损识别检测等，形成了相关装备系

统。相关科研成果能使复杂肉类体系的检测速

度较传统模式提高 20 倍；针对坚果体系中缺陷

特征和霉菌滋生情况，检测准确度从 75.3%提升

至 99.6%。

“创新技术层面的突破只是起点。要想实现

技术装备化，让检测设备真正动起来出实效，离

不开多学科交叉融合、一体协同。”团队第一指导

教师、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马飞介绍。为

此，团队跨学科组建了一支涵盖管理科学与工

程、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仪器仪表等专业的人才

队伍。“大家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围绕共同的目标

协同攻关。”团队成员、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应用

技术专业研究生董腾腾说。此外，团队还吸引了

来自相关人工智能企业的参与，形成了“产学研

用”一体化实践模式。

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攻关，团队设计构建出成

套的食品无损快检装备及系统，完成了对食品安

全供应链、全场景、批量化的在线检测，成功实现

食品安全智能化检测的国产替代。目前团队已

参与 1 项国家重大研发计划的推广与应用，拥有

16 项国家专利及软著，发表 SCI 论文 12 篇，项目

成果覆盖装备研发全过程。

成功捧回“双金”，荣誉纷至沓来。在团队负

责人、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徐宝才看来，这

是追逐食品质量无损智检“国产替代梦”上的重

要一步，也是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起点。

食品智检 抢占科技制高点

■ 本报记者 鹿嘉惠

一条长桥连起一座三面环水的半岛，孕育了一个个科技成果，创造了一个个

世界纪录。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院所在位置，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科学岛”。青年

科研骨干在岛上吹响科技自立自强的“冲锋号”。近日，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院团

委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在岛上，有 1 支以老科学家命名的青年突击队、6 支以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命名

的青年突击队，建立以青年科研骨干为主的理论学习小组 29 个，培育形成“青稞沙

龙”等青年教育品牌。

在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刷新世界纪录过程中，高场磁体技术青年创新突击

队遇到的困难，一次次考验着这群青年人的信心、决心和毅力。

2017 年 ，磁 场 强 度 由 40T 提 高 到 了 42.9T，2019 年 ，这 个 数 字 被 提 高 到 了

43.9T，冲击世界纪录看似仅一步之遥，却都以失败告终。最让人揪心的事发生在

2021 年 4 月，混合磁体达到 40T 后，相关数据便停滞不前，第三次冲击以令人沮丧

的结果收场。

“第三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青年突击队队长房震坦言，青年突击队成立

以来，他时常会沉浸在新旧方案的对比之中，为了某一项技术创新工作到半夜也

是家常便饭。“大家都是青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容易犯难、意志不坚定，我们结

合理论学习和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活动的开展，利用常态化的思想教育和研讨机

制，增强了大伙攻坚克难的信心。”

时间的指针拨到 2022 年 7 月 15 日下午，高场磁体技术青年创新突击队正在参

与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

“当天的联调实验现场气氛像极了体育比赛现场。”1 万安培、2 万安培……所

有参数保持正常稳定。电流每增加 1 万安培，稳态磁场都会上一个台阶，一般也会

停顿十几秒。“停顿是为了看磁场状态稳不稳，说实话每当停顿时，都挺煎熬的。”

青 年 突 击 队 队 员 回 忆 道 ，“最 终 ，中 控 大 厅 的 屏 幕 上 出 现 了‘ 混 合 磁 体 总 场 强

45.2T’字样，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刷新世界纪录！现场一片欢呼。”

“传承以葛庭燧院士为代表的老科学家精神，以极限特性材料攻关为使命，听

从党的召唤，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2021 年 4 月，在合肥物质院党委的部署

下，11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葛庭燧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

“葛庭燧院士是我所在的内耗与固体缺陷研究部的创始人，他‘大爱、

大智、大勇’的科学家精神，是我们青年科研人员的宝贵精神财富。”突击

队队长刘瑞说，他们将小组理论学习和老科学家精神传承相结合，进行

科研攻关。

“如果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受制于人，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是非常难受

的。”突击队成员史子木说。如何让青年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树立信心、

明确方向？合肥物质院团委持续开展了“向老科学家写一封信”“党旗下

的青春”讲演、“科学家精神薪火传”青年朗诵大赛等活动，与科研青年寻

找共振点，让科学家精神在青年科技创新中充分发挥感召力，砥砺科技自

立自强的底气、勇气和志气。

葛庭燧青年突击队围绕国家在相关领域对关键材料的重大需求，在

关键材料技术攻关中不断突破，助力“天问一号”着陆火星。研制核聚变

堆先进钨材料，率先合成金属氮和流体金属氢，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

了力量。

为加强对科研青年的服务，合肥物质院团委持续开展“暖心暖情公益在行

动”工作。每年持续开展“秋之约”青年联谊活动，已经坚持了 15 个年头，形成品牌

示范效应和良好的社会口碑。科学岛“蒲公英科学传播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博

士团公益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传播科学知识、承担社会责任，被评为全国“四个

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科学岛上

吹响青年“冲锋号”

■ 本报记者 罗晓宇

江淮大地，有一批白衣天使，不辞辛劳，坚守一线，青春的脸庞在拼搏奋斗中焕

发光彩，用一颗丹心守护着江淮儿女的健康。

“死神手中勇夺生命，阳光男护别样风采”，这是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对陶阳的褒奖。1995 年出生的他，是重症监护室最年轻的护理组组长。

一天，凌晨 1 点，一阵尖锐的电话铃声回荡在护士站。“马上准备呼吸机和

ECMO，患者老年男性急性心衰，做好抢救准备！”陶阳和科室同事立即准备

好所有仪器和相关抢救设备。与此同时，分管床位的其他病人出现病

情变化……一夜紧张救治，病人状况稳定下来。十几个小时高强度

工作使得陶阳的脸色多了几分苍白，他以为是长时间未进食导致

的轻微低血糖，可一诊断，是应激性消化道出血……休整两天

后，陶阳返回了工作岗位。这位“拼命三郎”2021 年被评为合

肥市优秀共青团员。

陶阳的同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肿瘤科的

护师姚艳艳，前不久荣获第三届安徽省“江淮护理之星”称

号。作为实习生总带教，她把临床的实际经验和课本知识

融会贯通，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使实习生能

真正学到有用的临床知识。“护理工作中的我是快乐的！

有时遇到不开心，累得腰酸背痛，但看到病人痊愈时的笑

脸，这点苦都不算什么！”姚艳艳说。

“看到胡主任经常熬夜加班，跟着团队成员一起研究，真

的蛮心疼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伟的同事对记者说。而胡伟却不太在

意自己加班劳累，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对患者的治疗，这才是

最重要的。

致力于神经内科教学与科学研究 10 多年的胡伟，经过不懈努力，

攻克了急性基底动脉闭塞类脑卒中多年难题，提出采用“动脉取栓”治疗方

案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降低死亡率。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医学著名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在脑卒中治疗领域研究取得突破性成绩，是我也是团队所有人努力的回报。

希望这一技术早日落地，让全球脑卒中患者受益。”获评安徽省第一届“青年江淮名

医”的胡伟说。

守护健康 白衣执甲秉丹心

本版责编/朱琳琳 张旭初 版式/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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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琳琳

“4 月 17 日我和演艺集团的同事们一

起踏上新疆之旅，为和田的群众送上慰问

演出，和当地的艺术家开展交流，将安徽

的地域文化和当地老百姓分享。”国家一

级演员、安徽省“六个一批”拔尖人才、安

徽省徽京剧院演员汪育殊告诉记者，他

从新疆回来后立即马不停蹄前往杭州

参加戏曲盛会，探讨戏曲在当下如何守

正创新，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许 多 人 熟 识 汪 育 殊 ，大 多 是 因 为

《惊魂记》的“子胤”一角。多年来，他一直

在探索徽剧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徽剧人才

可谓求贤若渴。

“徽剧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活起来才

能发挥它的效益。我们需要虚心学习、不断摸

索，包括人才培养、剧本创作、舞台设计、表演形式

等的创新，从而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院。”汪育殊

说，接下来他想创作现代徽剧，将当下的社会故事

和时代精神融入其中，前段时间主创团队已经前

往黄山进行采风，为后续的创作积累素材。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员袁媛，近几日也忙得

不亦乐乎。“最近我们在紧锣密鼓地排练大戏《共

产党宣言》，为即将参加在广州举行的蓓蕾剧院

梅花奖终评‘练功’。”袁媛告诉记者。

20 岁左右就担纲大梁的袁媛，经历舞台的

千锤百炼，虽刚过而立之年，已是立得住、叫得

响的“女主角”。近年来，她排演了黄梅戏红色

三部曲《红梅赞》《青春作伴》和《共产党宣言》，

颇受好评。

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有舞台。作为党的二

十大代表，袁媛多次走进高校、协会、社区、工地

等表演，她表示：“将以青春之我奉献国家，把党

的最强音传播到群众心中。”

从传统戏曲到话剧，舞台的呈现虽有差异，

但“内核”却不二，都是“练家子”功夫。对此，安

徽省话剧院演员王梅君颇有感触：“对于演员来

说，进入排练场，就是汲取养分了。”

“前不久，我们从北京演出话剧《炉火照天

地》归来，4 月的每个周末都在安徽省话剧院周

末儿童小剧场给孩子们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其间还去马鞍山演出儿童剧《红孩儿》。正

在复排的《徽商传奇》5 月份将在安徽大剧院演

出，《卖火柴的小女孩》也将在 6 月份给小朋友们

演出。”提及话剧，王梅君如数家珍。眼下她的日

常已被排练、演出安排得满满当当，虽是如此，她

却非常享受舞台带来的乐趣。

在王梅君看来，“炼钢就是炼人”，演员也应

当有“炼钢”的精神。她表示，作为文艺工作者在

赓续传统的表演模式上要创新突破，匠心打磨每

一个角色，为观众贡献更多高质量作品。

探索创新 匠心演艺为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