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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科学家黄大年

至诚报国
振兴中华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园湖路小学，黄大年
同志先进事迹教育基地的一本毕业纪念册复印件
中，黄大年题写的“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跃然
纸上，也深深地刻在母校师生的心里。

黄大年，1958 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后随父母下
放到偏僻山村。高考头一天，他走了近一天的山
路，才走到20公里外的考场。1978年，他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 （现吉林大学），就读于应用
地球物理系，完成本硕学业的他以优异成绩留校任
教。他的同学毛翔南至今仍珍存着 1982年黄大年写
在本上的赠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1992 年黄大年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
全额资助，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当时 30 个
公派出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出国前，黄大年坚定地
对 同 学 说 ：“ 我 一 定 会 把 国 外 的 先 进 技 术 带 回
来！”1996 年，黄大年获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
博士学位。

黄大年曾在英国剑桥一家航空地球物理公司进
行地球物理探测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带领团队实现
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
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

在海外的十多年间，他学医的妻子成立了自己
的诊所，女儿也学业有成，一家人生活安逸。但黄
大年从未忘记自己对祖国的承诺，他总是惦念着母
校，经常回访交流，以拓展师生们的国际视野。

今年 24 岁的程玉娇 2019 年留学回国
后，选择了返乡创业发展稻鱼菜综合种养
农业。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三家村出产的大
米远近闻名，程玉娇在社交平台上开通了
双语直播，在科普水稻知识的同时拓展销
售渠道，不仅生意做得风风火火，自己也
变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

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
活”，信息变成“新农资”。近年来，越来
越多满怀抱负的年轻人从城市走向农村，
在绿水青山中变身“直播达人”。

一声声卖力吆喝、一条条互动留言、
一次次接收订单、一件件打包发货……电
子商务像一根红线，一端系着广大乡村，
一端连接广阔市场。这些奋斗在信息时代
大潮中的“新农人”把传统农业和电商平
台紧密结合，利用直播助力农产品跨越千
山万水，帮助农民告别“丰收的烦恼”，在
绿色田野上书写着他们的青春故事。

右图为程玉娇在晋源区三家村水稻田
里；左图为程玉娇正在水稻田里进行电商
直播。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瞧！我们村里的直播达人

家国情怀 报效桑梓(12)

屏幕两端交流更真切

如今，一系列便携式智能设备的
普及与应用，前所未有地缩短了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距离。相隔万里的亲
友，随时随地打开视频对话框就能即
时交流。如何让屏幕两端面对面的交
流感更真切、拥有“身临其境”的体
验，这正是陈捷“临境通信”研究的
重点所在。

“想要在临境通信中更好地实现
‘面对面’交流的效果，需要同时做好
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的技术工作，即图
像和声音处理。使大家在远程交互过
程中能够感到视觉和听觉‘移步换景’
的效果。”陈捷说，只有当视觉听觉都
让用户拥有了“身临其境”的体验，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境通信。与此同
时，这也意味着人们的交流方式又一
次被改变了——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将
成为现实，不在同一地点的交谈对象
仿佛出现在相同时空，对话场景如同
面对面一般逼真。

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涉及音频、
图像信息的感知与远程交互，也对技

术突破提出了更高要求。陈捷团队强
调以基础的数学和物理模型为基础，
将其更好地应用于语音和图像处理。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蓬
勃发展，机器自动学习能力在逐渐增
强。但同时也需要注意，机器在寻找
数据中的规律、处理数据时并非万
能，变换场景后可能会出现问题。”陈
捷说。将物理模型与人工智能相结合
来进行信息处理，是陈捷团队的技术
创新之一。

此外，当前各种信息感知设备逐
渐增多，设备间交互与协作的重要性
凸显，从原理上研究分布式协同信号
处理与分析理论并研究相关的语音与
图像处理是陈捷团队的另一技术创
新。“这些技术应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
关，比如智能家居、智能汽车中的多
设备协同感知、智慧城市中的多传感
感知等，我们目前正在探索更多的应
用场景。”陈捷说。

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生活

除了开发先进的智能语音信号处
理技术，陈捷还致力于推动高光谱图

像处理技术的研发，让电子设备变得
更加“耳聪目明”，更好地服务于生产
生活。

“第一步，我们要让机器更智能、
具备更强能力，在嘈杂的环境中也能
听清楚，在混乱的图片中也能准确分
辨出目标，也就是说，要让机器能够
像人一样‘看得清’‘听得清’。第二
步，我们要让机器听到人所听不到
的、看到人所看不到的。人眼、人耳
虽然具有很强大的能力，但是还有很
多生物视、听能力远超人类，让机器
拥有超越人类视觉、听觉感知的能
力，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陈捷对记
者说。

以此类推，陈捷举了另一个例
子：两盆极度相像的植物放在一起，
一真一假，已经无法通过人的眼睛来
判断出两者间的材质差别。这时，机
器可以通过光学手段做出判断，辨别
真假。这便是陈捷所说的“看到人所
看不到的”。

目前，陈捷团队已成功研发出一
种手持式多光谱目标识别仪，用于识
别人眼难以察觉的细节，该仪器适用
于工业设备异常检测、分辨农作物与
珍稀药材等场景。

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

在进行前沿技术研究的同时，陈
捷还肩负着培养青年科研人才的重
任。国外多年的留学经历，让陈捷深
刻意识到科研工作中跨文化交流的重
要性。

“在国外读书时，我们有许多机会
与不同国家的学生、学者交流，取长
补短，项目组中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同
事，对我来说这是很难忘的合作经
历。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培养出或许
完全不同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模式。”在
陈捷看来，这样的交往历程让他受益
良多，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没有哪种
方法会永远正确”，从不同角度出发、
全方位思考才能更完整地看待某一类
问题。多一种处理办法、多一个看待
问题的角度，有时会碰撞出让人惊喜
的火花。

回国执教后，陈捷很注重为课题
组的学生争取国际教育资源。当学生
有留学意向，但在学校和导师的选择

上犹豫不定时，他也会适时给出自
己的建议，帮助学生具体分析，权
衡利弊。

“出国学习，进入理想院校、成
为著名学者的弟子、来到自己更感兴
趣的课题组固然重要，但留学的意义
远不止于此。学会用更开放、更平和
的心态来对待科研工作，多学习一种
做科研的思维方式，这些都是留学的
收获，也是学生成长的一部分。”陈
捷说。

不仅鼓励学生“走出去”，在过去
几年中，陈捷与同事也积极争取在国
内举办多类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希望
能为更多本土师生搭建国际化的科研
对话平台。就在不久前，2022 年第 32
届 IEEE机器学习及信号处理国际会议

（IEEE MSLP） 举办权由西北工业大学
获得。陈捷说，他希望能通过不同科
研思维的交流、碰撞，让学生懂得融
会贯通，从而既意识到优势，也能客
观看待自己的不足。

从法国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陈捷曾在法国、美国从事
相关科研工作。2015 年，他回到祖国，致力于探索临境通信基础理论与应
用，研发技术先进的语音和图像感知与处理技术。

如今，陈捷在西北工业大学智能声学与临境通信研究中心任教，从事实
时性和分布式信息处理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并以此推进智能声学与图像信
号处理研究。他提出的数据模型被图像处理、声信号处理、生物信息处理等
诸多领域的专家借鉴。“耳聪目明”的电子设备，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西北工业大学青年教授陈捷致力于临境通信基础理论和应用探索——

“声”临其境
让机器“耳聪目明”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海归图志

黄大年 （前排中） 与学生在一起。
资料照片 （人民视觉）

陈捷正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兴海县河卡镇野外进行数据
采集。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捷 （左一） 参加2008年度IEEE ICASSP国际会议。陈捷 （左一） 参加2008年度IEEE ICASSP国际会议。

随着国家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
“千人计划”，在重点领域引进高端人才，重点支持
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带动新兴学科的科学家和
领军人才归国创新创业。

黄大年得知消息后，毅然说服家人，辞去职
务。2009年底，黄大年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
专家，担任母校吉林大学全职教授，并被选为有关
地球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这个项目以吉林大学
为中心，组织全国400多位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
秀科技人员，开展“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和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两个重大项目
攻关研究。

2016 年，由多位院士专家组成的验收会上，他
带领的研究团队经过6年的刻苦攻关，取得的成果入
选国家科技创新成就展，与屠呦呦等多位著名科学
家的成果并列上榜。

回想一路艰辛，黄大年曾淡然地说：“我是国家
培养出来的，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骄人成果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回国7年，他像
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常常忘了睡觉、忘了吃
饭。2016年11月29日凌晨，黄大年又晕倒在出差途
中。回到长春，单位强制安排他做了检查，可还没
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回到长春还没喘口气儿，黄大年就拿到了住院
通知：胆管癌，住院治疗。2017年1月8日，黄大年
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去世，年仅58岁。

黄大年的助手于平发文悼念：已习惯了每次走
过文化广场，都抬头望向地质宫五楼那个窗口，通
常灯一直会亮到晚上 10点以后，甚至更晚。可是从
现在起，我再也看不到灯光，因为那个点亮它的人
累了，想休息了，而且一狠心给自己放了一个没有
期限的长假……

师生们也纷纷发悼文：为了实现伟大强国梦，
这个海外赤子满怀激情回来，即使前路艰辛，他也
从来没有放弃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追求……

“黄老师总是把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放在
前面。作为黄老师的学生，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种
爱国情怀和科研精神传递下去。”黄大年的学生周
文月说。

在母校南宁市园湖路小学，黄大年同志先进事
迹教育基地内，57 件实物和 137 幅图片生动展现了
黄大年的成长历程、生前用品、科研成果等内容。
基地成立 3年多来，接待了来自 400多个单位的 2万
多人次前来参观。

2017 年 5 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
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宣部向全
社会公开宣传发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
秀知识分子”黄大年的先进事迹，追授黄大年同志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17 年 11 月，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追授黄大年同志“第六届全国道
德模范”荣誉称号。

（新华社长春电 记者周立权、黄浩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