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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玙：医者仁心战“结核”

“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最有效的处方是爱。医生的一点
点关爱，就可能改变患者的一生；医生一个小小的亲近动作，
都可能在患者心里播撒一片阳光。”年届90岁的马玙用这样朴素
的话语诠释着一位人民医务工作者对患者的深情。

从事临床与科研教学 66 年，马玙始终站在防控结核病一
线。在临床方面，她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开设门诊，甚至深入
偏远农村地区，开展结核病筛查并送诊上门，遇到经济困难的
患者，她还慷慨解囊垫付医药费，以仁心大爱去除患者的病
痛，抚慰他们的心灵。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她发表中英文论文
130多篇，参加了17部专著相关篇章的撰写工作，主编了《实用
肺癌防治指南》《结核病》等书籍，获得多项科技奖；她诲人不
倦，培养了一批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为祖国的结核防治
事业贡献了重要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吴尊友：专业科学控“新冠”

“对传染病防控科技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科研成果能
否及时转化为国家传染病防控策略和措施，转化为人民群众的
预防行为。”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
尊友追求的“学以致用”不仅彰显个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
且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在此过程中，他的专业能
力、职业精神得到全面、生动的体现。

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吴
尊友带领团队对相关病例和环境进行全面细致分析，在充分综合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比对等基础上，
认定是水产品及外包装污染、国际物流等输入新冠病毒，从而引
发疫情。这不仅为此次疫情缘起和发展找到了客观依据，取得
了这场阻击战的胜利，而且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了新的思
路，为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疫情防控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献群：为国“铸”舰闯深蓝

艨艟巨舰下深蓝，海疆万里写忠诚。威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战舰时刻守卫着共和国广袤的蓝色疆土，作为从事大型战舰
总体设计的科学家，中国船舶集团首席专家、中国船舶集团七〇
八所首席专家研究员毛献群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在舰船研发
设计领域近30载岁月中，一艘艘巨型战舰从她和团队笔尖开始勾
勒，直至最终驶向蔚蓝。为国“铸”舰是无上的荣耀，更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毛献群凭借在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勤
学苦练的基本功和设计实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不断精益求
精，将大型战舰设计建造能力提升到新水平。

为了完善设计，毛献群随舰艇出海甚至参与远洋航行，记
录分析相关数据，深入调研了解广大海军官兵对舰艇的需求。
毛献群设计的舰艇参加过 2018年南海大阅兵、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70周年海上阅兵等重要活动，还作为编队旗舰参加海军赴亚
丁湾的护航任务。

冯益柏：研制铁甲保和平

铁甲轻骑驰骋千里，堂堂火炮八面威风。坦克一向被誉为
“陆战之王”，打造中国的陆战王者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首席专家冯益柏功不可没。为满足我
军轮式武器装备现代化需要，作为总设计师，冯益柏带领科研团
队，成功研制出新式战车，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世纪初，冯益柏和团队对某型坦克进行了性能拓展和技
术攻关，把搭载中国液力传动技术的动力舱应用在坦克上，自
主研发的动力舱集模块化和信息化为一体，使中国坦克的军工
实力跻身世界一流水平。在多次阅兵式上，冯益柏团队设计、
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生产的坦克精彩亮相，展示了国威军威，体
现了兵器工业系统的科研成就，显示了我军维护世界和平的强
大能力。

刘家富：深耕蔚蓝鱼满舱

大黄鱼是很多人喜爱的美食，然而这种海鱼能够恢复产
量，继续丰富大众的餐桌，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一位名叫刘家
富的福建连江人的贡献。海边出生长大，刘家富对那边蔚蓝的
世界有天然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之后，过度捕捞导致中国大
黄鱼资源大幅减少。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的刘家富立志实现人
工繁育大黄鱼突破，为此他请求调往管理官井洋大黄鱼产卵场
的福建宁德地区水产局，着手开展大黄鱼人工养殖攻关。

“十年磨一剑”，他克服了科研条件差、资金短缺等，连续
破解了大黄鱼保活难、人工催产难、生长速度慢等难题，并进
一步使大黄鱼成为中国养殖规模最大的海水鱼和八大优势出口
养殖水产品之一。他参与构建大黄鱼产业支撑体系，推进了中
国大黄鱼养殖产业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大黄鱼产业自主知识产
权系列。如今，已是81岁高龄的刘家富还出任大黄鱼育种国家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兼技术顾问，继续致力于大黄鱼创新育
种、种业配套养殖技术研究。

“以前很多废品不知如何处理，也不懂开展垃圾分类，
就堆在家里，想着攒多了就叫收废品的来收走，家里堆放
的乱糟糟的。”家住山东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玉景花园
小区的居民李爱民说，“现在打开手机点击‘油城AI分类’
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呼叫‘绿色小屋’的工作人员来家里
对垃圾分类、称重，还能兑换积分。”谈及今年5月份社区
铺设的“绿色小屋”李爱民难掩欣喜，她随手打开微信小
程序演示说，“楼下遛弯也可以顺手送过去，通过垃圾分类
积分，家里经常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非常划算。”

东营区已在包括玉景社区在内的61个社区科学配置了
252座“绿色小屋”，用于开展可回收物“高价回收+上门回
收”，并以略高于市场回收价格的标准进行有偿回收、商品
兑换。据统计，仅黄河路街道玉景社区的一座绿色小屋，
每天就可回收400公斤的可回收物。

将“破烂王”变正规军；为再生资源建立大数据平
台，实现追踪、溯源；线上采用积分制对老百姓交投的废
旧物品进行激励反馈……近年来，东营区完善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建设，将旧衣服出口、厨余垃圾分解成饲料，挖掘
出了再生资源绿色循环新价值。

在东营区物华苑小区一处废品回收点，不断有居民前
来投放废品，工作人员忙着给大家称重。“全区平均每天能
积攒4吨左右的旧衣，自从有了旧衣回收这个业务后，居民
的投放意愿很高。”据东营汇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马踏城介绍，小屋回收的废旧物品会统一运输到东营区西
城北分拣中心，可实现废纸、塑料、金属、泡沫等全品类
回收分拣。目前，分拣中心涤纶树脂塑料日处理能力可达
每天10吨，通过塑料破碎处理系统进行破碎清洗加工，流
通给下游的再生资源企业，平均实现增值200%以上；废旧
衣物则统一运输到新区废旧衣物单品类分拣中心，进一步
挖掘废旧衣物价值，将收集来的衣服变废为宝，经过处理
加工后再出口，增加新的创收点。

为让繁杂的废品回收利用项目有条不紊运转，东营区
从上而下打造了一套再生资源回收的样板工程。该区整合
现有回收资源，科学编制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规划，构建再
生资源绿色循环生态圈，建立了以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为龙
头，以社区回收站点、分拣中心、集散交易市场三级体系
为基础的规范化、标准化、网络化、现代化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体系，将原来由 20 余家环卫企业托管的 1250 万平方
米、32个标段的城乡环卫市场“化零为整”，打散重组，发
挥了更好的作用。

走进南京市六合区“茉莉六合”
电商服务中心冷链物流生产车间，一
条条分捡设备正有序地运转，几乎看
不到人工作业。原本最可能脏乱的蔬
菜分捡车间，十分整洁明亮。“建设智
能物流与仓储装备车间，充分利用智
能化净菜分捡、加工包装生产线，目
的就是提升蔬菜产品的安全性，提升
生产能力，降低次品率，服务好‘茉
莉六合’公用品牌培育推广。”“茉莉
六合”电商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小兵说，
这正是使用智能化设备带来的好处。

南京市六合区是江苏民歌 《茉莉
花》 的发源地，现有耕地面积 90 万
亩，是南京的“菜篮子”和“米袋
子”。近年来，该区大力发展优势特色
产业，培育了绿色蔬菜、经济林果等7
大主导产业，打造了大圣水芹、艾津
稻米等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品
牌农产品。为进一步扩大全区农产品
影响力，六合区政府注册了“茉莉六
合”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遴选了华
平雨花茶、龙池鲫鱼等19个农产品纳入
首批品牌目录，通过实体化运作，融入

“茉莉”文化，统一宣传推广、统一包装
销售，服务并扶持中小农企做大做强，
让群众得实惠。

发挥科技核心作用，公用品牌立
起来。品牌建设突出产品质量管理，
坚持融入科技强基强链。加大“茉莉
六合”农产品研发力度，持续做好净
菜配送、半成品、熟食加工等产品研
发，打造集生产基地、加工中心、中
央厨房、冷链物流、社区体验店和电
商系统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形成
生产基地+配送供应体系+市场终端的
全产业链闭环运行，产品质量和安全
持续提升。投资600余万元，建成1300
平方米分捡中心、购置冷链物流配送
智能设施及蔬菜分捡线，日供蔬菜、
肉类同时满足 10 万人需求，配送服务
覆盖南京主城区。

充分发挥品牌“公用”功能，农
业产业强起来。探索部门、街镇、企
业、农户合作共享、风险共担机制，
实现“茉莉六合公用品牌+基地+农业
经营主体+农户”利益联结。各街道及
农业主体共享“茉莉六合”品牌影响
力，按照“茉莉六合”公用品牌质量
体系，投入科技创新，改进生产工
艺，创新种植技术，培育新品种，形
成各有特色、个性鲜明的农业产业，
产品质量和文化内涵稳步提升。100多
年种植史的大圣水芹、体大肉肥的龙池
鲫鱼、唇齿留香的“梁穆山”板栗、原
生态养殖的冶山贡鸡等地域农产品形成规模经济。

放大品牌带动作用，带“活”新农人。顺应电商潮
流，在六合主城区租用近1000平方米建设“茉莉六合”电
商创业服务中心和农业电商直播基地。培育集“电商平台+
专业型人才+本地农产品供应商+农民创业网商”为一体的
农业电商发展生态圈。聘用知名企业技术人员帮助运营电
子商务，强化新型农民电商职业技能培训。所有资源免费
向区内农业主体和涉农创业个体开放，帮助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应对疫情影响，帮助更多农企找销
路、“新农人”开网店。今年以来，先后开展了南京创新周
专场“新消费新六合”、农民丰收节直播带货活动50多次，
培训农业电商1600人次，赋予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
多品牌发展红利。

科创竞芳华 丹心报国家
——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剪影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创新之美、奋斗之美、智慧之美、心灵之美，广大科
技工作者努力拼搏，攀登新的科技高峰，是新时代广受尊
敬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佼佼者被评为年度“最美科技工
作者”，其光辉业绩和突出成就为社会公众所关注和颂扬。

近日，“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揭晓，又有10
位来自科技战线的模范人物进入公众视野。他们中有长期

致力于祖国的健康卫生事业，攻克疑难疾病的诊疗科技和
公共卫生难题；他们中有的长期致力于祖国海陆大型装备
科技创新，守护祖国的神圣疆域，保卫世界和平；他们中
有的长期致力于祖国航天科技和地理信息科技创新，助力
探索宇宙的奥秘，促进人们生产生活的改变……让我们一
起走近他们，领略他们的风采。

易志坚：“点”沙成土瓜果香

荒滩变绿洲，沙漠瓜果香：多么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而创
造这人间奇迹的就是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易志坚教授。作为长期
从事力学、道路、桥梁、材料等学科教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易
志坚的兴趣本来与沙漠没有关系，但是韧性聚合物混凝土路面研
究成功促使他思考：从颗粒物质到混凝土是状态的改变，机理是
约束 （物理学名词） 决定了颗粒物质的状态；如果将这种机理应
用到沙漠，能否使沙子聚合而具有土壤的特性，从而实现对沙漠
的治理呢？他由此开始了长期的研究尝试，在经历一系列痛苦的
失败后，他带领团队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6年，易志坚领衔的“沙漠土壤化”应用试验在内蒙古乌
兰布和沙漠启动，首次试验 25 亩沙地便获得成功，70 多种植物
在沙海中绿意盎然。此后，他利用该技术实施了近2万亩沙漠的
改造。在易志坚团队“点沙成土”技术的支撑下，令人惊艳不已
的“沙漠农业”图景正展现在人们面前。

李德仁：遥感测量闯“高分”

“我们只是一个代表，代表了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中国知
识分子。”面对入选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殊荣，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这样表示。作为我国高精度高
分辨率对地观测技术体系的开创者，李德仁引领我国在此领域实
现跨越式发展并推进到世界前沿。

上世纪80年代，李德仁在国际测量学界声名鹊起，在国际学
术期刊发表的两篇高质量论文中，他提出更具优势的新方法，后被
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他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和
系统误差与粗差探测方法，为现代测量学奠定了数据处理的理论
基础。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高分专项）实施过程
中，李德仁领衔科研团队建成了自主可控的天空地高分辨率遥感
系统，使中国遥感卫星赶上了世界水平，相关创新成果摘得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赵淳生：超声动力探月宫

2020年 12月 17日，随着嫦娥五号返回舱成功在预定区域着
陆，中国首次月面取样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此次任务立下
汗马功劳的重大装备之一就是嫦娥五号探测器上用于光谱仪驱动
与控制的超声电机，其领衔研制者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机
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淳生。

超声电机具有响应快、精度高、噪声小、无电磁干扰等优
点。上世纪 90 年代，赵淳生一接触到该领域就下定决心钻研进
去，立志把超声电机搞出来，为国服务。他克服困难，很快就研
制出中国第一台能够实际运转的超声电机。从2013年实施的嫦娥
三号任务开始，赵淳生团队研制的超声电机在中国航天任务中大
放异彩。超声电机应用前景非常广泛，赵淳生的创新成果将持续
推动中国诸多产业领域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庄文颖：四十八载为识“菌”

“文颖盘菌属”“海庄文颖氏菌属”是真菌学领域名词，它们
的命名方式彰显一位中国科学家在此领域的杰出贡献，她就是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庄文颖。对真菌学，
业内人士通常会用一个数字来阐释其重大价值：真菌产生的青霉
素是世界上第一个抗生素，它的发现和应用使人类平均寿命从40
岁增加到 60岁。从 1973年就读于山西农学院植物病理学专业开
始，庄文颖就开始研究真菌，她专注于真菌研究40多年间，发表
真菌新科1个、新属13个、新种360余个；主持“中国孢子植物
志的编研”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科技部专项等20余个；发
表重要论文280余篇，撰写主编著作9部，参编9部。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庄文颖曾组织团队成员对大巴山真菌资
源进行了调查，写作了《大巴山的真菌》和多篇重磅论文。对于
真菌，人类认识的种类只有 6%，真菌研究任重道远，73岁的庄
文颖依然大步行进在科研的路上。

沙国河：院士科普情结深

“中国科学的未来在青少年。让青少年对科学产生兴趣，不
断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是每一个科学家的
责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有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
才，而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就得从小抓起。”87岁的沙国河这
样解释自己参与科普的情结。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沙国河在60余年科研中，在固体燃料、化学激光器研究，特
别是在激光化学基础研究上，作出了系统性、创造性的贡献。年
近七旬时，沙国河把给中小学生做科普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近20
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沙国河的科普讲座已经走进辽宁大连的几
十所中小学，他是中国科协2000年在全国配备“科普大篷车”以
来首位担任义务辅导员的院士科学家，还设立了我国第一个面向
青少年科普教育的院士科普工作站，定期为中小学生做科普实验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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