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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今日下沙

近日，海峡两岸植物生物学青年科学家论坛在中国

计量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约 200 名专家学者共同探

讨植物生物学研究进展、植物生物学在现代农业中的应

用与展望，以及植物生物学与青年科学家成长。

论坛以植物生物学与现代农业为主题，促进海峡两

岸植物生物学青年科学家间的学术交流，最终提高海峡

两岸青年科学家的学术水平，为植物生物学发展培养后

备人才。

“我们正在研究彩色棉，希望以后能让各种颜色的棉

花代替印染，不但环保，还节水节电。”中科院院士朱玉贤

说，植物生物学从不同层次研究植物体的形态、结构和功

能，它与现代工农业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就

“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青年科学家使命”展开论述。

与会专家还表示，生命科学及相关学科理论和技术

的不断发展和交叉渗透，给植物生物学带来新概念、新观

点、新技术、新方法，使植物生物学的内容不断更新，正在

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方面系统揭示植物生

命活动与进化的基本规律，以及环境条件对这些规律的

影响。

本报记者 林晓莹 通讯员 余聪

海峡两岸青年科学家
在下沙探讨植物生物学

本报记者 林晓莹 通讯员 洪迪华 金吴琼

航天专家黄春平：不畏难题，敢于挑战

下沙有着丰富的高校资源，十四所高校彼此依托，缀连成城。对于开发区，是“产学研”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对于生

活在其中的学生，是四年里可以得到更多提升的可能；对于本报读者而言，则是拥有一个可以在家门口听“百家讲坛”

的机会。

近日，著名航天专家黄春平来到浙江理工大学，给正在军训的大学新生们带来一场

讲座，分享了他的“飞天梦”。

黄春平是航天系统工程管理和弹头技术专家、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火箭系

统总指挥、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总指挥。先后主持过九种航天型号研究和研制工作以及

42次飞行试验，更是在中国航天史上曾创过七个首次。

讲座还没开始，黄春平就出现在主席

台，他简朴的打扮，黑白相间的短发，声音

略微沙哑地和新生们问好。

“大家知道航空与航天的不同吗？”一

开讲，黄春平就向新生抛出问题，然后给出

解答，“发展航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是人类为寻找资源、能源和为保卫地球安

全的需求。”

“我 12 岁才上小学，小学只读了两年

半，到了初中，每天要走五六公里路去上

学，一边读书一边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妹

妹。”黄春平说，为了学到知识，他每天来回

奔波忙碌，合理安排每一分钟，后来靠国家

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虽然很辛苦，但他

觉得这也是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

虽然家境贫穷，但正是艰苦的条件磨

练了黄春平的意志，使他在从事航天事业

50 多年里，不畏难题，敢于挑战。他还鼓

励同学们，要将逆境当作财富，要在困难中

找到自己前进的动力。“越艰苦越困难的地

方，越能磨砺一个人的意志。”

而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学生根本不需

要为家校路程担心，黄春平建议同学们说：

“打好学习基础，严格要求自己。不管投身

于哪一个行业，能够想到自己对于国家的

贡献，不管做什么，都一定会做好的。”

“中国是一个航天大国，要成为航天强

国就等待你们的突破。”黄春平告诉新生，

成才过程中要学会自主创新，多想多读多

思考。

将逆境当作财富，困难中找到前进的动力

黄春平反复提到“人才”，“航空的发展

需要人才，而人才的进步，就在于教育。”

他很关注青年的教育，他说，“一个国

家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反映国家的

整体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产业水平，也能带

动国民经济发展，国家的强大需要航天技

术的支持，而这就需要人才。”

谈到中国航天发展史，黄春平感慨万

分，1970 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

星，当年的开发团队仅仅 30 多人，是他们

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自主研发之路。随

后几十年中，凭借自主创新，中国的航天事

业逐步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

的航天强国，创造了一代辉煌。

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黄春平希

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把中国的航天事业

做好、做强。他告诉台下的新生们，一个国

家如果没有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就很难

在世界上立足。他鼓励年轻人为我国航空

航天事业出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讲座持续两个小时，全程脱稿，中间掌

声响起十次。

结束时一名大一新生告诉记者，“听了

讲座，我对航天事业有了更近一步的认

识。他的经历也给予了我很大的激励，美

好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

大学的学习机会。”

浙江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杜兰晓

呼吁大一新生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精神的

人，要有清醒的头脑，变压力为激励，去寻

找促使自己成长的动力。

两个小时的脱稿演讲，掌声十次

近日，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生活区的一个寝室里，

国际贸易专业新生叶超怡在自己的书架上发现了一个别

致的信封，打开一看原来是之前住在这间寝室，已经毕业

的学姐留下的一封信。

这封名为《致即将享受大学幸福三年时光的16级新

生们的信》，是传媒策划与管理 2016 届毕业生温馨婷写

的，她结合自身在校三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建议新生们

要学会选择、学会规划，要保持寝室和谐关系，提高人际

交往能力。

“学姐留的信给了我一个惊喜，也是一件很宝贵的礼

物，看完好感动，初进大学的迷茫都因为这封温暖的信消

融了。”新生叶超怡说，在其他寝室，也有新生收到学长学

姐留下来的一封信。

原来，今年6月，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专门设计了

“六个一”的毕业主题教育活动，其中一项就是“我为新生

写封信”鸿雁寄语活动。毕业生们将这三年积攒下来的

经验都写在信纸上，与学弟学妹们分享，愿他们能拥有一

段更美好的大学时光，离开时少一些遗憾。

信的内容丰富多样，有介绍学校学院社团、专业课

程，还有畅谈校园周边美食、讲述大学恋爱经等，大到社

交学业，小到琐碎的生活贴士。

“刚进大学，第一次离开家，原本感到十分无助。看

到学长学姐留下的信，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没有想到刚进

学校就能收到这么好的‘见面礼’，等我毕业了也要写信

留给自己的学弟学妹，把这份关爱传递下去。”收到信的

大一新生小齐笑着说。

本报记者 林晓莹 通讯员 石磊

毕业生留给新生
一份暖心礼物

航天专家黄春平在讲座。通讯员 张韧 摄航天专家黄春平在讲座。通讯员 张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