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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雷哲超

国家奖学金一次，省政府奖学金两次，ACM 国际大学生

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金奖，大学获得国家级奖项 15 项，收获

了阿里巴巴正式 offer，腾讯、字节跳动、商汤、旷视等企业实

习offer，目前已保研至清华大学⋯⋯看到如此闪亮的一连串

荣誉，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学霸，3年半前高考曾滑铁卢？

他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卓越学院 2016 级理工类实验班

学生邓欣豪，这位原本略有些腼腆的男孩子，在谈起自己经历

的时候感触很多。

高考失水准，大学四年后却拿奖拿到手软

阿里、腾讯、清华为何都向他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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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浙江农林大学师生的朋友圈

里，一部介绍竹林碳汇知识的动漫《我是吸碳

王》刷屏了。

这部名为《我是吸碳王》的动漫作品，时

长仅三分多种。全片从导演、编剧、音乐、形

象设计到剪辑制作，全部都是浙江农林大学

师生原创。

担任制片人和总导演的是浙江省特级专

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竹林碳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与

固碳减排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国

模教授；参与创作的主创团队成员全部都是

该校相关学科专业的师生。团队希望，通过

动漫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竹林固碳知

识科普，面向公众宣传碳汇知识，引导大家关

注气候变化。

农林大相关学科的教授，还专门为学生

进行了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科普：森林在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森林植被

能够固定大气中二氧化碳，对全球碳平衡具

有重要的作用，而竹子的固碳能力特别强，是

真正的“吸碳王”。

浙江农林大学有支“林业碳汇与计量”科

技创新团队，他们是国内最早开展林业应对气

候变化研究的单位之一。在我国知名碳汇研

究专家周国模教授的带领下，他们二十年来专

注于竹林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解决了竹林如

何固碳、测碳、增碳、售碳等科学与技术问题，

发表了6部学术专著和300多篇学术论文，为

竹林碳汇的研究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碳汇看不见、摸不着，而且相关专业

知识又太深奥，科普难度大，大家知之甚少。

为更好宣传竹林碳汇知识，该团队充分发挥

学校各个学科专业的师生力量，策划和创作

了“竹林碳觅”系列科普作品，包括动漫视频、

儿童绘本、儿童文学、大众科普影视等。

《我是吸碳王》全长不到 4 分钟，讲述了

在美丽的地球上，因为人类盖起无数的高楼

与工厂，每天都会往空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

化碳，导致地表温度越来越高。经过全球竹

子军团合力奋战，战争终于获得了胜利。吸

饱了二氧化碳的士兵们，竹博士给予了它们

新的使命——以各种竹产品的方式，将二氧

化碳长期禁锢在身体里。就这样，竹子军团

使用强大的吸碳和固碳本领，地球家园又恢

复了往日的美丽与安宁。

“画风可爱，生动有趣，却又不失科学严

谨。”浙江农林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本科

生钱如奕说，看到了学校出品的科普竹林碳

汇知识的动漫视频，进一步增强了自己作为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陈胜伟

科普新招，农林大师生集体创作动画片《我是吸碳王》

高考失利
大学里却“开挂”了

3 年半前，刚结束高考的邓欣豪，在谢师

宴上暗暗叹气，本来在重点高中重点班成绩

拔尖的他，作为杭电在四川省招生的最后一

名，压线进了杭电，看着周围的几个好兄弟上

了“211、985”高校，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开学初，邓欣豪参加了卓越学院新生选

拔考试，进入了杭电卓越学院（荣誉学院）就

读，随后，凭借着暑假期间的编程基础，他成

功在杭电 ACM 集训队开学后第一次选拔中

脱颖而出，成为同年级第一个中学无信息学

竞赛基础的同学进入了杭电ACM集训队。

“卓越学院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部分课

程学生可以和导师共同商量修读什么课程，

甚至可以跨学院修读。”卓越学院党委副书记

胡海滨表示。

进入了卓越学院的邓欣豪如饥似渴地修

读着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刘春英教练的指

导下，他所在的 ACM 团队“HDU-Jacka-

roo”分别在 2017 年和 2018 年 ACM 国际大

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获亚洲区银奖和金奖，

他是队长。

从杭电 ACM 集训队退役后，邓欣豪开

始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这时候，他参与了

杭电中孚保密技术研究院的实习研究生招

聘，在网安学院的王震老师指导下开展科研

活动。

大三上学期，他主动向包括清华在内的

名校导师发送了自荐信，向导师们推荐自己，

希望能够加入他们的课题研究组。

“当时很多导师都拒绝了我，但是让我很

感动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导师，他没有介意

我非双一流的本科起点，给了我面试的机

会。最后通过远程的视频面试，最后成功加

入了他们的课题组。”邓欣豪回忆道。

在清华导师的指导下，凭借着以前在杭

电理学院张安教授研究组和中孚保密技术研

究院积累的科研经验，邓欣豪以学生第一作

者 在 国 际 期 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Network and Service Management( 影

响因子 4.682)发表论文一篇，在国际会议

NeurIPS 2019投递论文一篇。

卓越学院院长谢建精介绍道：“卓越学院

的目标是新工科/新商科卓越拔尖人才的培

养和荣誉学生的培养。学院实行导师制培

养，我们会为学院学生配备三名导师，分别是

学业导师、专业导师和思政导师，以实现对学

生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地指导。”

offer拿到手软的“面霸”
诀窍很值得学习

被问到他为什么能够最终获得清华等学

校的offer时，邓欣豪挠挠头说：“可能是我比

较善于面试吧。”但他不自知的是，他的学业

导师理学院王安老师、专业导师网安学院张

震老师、思政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范江涛

老师以及清华的校外导师，早已将“内力”悉

数传授给他，不同的“剑法”和“剑招”将他培

养成了一位学术小侠。

在邓欣豪看来，“成功就像滚雪球，删除

我经历过的任何一个瞬间,我都不能成为今

天的自己。”

当初未满20岁的他，便加入了一家互联

网教育公司，工作内容是给计算机专业毕业

的学生，提供就业面试方面的培训。“这也是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过程，正是因为有了这

段经历，后来我面试腾讯、阿里巴巴和字节跳

动，才会那么顺利。”

谈及自己阿里巴巴的面试经历，他还有

点“小骄傲”：“通过 ACM 集训队已经毕业的

学长推荐，我得到了阿里的内推机会。当时

我面试阿里一共面试了五轮，大三便成功收

获了阿里巴巴的正式校招 offer。”而恰恰是

因为他不断地准备面试公司的专业性问题的

过程，让他积累了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被同

班同学称为“面霸”。

邓欣豪的“面霸”属性其实还来自于他每

次面试结束后都会进行回顾总结，他还会把

自己每次面试的反思总结、经验方法写成文

章发表在知乎、CSDN博客和他的公众号上，

目前已经发表了 200 余篇文章，收获了近百

万的阅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