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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5 日 4 时 35 分，“玉兔号”顺利

登月，中国人的飞天梦想从笔尖走向太空，那年，甘

雨露正好初三，玉兔号激起了少年心中的梦想：有

一天，我也要造出一个出征宇宙的机器人！

时光转瞬即逝，大学校园里，他练就过硬本领，

从“创新青年”，到聚团队力量的“斜杠青年”，他一步

步成长为一名敢为天下先、勇筑中国梦的“先锋青

年”，实现了心中的“智造”之梦。

甘雨露连续三年综合成绩排名专业第一，连续

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校

级创新创业奖学金、校级学生工作奖学金等。曾获

校十佳大学生、校级优秀学生、校级优秀团员等荣

誉 获中国机器人大赛国家级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省级二等奖、三等奖各1

项，受理国家专利16项，其中作为第一发明人受理

国家发明专利4项。

去年，浙江工业大学2020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

礼上，甘雨露作为老生代表上台发言。“到大学就解

放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我看来，这句话背

后的含义是，进入大学，我们不再是父母羽翼下的雏

鸟，我们开始有自由的思想、自我的意识和自觉的行

动。走出‘舒适区’,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

进入大学，才是人生真正开始

就读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软件1811班的陈龙，出生在浙

江台州的一个小县城。这位 00 后少年，自小不善与人交流，

尤其父亲去世后，他更是变得自卑，“我害怕与人交往，逃避所

有机会，在中学很长一段时间我接近自闭。”

进入大学之后，也许是因为他的专注，很快就被看似枯燥

的代码所吸引。在大一的专业学习中，他获得了优秀学生奖

学金。2018 年的暑假，当得知“振兴杯”集训的消息时，他鼓

起勇气向老师们毛遂自荐，被婉拒后再次提交书面申请，老师

们被打动了，破例吸收了陈龙作为集训队的一员。

在集训队的日子堪称是魔鬼训练，他坐在最角落的位置，

专注而固执，和密密麻麻的代码死磕，每天不到晚上十二点不

休息，做梦经常梦到自己在刷题。他的执着、奋斗和乐观也感

染了其他队员，以至于后来，大家称他为队里的小太阳。

功夫不负有心人，杭州市职业技能大赛上，他以市赛第一

名的成绩获取省赛入场券，他已然成为了一匹黑马。就这样

一路披荆斩棘，从省赛到国赛，不断克服着身体和情绪的压

力，“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他和队友们沉着应

战，奋战8小时拿下第一名！

“‘振兴杯’带给我的不只是荣誉，是拥有参赛的机会和奋

斗的经历塑扬了我的梦想，坚定了我的信念，改变了我的生活

方式。”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陈龙变得阳光开朗而自信，除了

专业学习之外，他积极地参与各种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热心

地为他人带去服务，并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用更高的标准

要求和塑造自己。

中学时接近自闭，进大学他用代码敲出绚烂人生

“其实当初被自动化专业录取，是个意外。”刘慕洁坦

言，然而现在，她已有了坚定的方向，“我相信中国的智能制

造领域会有我们自动化学子大展拳脚的地方。”

“在这个专业里，男生仿佛占据了天然优势，不仅人数

占比多，在思维的敏捷性方面好像也更高，女生在这个专业

其实还是挺孤立无援的。”但是，刘慕洁并不想承认女生比

男生差，而是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式。

全国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在刘慕洁眼中是可爱有趣

的“小车比赛”。这一年团队导师决定更换智能车研发所需

的一整套材料。此外，因比赛道路复杂多样，智能车无法准

确识别赛道上的元素，如将“小转弯”错误地识别为“圆环道

路”，导致小车行动轨迹常常出现失误，再加之赛道上断路

和障碍物的设置，都成为了智能车前行的一大问题。

一次次试验传感器能如何更准确地识别出赛道元素、

思考传感器怎么跟和谐码进行更良好的联调以及器件间如

何联动工作，是备赛期间刘慕洁反复在做的事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和团队伙伴在小车芯片上引入电

磁模块以及超声波模块，并调节各个传感器的中断时间、调

用的优先级等，以保证传感器能够完整、准确地采集数据，

使智能车突破障碍，快速前行。

在连续两次参加电子设计竞赛成绩并不理想的情况

下，2020年，刘慕洁与队友第三次站上竞赛场。这一次，他

们研发的“简易无接触温度测量与识别装置”，一路闯关，成

功拿下 2020 年“IT 杯”第八届浙江省电子设计竞赛一等

奖。“不放弃，总会有一个胜利的结果在那里等你。”

自动化女生不比男生差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全振潭对乐高搭建非常着迷，一玩

便是十年。传统的乐高积木，让他对机器人产生浓厚兴趣。

大一时，全振潭进入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

秦川教授的机器人团队，约 180 平米的实验室里，他开始有

自己的工位，每天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

“做机器人最终目标是做出像人一样的机器人，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各式竞赛中，他历经机

械、控制、电路、视觉等知识领域。对不同的课程，他保持开

放心态，汲取各学科的“养分”，即使是与专业相距甚远的思

政课也听得津津有味。他关注国家最新政策，结合人口老龄

化背景与现实观察，和团队一起设计出改善老年生活问题的

“一种具有提升装置的坐便辅助器”。

全振潭自称“搞笑型”领队，学弟学妹们亲昵地称他作“老

全”。2019年底，全振潭组建了浙理钱塘蛟机器人战队，计划

带队参加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但疫情汹涌而至，整整5个

月，团队成员只能通过线上交流推动项目进程。为提高成员

在家中的工作效率，他组织团队开展每周一次的工作复盘。

团队成员季文茜回忆：“老全不仅对我们在项目中遇到的技术

问题进行指导，还常和我们讨论怎样去做好未来规划等。”

四年努力付出终迎来硕果累累。在推免夏令营中，全振

潭获得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 11 所

“双一流”高校的录取资格。但他并没有沉溺其中，所有评选

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实验室。每周一到两次的五公里长跑是

全振潭多年的习惯，这也是科研工作者所要面对的——一切

鲜花与掌声的背后往往是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冷板凳，和一颗

颗滚烫的对国家、对科研的赤诚之心。

玩乐高10年，他成了机器人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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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 6 万名

优秀本专科学生荣获

2019—2020学年度国

家奖学金，全国 2 万名

优秀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获得 2019-2020 学年

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

学金。《人民日报》用四

个整版刊登了 100 名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

奖学生优秀代表和100

名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

学金获奖学生优秀代表

名录。其中，4 名浙江

大学生成为本专科生国

家奖学金获奖学生的优

秀代表。他们是谁？为

何能在数万名优秀本科

生中脱颖而出？让我们

听听他们的故事。

上了国家奖学金百名优秀代表名录

这4名浙江学生都擅长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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