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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器，须常怀赤子心
——践行钱学森精神的青年科学家们

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

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和科研攻关中的重要地位，他

指出：“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

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

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前不久，“钱学森工程与技术科学研讨会暨首

届钱学森杰出青年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几名

在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

取得突出成就的力学界青年科技人才获得了表彰。

这次活动由钱学森先生回国后创立的首家单位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力学所”）与

钱学森先生创办的其他

高校、科研院所联合主

办，旨在推动新时期力

学学科的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力学领域

的“国家队”，培养科

技创新人才无疑是力学

所的重要使命，党委书

记刘桂菊表示：“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沿着

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指引，力学所将秉持

优良传统，着力带动中国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发

展，锻造一支在力学领域有能力、有担当、能奉献

的科技队伍。”今天，让我们聆听两位“钱学森杰

出青年奖”获得者的创新故事。

“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前辈的羽翼之下，要勇做时代

的主角。”——力学所正高级工程师李文皓

这是一封“写给”钱学森老先生的信——“当

突击队冠以您名字的那一刻，我们感觉心中的弦

·2022 年，李文皓 ( 左二）在

进行飞行器检查。力学所/供图

正在乎关心对方，对方才愿意继续交流，加强沟

通，力推有助于合作的政策，完善对接基础设施，促

进经贸活动，推进经济融合，最终增进感情。由此

可见，“五通”是一种完美的良性循环：没有感情，哪

来政策沟通？没有好政策，何来民心相通？

传递文化 报答中国恩情

留学经历让我十分受益，所以我认为留学教育

应该是一种最为直接的、门槛相对较低但效率较高

的“触碰”对方文化的方式。比起旅游，留学教育

具有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对象国文化的优势，与此同

时可以学习对方的语言，在体验文化的同时有互动

交流的机会。

今年 7 月 3 日两国元首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提到，双

方将全力推进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合作，鼓励和扩

大两国学生双向流动规模，双方鼓励中国高水平院

校在哈办学，双方愿加快在哈设立第二家鲁班工坊。

我非常赞同这些举措，也很高兴能够参与当中。

2019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哈萨克斯坦阿

斯塔纳国际大学先后签署《学术合作备忘录》和《联

合创建中哈经贸学院的协议书》。中哈经贸学院自

2020 年起正式招生，开设专业为国际商务，目前

在校学生 70余人，今年迎来了首届毕业生。在“3+1”

的培养模式下，学生前三

年在阿斯塔纳国际大学学

习中文和哈萨克斯坦基础

高等教育要求的课程，第

四年会被派到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学习国际贸易、电

子商务等相关核心课程。

四年来，中哈两所高校积

极克服各种困难，高度重视中哈经贸学院的建设，该

项目的顺利运行有力推动了中哈两国教育事业深入

交流与合作，探索了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促进了民

心相通。

7 月 11 日至 24 日，在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和连云港市政府的支持之下，中哈经贸

学院同江苏海洋大学举办了第二届新亚欧大陆桥国

际人才交流活动，来自 12 个国家的 50 名学生进行

了交流。通过活动，青年们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

了解、深化了友谊，也对中国文化、历史、人文与

经济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会。

能够帮助学生们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理解中哈友好关系，我感到无比开心，仿佛找

到了正确的报恩之路：报答命运的恩惠，报答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的恩师，报答中国的恩情。 
哈萨克谚语说，“友谊是无价之宝”。希望中

哈两国在又一个“黄金三十年”中，关系好上加好，人

民亲上加亲。

责任编辑：张语聪 助理编辑：张驰

·2023 年 9 月 13 日，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校长赵忠秀（右三）和阿斯塔纳

国际大学校长伊萨利耶夫（左三）进

行会晤，双方就两校合作和中哈经贸

学院未来发展等事宜进行了探讨。图

中左二为周少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供图

新时代的中国人Chinese in the New Era

682024 年 第 8 期

我的中国故事 My Story in China

67 中国新闻发布



员会议，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带领

全队按计划启动应急方案。从低温工况研判、低温

测试流程设计，到取暖设备保障、人员防寒物资筹

备，时间每过去一天，团队成员就更加坚定：“低

温下实验能行！”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突击队

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实验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

“钱学森”这个名字对于李文皓和团队里的

年轻人来说，不仅是精神和荣誉，也是实用的思

想和方法。一旦遇到重大任务，“我们要像老一

辈科学家一样，求真务实、大胆创新、勇于突破、

协同攻关”。

据统计，2018 年至今，突击队自主研发的宽域

飞行器研制任务通过高效迭代，圆满完成了 5 类 9
次飞行实验，率先实现高超声速构型飞行器的无动

力自主水平降落和完整重复使用。率先实现了临近

空间发射航空器，大幅拓展了可复用飞行器的极限

飞行边界，开辟了临近空间部署和应用高速飞行器

的新途径。

从绵阳山中的风洞群，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

试验场，这些年轻人在研制过程中，突破多项宽域

飞行关键技术，在国内首创“临空投放发射”模

式，前瞻性地探索了宽域化飞行和可重复使用技

术，为攻克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全速域适应性难

题，提供了可行方案和关键支撑。

如今，在成为“钱学森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

队长的 3 年后，李文皓的名字又一次与“钱学森”

相连，他成为首届“钱学森杰出青年奖”获得者。

面对奖项，李文皓表示，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科

学家精神，这是历史赋予科研工作者的重任。“我

们不能永远躲在前辈的羽翼之下，要勇做时代的

主角。”

“基础研究是星星之火，看似微小却可燎原。”

——复旦大学教授徐凡

徐凡是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的一名教授。2014
年，结束 6 年的留法生涯后，他选择回归祖国入职

复旦。如今，这位“85 后”青年科学家主动扎根基

础研究、拓展学科边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原创性

科研成果。

“我的研究灵感，来自于一箱风干的百香果。”

徐凡时常这样与他人打趣。在徐凡看来，无论是风

干的果实、精巧的花瓣，还是萎缩的大脑、老化的

飞机蒙皮，各种寻常不过的“起褶子”问题，其中

都蕴含着复杂的力学机制。而徐凡的研究目标，就

是要回答“为什么会起褶皱？如何调节褶皱？”等

问题。 
这是一项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却引起了“褶

皱专家”徐凡的浓厚兴趣。

为了完成实验，他买了一箱新鲜的百香果，观

察它们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随后，又带领团队进

行力学的理论建模计算，模拟百香果失水萎缩褶皱

形貌的演化过程——从第一天表面光滑，到第四天

形成一半顺时针、一半逆时针的手性螺旋镖，再到

第七天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手性拓扑网络形貌……最

终，徐凡带领团队成功揭示了收缩核壳结构中的一

种新颖的手性褶皱拓扑形貌及其产生机制。          
探索科研领域的“无人区”，这样的工作让徐

凡充满了热情。“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十万个

为什么》，总觉得科学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徐凡说，他的许多灵感来自大自然，“就像那颗砸

中牛顿的苹果，应该也砸到过很多人的脑袋上、身

上或者脚上，但是只有牛顿思考过：苹果为什么会

砸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如今，讲起牛顿和

·左二：徐凡（右）与学

生使用自主研发的曲面拓

扑软抓手对各种颗粒物进

行智能抓取。

复旦大学/供图

猛地一紧，担子猛地一沉，而我们的信念更加

坚定……”

2021 年 7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首个弘扬科学

家精神示范基地启动仪式在力学所举行，时任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阴和俊向“钱学森科技

攻关青年突击队”授旗，李文皓代表队员们郑重宣

读了这份誓言。

“钱学森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是中国科学院

首个以老科学家冠名的突击队。“80 后”青年科学

家李文皓则是这支年轻队伍的队长。

李文皓曾用“有点疯狂”来形容他们正在做的

事情——研制一种能在天、空之间的临近空间内飞

行的高超声速飞行器，而且还想从临近空间发射它。

“临近空间是指距离地面 20 公里到 100 公里

高度的位置，这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到达的

地方。普通飞机一般在 10 公里的高度飞行，而高

超声速飞行器的起步高度就在飞机飞行高度的 2 倍

以上，临近空间发射方式会将重力势能转化为速度

上的动能，用更简单的方式达到高速飞行所需的初

始条件。”李文皓解释说，临近空间具有十分独特

的空气密度、压力、风速、温度等物理性质。开发

利用临近空间，对于拓展战略空间、维护国家安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带动科技创新等方面都有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因为这项研究没有先例，很多事情需要从零开

始，失败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李文皓说：“一般

来讲，一个飞机要改型，如果其中新的技术手段超

过 30%，这个项目失败的概率就很高，而我们这个

项目的技术手段，从头到尾都是新的。”在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中，这支青年团队的心态愈发成熟，“以

前面对失败，总会患得患失。现在更加坦然，遇到

问题就解决问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回忆起最艰巨的一次任务，李文皓讲起了 2021
年 11 月的一天。当时，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临近空间科学实验系统”阶段性考核

在即，青年突击队需要通过一项关键性实验，确定

专项实验的技术路线是否可行。当年 9 月，在完成

前期筹备工作后，团队斗志昂扬，奔赴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不曾想，在前往中转目的地嘉峪关的航班

上，疫情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团队被迫滞留

发射中心外场，进行 14 天的就地隔离。眼看着，实

验错过了最佳窗口期——10月，作为突击队队长，李

文皓的心情十分忐忑，他知道时间迫在眉睫。一旦

进入 11 月，第二只“拦路虎”——低温气候将不

期而至，飞行实验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力学所同事的支持和信任下，通过力学所领

导不遗余力的多方沟通，突击队终于获准于当年

10 月 30 日准入飞行基地。临时党支部立即召开动

·左一：2020 年，力学所正

高级工程师李文皓在出外场

前进行飞行器检查。

力学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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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议，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带领

全队按计划启动应急方案。从低温工况研判、低温

测试流程设计，到取暖设备保障、人员防寒物资筹

备，时间每过去一天，团队成员就更加坚定：“低

温下实验能行！”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突击队

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实验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

“钱学森”这个名字对于李文皓和团队里的

年轻人来说，不仅是精神和荣誉，也是实用的思

想和方法。一旦遇到重大任务，“我们要像老一

辈科学家一样，求真务实、大胆创新、勇于突破、

协同攻关”。

据统计，2018 年至今，突击队自主研发的宽域

飞行器研制任务通过高效迭代，圆满完成了 5 类 9
次飞行实验，率先实现高超声速构型飞行器的无动

力自主水平降落和完整重复使用。率先实现了临近

空间发射航空器，大幅拓展了可复用飞行器的极限

飞行边界，开辟了临近空间部署和应用高速飞行器

的新途径。

从绵阳山中的风洞群，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

试验场，这些年轻人在研制过程中，突破多项宽域

飞行关键技术，在国内首创“临空投放发射”模

式，前瞻性地探索了宽域化飞行和可重复使用技

术，为攻克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全速域适应性难

题，提供了可行方案和关键支撑。

如今，在成为“钱学森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

队长的 3 年后，李文皓的名字又一次与“钱学森”

相连，他成为首届“钱学森杰出青年奖”获得者。

面对奖项，李文皓表示，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科

学家精神，这是历史赋予科研工作者的重任。“我

们不能永远躲在前辈的羽翼之下，要勇做时代的

主角。”

“基础研究是星星之火，看似微小却可燎原。”

——复旦大学教授徐凡

徐凡是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的一名教授。2014
年，结束 6 年的留法生涯后，他选择回归祖国入职

复旦。如今，这位“85 后”青年科学家主动扎根基

础研究、拓展学科边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原创性

科研成果。

“我的研究灵感，来自于一箱风干的百香果。”

徐凡时常这样与他人打趣。在徐凡看来，无论是风

干的果实、精巧的花瓣，还是萎缩的大脑、老化的

飞机蒙皮，各种寻常不过的“起褶子”问题，其中

都蕴含着复杂的力学机制。而徐凡的研究目标，就

是要回答“为什么会起褶皱？如何调节褶皱？”等

问题。 
这是一项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却引起了“褶

皱专家”徐凡的浓厚兴趣。

为了完成实验，他买了一箱新鲜的百香果，观

察它们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随后，又带领团队进

行力学的理论建模计算，模拟百香果失水萎缩褶皱

形貌的演化过程——从第一天表面光滑，到第四天

形成一半顺时针、一半逆时针的手性螺旋镖，再到

第七天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手性拓扑网络形貌……最

终，徐凡带领团队成功揭示了收缩核壳结构中的一

种新颖的手性褶皱拓扑形貌及其产生机制。          
探索科研领域的“无人区”，这样的工作让徐

凡充满了热情。“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十万个

为什么》，总觉得科学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徐凡说，他的许多灵感来自大自然，“就像那颗砸

中牛顿的苹果，应该也砸到过很多人的脑袋上、身

上或者脚上，但是只有牛顿思考过：苹果为什么会

砸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如今，讲起牛顿和

·左二：徐凡（右）与学

生使用自主研发的曲面拓

扑软抓手对各种颗粒物进

行智能抓取。

复旦大学/供图

猛地一紧，担子猛地一沉，而我们的信念更加

坚定……”

2021 年 7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首个弘扬科学

家精神示范基地启动仪式在力学所举行，时任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阴和俊向“钱学森科技

攻关青年突击队”授旗，李文皓代表队员们郑重宣

读了这份誓言。

“钱学森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是中国科学院

首个以老科学家冠名的突击队。“80 后”青年科学

家李文皓则是这支年轻队伍的队长。

李文皓曾用“有点疯狂”来形容他们正在做的

事情——研制一种能在天、空之间的临近空间内飞

行的高超声速飞行器，而且还想从临近空间发射它。

“临近空间是指距离地面 20 公里到 100 公里

高度的位置，这是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到达的

地方。普通飞机一般在 10 公里的高度飞行，而高

超声速飞行器的起步高度就在飞机飞行高度的 2 倍

以上，临近空间发射方式会将重力势能转化为速度

上的动能，用更简单的方式达到高速飞行所需的初

始条件。”李文皓解释说，临近空间具有十分独特

的空气密度、压力、风速、温度等物理性质。开发

利用临近空间，对于拓展战略空间、维护国家安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带动科技创新等方面都有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因为这项研究没有先例，很多事情需要从零开

始，失败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李文皓说：“一般

来讲，一个飞机要改型，如果其中新的技术手段超

过 30%，这个项目失败的概率就很高，而我们这个

项目的技术手段，从头到尾都是新的。”在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中，这支青年团队的心态愈发成熟，“以

前面对失败，总会患得患失。现在更加坦然，遇到

问题就解决问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回忆起最艰巨的一次任务，李文皓讲起了 2021
年 11 月的一天。当时，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临近空间科学实验系统”阶段性考核

在即，青年突击队需要通过一项关键性实验，确定

专项实验的技术路线是否可行。当年 9 月，在完成

前期筹备工作后，团队斗志昂扬，奔赴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不曾想，在前往中转目的地嘉峪关的航班

上，疫情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团队被迫滞留

发射中心外场，进行 14 天的就地隔离。眼看着，实

验错过了最佳窗口期——10月，作为突击队队长，李

文皓的心情十分忐忑，他知道时间迫在眉睫。一旦

进入 11 月，第二只“拦路虎”——低温气候将不

期而至，飞行实验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力学所同事的支持和信任下，通过力学所领

导不遗余力的多方沟通，突击队终于获准于当年

10 月 30 日准入飞行基地。临时党支部立即召开动

·左一：2020 年，力学所正

高级工程师李文皓在出外场

前进行飞行器检查。

力学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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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嘉 |中国第 22 批赴黎维和部队指挥长

 瞿发统 |中国第 22 批赴黎维和部队报道员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强军路上

情怀与好奇，军旅梦的执着奔赴

“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

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卢存元出生在山东的一个

革命老区，年幼时，他常常听着父亲卢家庆吟唱红

色歌谣、讲述红色故事，那颗“军人是英雄”的种

子早已在卢存元心里生根发芽，“我想看看爸爸说

的部队长啥样。”

当时，由于姐姐随军，卢存元便趁着学校放假

跑到姐夫部队住上一两周。

“轰！”一声巨响。吃饭间，卢存元的姐夫被

一个紧急电话召回。

后来得知，是飞机失控坠落，飞行员为了不撞

苹果的故事，这位青年科学家依然神采奕奕。

从事基础研究，徐凡时常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你的研究有什么用？他坦言：“做基础研究就像坐

过山车，偶尔有高峰，更多时候是处在低谷期。”

面对研究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出成果慢等压

力，有时候很难坚持下去，而一颗不带任何功利的

好奇心，则是推动他坚持科研的原动力。

“静心‘种好自己的树’，而不是摘‘别人树

上剩下的果子’。”这是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 2023
级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讲话，徐凡将其铭记在心。这

两年，徐凡的研究项目也在无心插柳中收获了意外

成果——研发出了一款褶皱形貌智能软抓手，有望

应用于清理太空中微小的垃圾颗粒。2022年10月，这

项研究成果被国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 -计算科学》

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徐凡申报的“宇航光帆薄膜结

构稳定性与智能调控”项目，入选了上海市“基础

研究特区计划”，并获得上海市科委的资助。

“有时候，基础研究是星星之火，看似不起眼

却可以燎原。只有支持和培育这类火种，才能产生

技术上的颠覆和突破。”徐凡表示，无论是项目的

成功申报，还是获得“钱学森杰出青年奖”，都给

予了他莫大鼓舞，“自己所做的无用之研究，最终

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在老

一辈科学家精神的鼓励下，不畏险阻，砥砺前行”。

“如今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团队是甘于奉献的

团队，是不怕牺牲的团队。”——力学所党委书记

刘桂菊

说起钱学森老先生的优秀品质，力学所党委书

记刘桂菊娓娓道来：“无私奉献、淡泊功名、勤奋

刻苦、创新精神……而排在第一位的，莫过于崇高

的家国情怀。”

在力学所的很多青年科学家身上，刘桂菊都能

看到钱学森精神的影子——“那是 2022 年 10 月 30
日的凌晨，地面浮空器进入放飞流程，由于一位工

作人员错误操作，飞行器载着解除了硬保险的火箭

发动机掉落下来，只要电源泄露，随时有爆炸的风

险。”刘桂菊回忆说，这时，一位年轻女同志站了

出来，她说：“我可以去拆发动机的点火电源，这

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职责。”冒着巨大的生命危

险，这名女同志将飞行器的电源成功解除。“每次

向人讲起这个故事，我都会热泪盈眶，普通人真的

无法想象当时的艰难。如今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

的团队是甘于奉献的团队，是不怕牺牲的团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刘桂菊看来，力学人

才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核心是文化建设和

精神传承。在建设初期，力学所研究组的设置充

分体现了国家需求，并按照国家及中国科学院部

署，布局了火箭、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方面的初始

研究。60 多年来，力学所在探空火箭、战略导弹、

氢氧发动机、人造卫星的研制，核爆工程及防护、

海洋工程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

工作，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而设立“钱学森杰出青年奖”的初衷，也是

为激励更多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钱学森老先生为榜

样，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科技报国的信念，为我国

科技事业贡献力量。

作为国家力学领域的人才高地与思想源地，力

学所紧紧围绕国家需求培育人才，形成了一套独具

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通俗来讲，是一种全链条

式的培养模式，即在科学家不同阶段，强化不同的

培育导向。对于年轻人，鼓励他把基础打扎实，提

高学术标准和学术能力；对于中青年科学家，要鼓

励他带团队。引导科研人员以爱国精神为首，开展

高水平的团队作战。”

刘桂菊书记表示：“在 60 余年的发展中，力

学所涌现出了以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郑哲敏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为‘两弹一星’等

国家重大需求及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展望未来，力学所将不断打造结构合理的创新人才

队伍，支持青年人才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当

主角，在实践中快速锻炼成长。

责任编辑：赵慧颖

到居民楼，选择了牺牲，而这名优秀的飞行员才刚

结婚。这件事深深触动着卢存元，也让他急切地想

要探寻：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

2010 年 12 月初，在那个寒风呼啸的暖阳里，卢

存元来到向往已久的军营。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初到部队驻地云南，卢

存元的身体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每天高强度的新兵

训练，更是让他有些吃不消。但是，班长用“一个

鸡蛋，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才是成长”点醒

了卢存元，他暗下决心：“人生不管做什么，每一

项都要尽力干好。”

经过三个月的摔打、磨炼，他以全优的成绩通

卢存元，山东济南人，自 2010 年入伍以来，2 次参加阅兵，3 次赴黎巴嫩维和，2 次荣获联合国“和平勋章”，荣

立二等功、三等功各 1 次。因表现突出，2021 年提前一年晋升一级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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