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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毕业生李玉兰与父亲同获央视年度“最美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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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烯是一种新颖的二维材料，近年
来引起了理论和实验物理研究上的广
泛关注，已成为新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
之一。硅烯具有类似石墨烯的六角蜂窝
结构，其低能激发也是无质量的狄拉克
费米子，在石墨烯中发现的新奇量子效
应，大多数都可以在硅烯中找到相对应

的版本。与石墨烯相比，硅烯更容易与
当代成熟的硅基半导体工艺兼容，因而
在未来的自旋电子学和纳米电子学器
件领域可能具有广泛的潜在应用前景。

北理工物理学院姚裕贵研究组一直
从事硅烯等类石墨烯材料中新奇物性的
研究。2011 年他们发现硅烯稳定的起伏
结构（如图 1）使硅烯具备大小为 1.55
meV 的一阶自旋 -轨道耦合能隙和内禀
Rashba 自旋-轨道耦合效应，这是石墨
烯材料不具备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该小
组首次预言了硅烯是两维拓扑绝缘体，
可以在实验上更容易实现量子自旋霍尔
效应，并阐明了硅烯中具有大的自旋轨
道能隙的物理机制 [Phys. Rev. Lett. 107,
076802, 2011，Phys. Rev. B 84, 195430,
2011]。

图 1 硅烯的晶体结构和能带图。 (a),

(b)分别为侧视图和俯视图。 (c)定义了一

个起伏角度。(d) 能带图。放大的部分为由

于自旋轨道耦合作用 在狄拉克点 打开的

能隙结构。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该小组研究
了双层硅烯的物理性质，重点关注其中
的手性超导性质。手性超导具有非平庸
的拓扑性质，将会带来一系列奇异的实
验现象，比如量子化的边缘态，自发磁
化，以及量子化自旋和热霍尔效应，此外

它还可能会在量子计算等应用方向大有
作为。他们发现在双层硅烯系统中可以
实现 d 波的手性超导 [Phys. Rev. Lett.
111, 066804, 2013]，同时超导转变温度也
可通过应变调控，为实验上实现手性超
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平台。

该小组和合作者最近在单层硅烯中
引入破缺时间反 演对称性的交换场以及
外在的 Rashba 势，并考虑了硅烯中本征
的自旋轨道耦合以及由于起伏结构导致
的特有的内禀的 Rashba 自旋轨道耦合，
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拓扑量子态--谷极化
的量子反 常霍尔效应 [Phys. Rev. Lett.
112, 106802, 2014]，即同时具有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以及量子谷霍尔效应，其拓扑
陈数 C=-1，谷陈数 Cv=3（图 2）。同时 给
出 了 硅 烯 在 内 禀 RashbatSO 和 外 在
RashbatR 二维参数空间的相图（图 3）。该
量子态在设计低功耗甚至是无耗散的电
子器件以及谷电子学中有着重要的应用
价值。

图 2 (a) 硅烯中谷极化的量子反常 霍

尔 效 应 的 Berry 曲 率 倒 空 间 二 维 分 布 。

(b) 该 Berry 曲 率 分 布沿 ky=0 的 高 对 称

线的分布。 (c) 硅烯 zigzag 纳米带的 能带

结构。黑色的代表体态，彩 色的表示边界

态，其中红色和蓝色表示相反的边界。(d)

谷极化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示意图。

图 3 硅烯在内禀 RashbatSO 和外在

RashbatR 二维参数空间的相图。点线代

表相边界。相 I 和相 III是陈数 C=2 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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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养拔尖创新人 才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任
务，多年来，学校一直扎实努力，不断探讨拔尖创
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2013
年，从 4 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到 1 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和 1 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
北理工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可谓迎来了丰收的时
节。

成绩固然值得瞩目，但是成绩背后的努力才
更应该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多年来，学校坚持以稳
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导向，不断深化研究生
培养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各项改革才是孕育成
果的真正源泉，在培养中提升国际化，着力营造拔
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环 境，确实让工作“ 改”出了一
片新天地。

打破博导“终身制”

2013 年 2 月，一项学校新的工作办法的推出
引起了学校师生的关注，在这则名为《北京理工大
学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上岗备案和注册工作实
施办法》中，“我校将实施研究生导师资格与注册
分离制度，导师资格相对稳定，而注册动态变化”，
这句话让导师们细细品味了起来。

一直以来，博士生导师作为一项重要的资格
为教师们所重视，因为能够评为博导，意味着可以
带领和指导博士生开展各项研究工作，可以极大
地推进导师科研工作的开展，能够完成更多的科
研设想。但按照惯例，博导资格也有一定程度的

“终身制”，随之带来一些管理上的负面影响。
这些年来，在实际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如何建

立博导激励机制与淘汰机制已经成为导师队伍建
设中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一些教师当上了“博
导”，就感觉“革命到头”，在学术上止步不前，虽然
得不到学术同行甚至是学生的认可，但“博导”的

称谓丝毫未变。
为克服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这种弊端，学校

大胆创新，推出了打破博导“终身制”的新举措，明
确了博导的本质是一种工作岗位而非一种头衔或
一种荣誉称号，改变了老师们几十年来有没有经
费和成果一样招生的“旱涝保收”习惯。通过“导师
申请”、“定期注册”和“质量反馈”等改 革措施，逐
渐淘汰一批“三无”（无科研、无成果、无经费）导
师，极大地促进了导师队伍整体水平的加强和提
升，一支整体素质优良和实力雄厚的导师队伍，成
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最有力的保障。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博导说，学校在导师
资格上动真格的，引进这种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
可以充分调动起我们老师们的积极性，激活科研
和师资资源。

提供科研“沃土”

“ 只要你有潜力，北理工就将花大力气 给予你
支持。”

研究生作为具有一定科研素质的学生群体，
在科研思想和科研技能方面比本科生具有明显优
势，如何释放研究生群体的科研创造力，使其在按
照导师要求开展研究学习的同时，还能大胆探索，
勇于实践，真正体现出青年科研工作者最为闪光
的创造性思维，也是北理工在研究生培养中一直
探索的课题。

为了加强研究生科技创新培养，从 2010 年起
学校就设置了“研究生科技创新活动专项计划”，
使之成为一块培养研究生创新的基础“土壤”，重
在发现和呵护那些充满科学探索、科技创新和发
明创造的早期想法。

同时，研究生院还进一步改革了“优博育苗”
计划，对学业成绩 突出、创新意识强、科研潜力大
的优秀博士生进行较大力度的资助。学校从“优秀

导师、优秀博士生、优秀课题”等方 面深入研究挖
掘，加强过程跟 踪，助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奖学金”和“论文研究”
两种经费发放形式，为优秀的博士生解决生活上
的后顾之忧，解决创新研究中的经费紧张，使其能
够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迄今，获得
北京市优博和全国优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绝大部
分都曾获得过“优博育苗”资助。

培育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校研究生培养
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也是学校抓好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重要抓手。近五年来，学校从评选北京理工
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入手，从当年博士学
位论文中评选出校级优博，经过一年的培育和跟
踪，选送参加第二年全国、北京市优博论文 评选，
为培育优博论文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配
套设立了《北京理工大学优秀学位论文奖励与资
助办法》，对荣获各层次优秀博士论文的学生、指
导教师和所在学院予以奖励和相应的专项研究资
助，从而从导师和学院的层面强化对学生的指导
和支持。

博士生培养 创新资助体系的建立和逐步 完
善，为博士生集中精力从事科研工作提供了多元
的支撑资源，同时，学校也可以在各项目的实施过
程中发现、跟踪和培养突出人才。各类资助项目一
般均能实现资助力度大、资助期限长和可持续性
好，通过这些项目的交叉覆盖和有效衔接，逐步形
成特色鲜明、重点突出、持续发展、策 略平衡的高
层次创新人才资助体系。

打开国际视野

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是国际化的大学，国际
交流与合作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与
手段。近几年，学校积极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研究生
国际化培养措施，尽其所能为研究生提供宽广的

国际平台和全面的配套政策，拓宽国际视野、增长
学术见识、了解前沿信息。

国际化首先从研究生英语教学课程的建设方
面入手，学校不仅改革了研究生英语教学的内容
与方法，而且通过全英文课程和全英文专业建设，
建设若干组教学理念先进、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
法合理的全英文教学课程，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
水平、研究能力和英语水平，以方便打通我校研究
生课程与世 界一流大学研究生课程的学分互认，
提升我校研究生课程质量，扩大和促进我校研究
生的国际交流。目前启动建设研究生全英文专业
11 个，开设全英文课程 53 门，聘请外籍教师直接
讲授课程 22 门。

为了推进研究生国际交流的开展，研究生院
着力加大了国际交流平台的建设。近五年来，通过
国家公派留学项目，我校已有 332 名研究生赴国
外留学。近年来，我校又启动了研究生短期国 (境 )
外交流访学项目，资助优秀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资助博士研究生中短期出 国（境）开 展与博
士论文研究相关的研究与资料收集工作、资助博
士研究生开 展“国际专题学术研讨会”，每年参加
国际交流的博士生约 160 人，占博士生每年招生
数的 25%。此外，学校又积极开展“校内联合培养
博士生基金项目”，进一步深化研究生的国际交流
和合作。

我校 2012 级光学工程专业博士生李昕，2013
年受学校资助前往美国参加了数字全息和三维成
像会议，他说 ：学术在于交流，闭门造车很 难造出
好车。那次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和本学科的大牛
们交流，使我了解到了国际科技前沿的知识，学习
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理念，会有“一句话点醒梦
中人”的感觉，他们的寥寥数语，对我的科研工作
帮助很大。

除了做好学校层面的国际化交流平台建设，
研究生院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整合资助项

目，逐步形成“国家-学校-学院-导师”的多层次多
渠道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机制和“短期-中短期-
中长期-长期”的时 间梯度覆盖体系，为培养高质
量的研究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我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北京市优秀
博士论文获得者均获得过北京理工大学公派留学
项目或研究生短期国境外交流访学项目资助。在
研究生学术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加快了我校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成为我校国际化人才
培养的一个重要窗口。
（文／党委宣传部 实习记者 雷笑 图／斯君）

2014 年 7 月，正值高校 毕业 季，北京理工大
学校园里人来人往，万名学子纷纷告别母校、迈入
社会，开始追寻自己的人生梦想。在位于校园南侧
的研究生楼北面赫然矗立起一封大感谢信———红
色背景，烫金的“感谢信”三个大字以楷体居中，格
外夺目。这封长 2 米、宽 2 米的感谢信一经摆出，
立刻引起了在校师生的“围观”。

这封感谢信是即将毕业离开母校的博士们为
了感谢研究生院的领导与各位老师在毕业时节为
他们付出的辛勤努力而写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
着莘莘学子对母校老师们的真诚谢意。“今天我们
要感谢研究生院的各位老师，感谢你们帮助我们
度过了博士期间最关键的日子；感谢你们在我们
博士生涯的最后关头，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

感谢信第二部分是博士的个人感谢留言，分
别来自各学院。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在对毕业
前“论文送审”和“学位申请”中曾帮过自己的老师
表示感谢。

“论文送审环节对博士生来说太重要了。一旦
盲审成绩回不来耽误答辩时间，我们这些年的努
力就白费了。”感谢信的发起者苗力孝深有感触。
在化工与环境学院，他算是“老博士”了，而立之
年，拖家带口，因为递交论文时过了送 审时间，盲
审反馈时间一旦超过答辩时间，就不能参加论文
答辩，毕业就要延期。说到这里，苗力孝摘下眼镜，
轻轻拂掉眼角的泪，“那段时间内心的煎熬与无助
实在是难以言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去负
责论文送审的程璐老师那儿打听消息，并希望她
帮着催学位办负责管理盲审的工作人员，尽快反
馈结果。

“事实上，超过送审时间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程老师完全可以拒绝帮我们投递论文，更没有义
务 帮我们催对方反馈结果，但她没有抱怨 过一
句，就去做了。”宇航学院毕艳超声音有些颤抖地
说。他自称“老博士”，并不是年龄老，而是因为毕
业延期半年“身份”老。这个大男孩是硕博 连读，
算上延期时间，在北理工的研究生生涯已有 5 年
半了。“如果再延期半年，我就一无所有了。”作为
一个“理工男 ”，毕艳超不善与人 交流，但一提起
程老师，他似乎 把 5 年半里 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虽然声音中有掩 饰不住的紧张，但他没有一丝迟
疑。

“我们理工科男生，大多不善言辞，但这次，我
们真的感动了，心灵深处的情感在毕业这一刻爆
发了。”生命学院刘聪说，自己也是个讷言的人，但

他知道，每个人的博士生涯都是由无数汗水与泪
水谱写而成的，如果因为最后没有资格参加论文
答辩，所有的“血泪史”都会毁于一旦。没有程老师
加班加点的“ 送审”，就没有他今天穿着学位服接
受博士学位授予。然而，当面对程老师时，千言万
语只化为一句话：“谢谢！”

感谢信里被提及最多的程璐老师是研究生院
负责博士论文送审工作的，这个被所有博士生描
述为美丽、高大的形象其实是一个娇小玲珑、面容
清秀的 80 后女孩。走进程老师的办公室，一摞摞
厚厚的博士论文 堆满房间，送审的、待送 审的、待
回复的……各类博士论文被分门别类摆放的整整
齐齐。电脑显示屏后面的程老师一边向前来咨询
的博士生们回答论文送审的各种问题，一边仍盯
着电脑屏幕上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进行着各
项操作。程老师年纪轻轻、看上去像个没毕业的本
科生，几年来一直肩负着全校数百位博士生毕业
环节中最关键的论文送审工作。

谈及这份 时间紧、任务量大、要求高、责 任重
的工作，程老师只是浅浅一笑，仿佛无论是超负荷
的工作压力还是学生们的不安，在她微微上扬的
嘴角边都能化成两个字———希望。程老师的 QQ

“2014 毕业博士群”里有 100 多名博士生，每天
“滴滴”声响个不停，程老师从不嫌烦。对于博士
生来说，毕业论文做起来更为不易。很多人因为
实验做不出成果或导师不同的修改 意见，不得不
推迟论文送审时 间，好不容易把“论文成品”传给
程老师，又盼着 她早日上传论文 盲 审平台，晚一
天回来都有可能错过答 辩时间。那段 时间里，他
们度日如年，唯一的希望就是程老师能带来好 消
息。“我既是‘杨白劳’，又是‘黄世仁’。”程老师幽
默的说。

2014 年 5 月，正值 博士生们论文 送审、答 辩
最繁忙的时期，恰逢学校开展网络安全自查及建
设工作，一段时间内，研究生管理系统无法在校外
登录。本可以在家加班完成的工作，程老师只能到
学校上校内网来完成。就算只为上传一名学生的
论文，程老师也要在烈日炎炎下坐 1 个半小时的
地铁从良乡赶到魏公村，节假日也不间断；没有人
知道，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女孩在为学生催论
文盲审时，面对对方的不耐烦仍微笑着请对方谅
解；更没有人知道，这位时刻做好准备为学生跑前
跑后的老师，家里 还有个 1 岁的孩子尚未断奶
……

“有 100 名学生来我办公室，我就给他们 100

个笑容。剩下一个，留给我自己。”程老师说，每名
博士生都有自己的焦虑，有的手足无措，有的情绪
失控，但她能理解每个人的无助，能感受到每个人
的无奈，所以每天准备好 100 种笑容去面对他们，
安抚他们。最后一个，留给自己，时刻让自己充满
希望。

让这些博士生特别感谢的，还有研究生院学
位与学部办公室的李晓宇、赵宁、康晓伟、谢凤、杨
婷婷等，以及那些他们都叫不出名字的老师。这些
老师的年龄和有些博士生差不多大，甚至有的比
他们还小，但在工作上却丝毫不含糊。

学位与学部办公室的康晓伟老师前一天在微
信朋友圈上看到了这封感谢信，上边也有他的名
字，他默默地写下了评论：“真正应该感谢的，是这
些毕业生，他们更值得被期待和祝福。为他们服务
是我们的荣幸，感谢他们给我们平凡的人生留下
了光彩的记忆，让我们的工作非常有价 值和意
义。”康晓伟和他的同事们担任着 4 个学部分会秘
书的职责，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答辩前对论文进行
评阅把关，答辩时对委员会人员组成把关，答辩后
对学位申请把关。为了保障每一位学生能够顺利
通过答辩，他们做的确实是比秘书还要细致的工
作。“不能确定学生论文层次的时候，我没少给各
专业导师们打电话请教。”康晓伟说。

如果说康晓伟“向内行走”，那么李晓宇老师
就是“向外走”。“多年海外生活让我更能理解他们
独处异乡的艰难。”李晓宇说。身为“海归”，李晓宇
的英语“倍儿溜”，耐心热情的服 务使她很快成为
全校留学生的“良师益友”。她不仅为留学生提供
学位工作的咨询与帮助，还不得不“弃文从理”，走
向“外行”。虽然她在国外从事金融管理工作，但回
国后面临大部分自然科学专业的留学生，她不断
向专家请教学生的学术问题。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这些博士生都“惊诧”于
赵宁老师对于各种学位条款的“非凡”记忆力。对
于前来咨询的学生，她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哪个
文件里有哪一条适用于他，既清晰又准确。“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研究各种文件
政策吧，那些看似枯燥的条款其实有很多故事，现
在同事们都叫我‘文件通’。”赵宁笑着说。

如果说李晓宇、赵宁、康晓伟与谢凤等老师是
“台前”，那负责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工作的杨婷婷
老师就是典型的“幕后”了。虽然不抛头露面，但杨
老师的工作却关系着毕业生能否顺利的在网上查
询到自己的学位信息。由于国家学位信息系统开

放时 间非常 短暂，面对七 八种不同类型、海量的
学位数据，杨老师不得不加班加点反复校验、核
对每条数据代码，及时发现问题与学校多个部门
反复沟通，甚 至 还要联系到学生本人，确保每 个
人的学位信息准确无误。“这是个无比枯燥、繁琐
的过程，但每每想到同学们在网上看到自己学位
信息时的开心，我觉得一切付出都非常值得！”杨
婷婷说。

此外，另一位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就是负
责毕业数据报库工作的陈玲老师。随着研究生队
伍的扩大，各种类型层次研究生的情况变的更加
复杂，陈老师需要在全面了解国家政策变化的同
时，核实每一条的毕业数据信息，保证各项信息的
准确无误。“只要有一项不对，学生的毕业派遣就
会出现问题。因此，我要特别用心的去做这项工
作，以保证百分百的正确。”陈老师说。由于毕业数
据报库与研究生的毕业派遣紧密相关，因此，每年
毕业季时，陈老师为了专心处理数据，经常利用周
末时间来办公室加班，以保证每一位研究生能顺
利毕业。

事实上，这些老师只是千万个老师中的代表。
他们的背后，是整个研究生工作的大世界。在这
里，制度化和人性化似乎从不冲突。“这几年研究
生在扩招，但研究生院的工作人员基本没有增
加。”研究生院培养处副处长陈旵明说，这就要求
培养工作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培养处的工作正
在探索“非禁即准”的管理原则，比如除送 审论文
截止时间段外，其他时间内只要学生需要，都可以

送审。“但我们不同于 餐馆服务员，也是管理人
员。”有时按规章制度办事，反而被师生误解为不
近人情。“以后的工作目标将继 续管理、服务并
重。”陈旵明说。“看似‘高大上’的工作，却少不了
繁文缛节。”学位与学部办公室副主任杨东晓说：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做各种质量监控和把关工作，
但具体操作起来，工作量的巨大与工作细节的繁
琐有时会让大家非常焦虑。”

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研究生教育更是
高层次人才培育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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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理工记者团采访诺奖获得者 Frank Wilczek教授实录

父亲叫李荣法，生前任胡湾村党总支书记 ,将
该村从负 债累 累打造 成先 进村，病逝时年仅 49
岁。

女儿叫李玉兰，自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回到
胡湾村，成为黄桥镇第一个大学生村官。

在苏 州 市相城 区 胡 湾村党总 支书记的岗位
上，李荣法奋斗了整整八年，把一个负债 500 多万
元的经济薄弱村转变成为村级收入 200 多万元的
先进村，病逝时享年仅 49 岁。临终前，他想的还是
工作，遗憾于不能将新并过来的穷村也变个样。不
负父亲的期望，李玉兰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回
到了胡湾村，成为当时全黄桥镇第一个在村委会
工作的大学生。转眼间，李玉兰已为村民服务多
年，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认真踏实工作的李
玉兰，如今也已深受村民的认可。提起她时，村民
会竖起大拇指说：“没给她爹丢脸！是我们的好村
官！”

10 月 16 日晚上 8 点多，“中央电视 台 2014
年寻找最美村官”颁奖典礼在央视一套综合频道
播出。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胡湾村的李荣法、李
玉兰父女，以其两代人接力、全心全意服务村民的
经历，成为今年十位获奖村官中唯一的“父女最美
村官”，也是今年江苏省唯一的“最美村官”。

2004 年 9 月 13 日，锡剧《李 荣法》在苏 州开
明大戏院首演，真实地再现了一位农村基层党员
干部的光辉形象。李荣法致富不忘乡亲，以智慧和
能力改变穷村面貌，牺牲个人利益，献出健康和生
命的事迹，让全场许多观众泪如雨下，深深地为这
样一位党的好干部英年早逝而遗憾；黄桥镇胡湾
村人更是泣不成声，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支书
而痛心。

李荣法是个能人，退伍回村后，1992 年就开

办了自己的企业，经 过几年发展，年利 润达到 60
多万元。但此时的胡湾村是个薄弱村，村民生活水
平低，村里还欠了 500 多万元的外债。谁能改变胡
湾村的面貌？1995 年，经多数党员推荐，黄桥镇党
委决定让李荣法担任村支书。不畏艰难、勇挑重担
的李荣法，在支部大会上向全村党员说：“给我三
年时间，我要把胡湾村彻底改变。”

雷厉风行，说到做到。李荣法带头捐款，整治
村里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在他的努力下，
很快就吸引了企业到胡湾村投资办厂。三年后，李
荣法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胡湾村还清了外债，每年
的村级收入也增加到 40 多万元。到 2003 年，胡湾
村的民营企业已从最初的 3 家发展到 100 多家。

村民富了村里强了
李荣法却倒下了

村民富了，村里强了，但李荣法自己的企业却
每况愈下。“你自己的厂，自己要弄好。”回忆往事，
李荣法昔日的同事、村干部冯盘根说，劝过李荣
法，但是他不听，就认定要把村子搞好。

最终，李荣法自己的企业垮了，但村里的发
展，依然让他干劲十足。可是祸不单行，2003 年 5
月，李荣法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

此时，李荣法最忧虑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
一个月前，黄桥镇党委决定将临近的穷村陈其村
并入到胡湾村。“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了，如果再给
我三年时间，一定会把新并过来的陈其村再变一
个样。”他在病房里对女儿李玉兰说。这句话，深深
地触动了李玉兰，“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入党申请
书，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熟起来，为父亲分担一
点事业”。

珍惜所剩无几的时间，李荣法要求回家治疗，
以便继续工作。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家人只好答
应。回家后，每天上午，都由李荣法的妻子送他到
村委会上班。就这样，拖着虚弱的身体，李荣法亲
自参与并村工作，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

2003 年 12 月 6 日，年仅 49 岁的李荣法被病
魔夺去了生命。在担任村支书的 8 年里，他给一个
贫困的小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给自己家
留下的却是十几万元的债务。出殡那天，村民们从
四面八方冒雨涌向殡车的必经之路，把胡湾村 1
公里多长的水泥马路挤成了一条夹道，自发地为
英年早逝的好书记送行。

这一幕，成为这个村庄难以磨灭的记忆。

女儿李玉兰大学毕业
回胡湾村当了一名村官

考上大学，离开偏僻无趣的村庄到大城市里
工作生活，是农村学子的普遍理想，年轻时的李玉
兰也是如此。学习信息科学的她，本想在毕业后出
去闯闯，干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但父亲生前的期
望与遗志，使她回到了胡湾村。

父亲去世后，李玉兰继续在村委会默默工作。
她曾被镇里安排到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更理想的
发展平台。但 2007 年村委会改选时，挂念着胡湾
村的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村参选，并当选村委会
副主任。2013 年换届时，李玉兰当选为村委会主
任。每天早晨去村委会上班前，李玉兰会在村里各
处走走转转，和村民们叙叙家常，询问有什么困难
需要解决。这一做法已坚持多年，“父亲生前也是
这么做的，我可能受他的影响，好像到村里走一圈
心里比较踏实”。

李玉兰随身带着一张父亲当兵 时的照片，追
忆父女情缘，最难忘的却是一件小事：1998 年她
高考前一夜，父亲背了两个西瓜到学校看望她，鼓
励她好好考试。“之前总觉得他不怎么关心我，但
这件小事让我知道，父亲虽然忙于工作，但内心是
关爱女儿的，所以那一瞬间让我觉得很温暖。”李
玉兰说。

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李玉兰觉得，父亲
就是天上的一颗星，运行在胡湾村上方的天空，看
着这块土地，也看着她这个人。她惟有辛勤工作，
服务好村民，才有资格做父亲的好女儿。

李玉兰发挥所学专长
胡湾村再上新台阶

村官虽小，可村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上
学就业、生产经营，全都是其职责所在。多年来，李
玉兰走遍了全村 15 个自然小组的角角落落、家家
户户，事无巨细，皆心中有数。她还走访了全村 26
个困 难户、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深 切了解这些
家庭致贫的原因，想方设法给予帮助。村民陈琪
英的丈夫车 祸去世后，家庭重担落在她一个人的
肩上，两个上初中的儿子面临辍学。得知此事后，
李玉兰主动与陈琪英的两个儿子结成助学对子，
资助他们完成学业。近年来，李玉兰先后结对帮
扶贫困家庭 5 户，开展走访慰问 50 余次。在她的
影响下，村里的党员干部纷纷和贫困 家庭开展结
对帮扶。

多年的村官生涯，有苦有甜，也让李玉兰颇有
心得。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村官”究竟好不好
当？难与易，其实全在于自己。她总结出农村工作
的“四 个足够 ”：只 要 你有足够的毅力，足够的信

心，足够的责任心，再 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农村工
作其实一点也不难。

胡湾村去年实现村级可支配收入 1398 万元，
在相城全区 95 个行政村中排名第 18 位。虽实现
了较好发展，但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即将通
车的新苏虞张公路经过胡湾村，将彻底改变这个
偏僻村庄的交通面貌。

“父亲在任期间，一心一意想把我们村的经济
搞上去，让村民得到更多实惠。我作为新一代村
官，也是这样想的。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会一直努
力下去。”李玉兰朴实地说。

据了解，李玉兰这样的优秀大学生村官，在
相城 区并非孤例。 2006 年启 动招 聘大学生村官
以来，相城 区 通过 完 善大学生村官长效管理机
制，建成了一支年纪轻、文化水平高、综合素质能
力较强的大学生村官队伍，仅 2012 年一次“阶梯
式”竞选中，就有 3 名大学生村官走上副科 级领
导岗位。目前，全区纳库管理的在岗大学生村官
262 名，其中 985 高校村官 10 名，21 名大学生村
官 担 任“两委”正职、81 名大学生村官 担 任“两
委”副职，6 名大学生村官当选区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

（文 / 扬子晚报 图／中新网）

BITJA：北京理工大学记者团记者
FW：弗朗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
BITJA：Hello, Professor Wilczek. I’m a

reporter from the Journalist Association of BIT. So
it’s really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and to have this
interview with you.

【记者】：维尔切克教授，您好！我是来自北理
工记者团的记者，很荣幸能在这里对您进行采访。

FW：Thank you.
【韦尔切克】：谢谢。
BITJA：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to some

universities in China before. So what’s your
impression on BIT?

【记者】：我了解到您之前已经去过其他一些
国内的大学，请问您对北理工的印象如何?

FW：Well, I’ve only been here a brief time.
And so I can’t form a deep impressions. But it
seems to be a place where there’s a lot dynamism
and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and where things are
happening at very positive directions. And I get the
sense that their great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韦尔 切克】：这个，我刚到这里不久，所以我
还没来得及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它。但感觉这是一
个富有活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学校，而且一切事
情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同时，我感受到了它

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BITJA： So how do you like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in BIT?
【记者】：请问您对北理工的学术氛围评价如

何？
FW：Well, I’ve only seen a small sample of it.

But the studentsfor instance at the sessions here
were very engaged and asked very intelligent
questions. So I was favorably impressed. And, I had
some experience back in the States with students
from China in general, and BIT in particular and
they can be very good.

【韦 尔切克】：我刚刚看 过一个简单的（课堂）
示范，但同学们在课堂上都积极参与，问了很多有
水平的问题，让我感触颇深。我在美国时与来自中
国的留学生有过一些接触，尤其是来自北理工的
同学们，他们都很棒。

BITJA： In BIT many students study physics
and many students have college physics class. So it’
s quite a difficult subject. So do you have any
advice of learning it?

【记者】：在北理工有很多物理专业的学生，同
时也有很多其他专业的同学学习物理课程。这是
一个比较难的课程，那么请问您对学习这门学科
有什么建议吗?

FW：Uh, well, stick with it. It’s not as hard as

it looks. The hardest actually I found, my own
experience was that the hardest part of physics is
the part that is usually taught first, Classical
mechanics. It’s kind of a funny mixture of intuitive
assumptions that are unstated, and mathematical
formulas. And it’s very hard to see, where I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see where one begun and other
ended.I think the later part of physics are in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echanics. Don’t get discouraged
if the early part seem mysterious and lopsided.It gets
more beautiful and more logical as you go on.

【韦尔切克】：嗯，坚持就是胜利！它并没有看
起来那么难。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认为最难的地
方通常是最早接触的部分，比如经典力学。这有点
像假设猜想和数学公式的有趣搭配，而且它很难
找到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我认为再往后的学习
是基于对力学的更深理解。你可能被刚开始的课
程难度吓得失去勇气，但学的越深入，它就越有逻
辑，也越来越美丽。

BITJA： So how did you learn physics when
you were in college?

【记者】：那您在大学时怎么学习物理的呢？
FW：Well, I actually majored in mathematics.

I didn’t major in physics. I took a few physics
courses but basically I just read some of the classic
texts. I like to read something close to the original
text. So I read Mock’s book on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When I studied quantum mechanics, I
read direct books about quantum mechanics. I was a
great admirer of Einstein when I was small, so I
worked very hard so I could understand Einstein. I
read Feynman’s lectures as they came out, the
Feynman lectures of physics. It was like a kind of
studying mathematics in a systematic way. But I
studied physics in a less systematic way, picking up
things that I was interested in.

【韦尔切克】：其实我的专业是数学而不是物
理。我学了一些物理课，但基本上我知识阅读了一
些经典教材而已。我喜欢读一些接近原著的文章，
所以我读了烦烦

烦烦烦烦烦烦烦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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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以明理，学以精工。”这句广为
流传的北京理工大学校训，早已被深深
嵌入石雕，落座于徐特立图书馆旁边。

建校 70 周年，我们的母校已经历
经了自延安时期起无数的风风雨雨。这
所为新中国创造了数个“第一”的大学，
终于在 70 周年生日的时候，将过去的
风雨与辉煌凝练为崭新的校 训，深深扎
根于她每一个孩子的心底。

四年间，当每一届 群 星 汇聚，这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学子，都会在第一
时间 铭记这句令我们每一个北理人都
毕生难 忘文 字，以及它 背后的，来自无
数前人先辈的期望与期待。

德以明理，因为有德，是以明理。
学以精工，因为好学，是以精工。
即便这句校训在 2010 年才被 最终

确立，但七 十余 载的光 辉岁月，一代又
一代的学子，都在用他们的行动，履行
着这句牢不可破的誓言。

无论是第一架天线的出现，还是第
一辆坦克的诞生。它们的背后，都有着
太多北理工人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的身
影。

“德以明理，是指道德高尚，达到以

探索客观真理作为己任之境 界：学以精
工，是指治学严谨，实现以掌 握精深学
术造福人类之理想。”如今，即便我们这
群 九 零后的孩子再体会不到祖国 处 于
危 难之际的痛苦，也不会遭 受“白 色 恐
怖”“国破家亡”的威胁。但当我们自踏
入北京理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会
情不自禁地被这里的学术氛围所濡染，
就会有人一遍 遍地向我们讲 述这校 训
的含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虽然
我们是九零后，我们也曾经被前辈们无
数次质疑，但此时我们是清 楚的，我们
身上肩负的不仅仅是北京理工的荣耀，
更是整个国家的未来。

德以明理；学以精工。这句话不仅
仅应该被刻 进石头里，更应该被 刻进每
一个北理人的心里。即便如今国际局势
变幻莫测，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实
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优秀的学
子，我们也有理由让别人相信祖 国的未
来会由我们所谱写。

德，因以明理；学，谓之精工。我们
需要时时刻 刻牢记自己是一个北理人，
时时刻刻记住北理工的校训。今天，我
以北理为傲，明天，北理以我为荣。

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