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0月18日 星期二

浪里白条

田炳樟：
寻找灵感 保存灵感

本报记者 黄丹羽

理发时碎发纷飞，粘在脖子、衣服上，
又痒又不好清理。能不能用静电吸附碎发，
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曾被田炳樟记在“灵感
目录” 里的想法已经付诸现实，《一种新型
处理碎发的装置》正在申请专利。

田炳樟是西北工业大学探测指导与控

制专业大三学生。这个不大情愿被称为“90
后”的男孩，拥有7项已经公开、4项正在被
受理的国家专利。

田炳樟从小就对物理很感兴趣。 初中
时做一道物理题时产生的想法让他记忆犹

新：“如果在高速公路两个收费站之间，以
标准时间为基准， 测量过往车辆的行驶时
间，就能计算出是否超速。”后来，田炳樟发
现自己存在脑子里的想法被别人搬进了现

实，觉得“挺后悔”。
从那以后， 田炳樟养成了把生活中闪

现的灵感记下来的习惯。“我曾经在网上看
过这样一篇帖子。” 田炳樟说，“作者说，他
打开很久以前的文曲星， 发现当时记录的
许多‘幻想’现在都已经实现，比如基于手
机网络发送邮件等等。”这让田炳樟深有感
触，“很多想法一闪即逝， 记下来才有付诸

实践的可能。”
田炳樟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航天器

再先进，表面也得喷涂吧？也要用到钢结构
吧？如果钢结构能够创新，对于航天器来说
就会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进步。” 田炳樟相
信，越基础、越贴近生活的科技创新越难，
科技含量越高， 意义也越重大。“现在如果
有人宣布他能把螺丝钉的松紧度改成现在

的两倍，那一定会轰动的。”
这次，田炳樟带来的参赛作品是《绝缘

漆节能快速烘干技术及设备》。项目针对目
前国内乃至国际烘干绝缘漆所需时间较

长、能源利用率低、烘干效果较差等问题，
利用共振的原理通过红外辐射直接加热绝

缘漆中的树脂材料，设计出无污染、低成本
的新型炉体。“我们的项目通过中科院技术
查新， 得出结论是能源节电率达到63.5%，
工效提高3倍。” 田炳樟指着海报上醒目的
红体字说，“我们已经成立了公司， 合作的
几位同学都在公司有股份。”此时的田炳樟
摇身一变， 又多了一个西安集浪涂装科技
有限公司法人的身份。

采访结束前， 田炳樟悄悄告诉记者：
“其实以前看动画片 《高达》， 我也想过要
做一个真的高达出来 （注： 机器人， 日本
著名系列动画片主角）。” 虽然这个想法有
些许不切实际， 有悖于 “返璞归真” 的科
技创新原则， 田炳樟还是偷偷把它藏在了
自己 “灵感目录” 的某一页。

观 察

激活创新能力 关键在培育模式
———专访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薛光

本报记者 王 晨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以下简称“挑战杯”）
在大连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大工”）举办，
记者对该校副校长薛光进行了专访。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大连
理工大学在筹备此次“挑战杯”的过程中做
了哪些工作？

薛光（以下简称薛）：在赛务组织工作
方面， 学校细分出综合协调组、 作品评审
组、宣传报道组、接待工作组、志愿服务组
等12个工作小组，各小组责任明晰，协同推
进各项工作。

在宣传推广工作方面，学校以“让竞技
风采闪耀大工，让科技魅力感染滨城”为宣
传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宣传工作。
学校面向全国启动了“挑战杯”主题口号、
会徽、会歌、吉祥物的征集评选活动，共征
集到主题口号作品1211件、会徽作品72件，
吉祥物作品24件，会歌作品83件。我们还开
通了“挑战杯”竞赛的官方网站，“挑战杯”
竞赛各项相关信息的发布与宣传及时有

序，并将为竞赛赛况报道、信息发布搭建畅
通的网络平台；开通新浪官方微博，在人人
网开设“挑战杯”官方主页，吸引高校学生
广泛关注。

参赛作品的展览、展示是“挑战杯”终
审决赛的重要工作， 学校成立了布展工作
组，力求展览分类合理，布局科学有序，设
计美观大方，服务细致到位。为保证展览的
专业化，采取招标方式，选择经验丰富的公
司为本届“挑战杯”决赛作品布展。

记： 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是很
多高校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大工” 在推动
学生科研创新、 培养创新人才方面有哪些
探索？

薛：2007年，我们正式成立大连理工大
学创新实验学院。 作为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的示范区和先导区， 我校以创新实验
学院为中心， 努力打造人才培育模式的创
新范例。

亮点一：建设高水平、综合性、全开放
的综合创新实践基地。学院涵盖6个校级创
新实践示范基地、12个院系级创新实践分
基地及若干个校外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

地。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重视文理综合、理
工融合，面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
开设综合性很强的实验研究项目， 贯穿于
整个大学学习过程。

目前， 创新实践基地设有20余个创新
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完全开放，学生自由进
入，自拟实验方案、自选实验仪器，参加小
组讨论，在老师指导下完成实验任务。2009
年， 创新实践基地被批准为省级实验示范
教学中心， 目前学校正全力将创新实践基
地打造成国家级创新实验示范中心。

亮点二： 学校面向高考优秀学生招收
创新实验班， 探索理工科创新性人才培养

新机制。两个实验班依托创新实验学院，按
照机械及土建大类、 电气信息大类招生与
培养， 把学校积累几十年的创新教育成果
与经验融入到培养计划中， 一年级通识教
育，二年级按大类培养，三年级、四年级按
宽口径、个性化培养，实行导师制，接受专
业教育， 使创新教育由过去单纯的课外活
动进入人才培养的主渠道。

亮点三： 学校依托创新实践基地开设
创新实践班，吸纳校内学有余力、有兴趣的
优秀学生。目前设有数学建模、机电、软件、
创新教育、创业教育等15个创新实践班。创
新实践班以强化创新实践能力为目的设置

系列课程。事实证明，创新实践班学生的动
手能力明显强于其他学生。 今年参加全国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学生大多来自实践

班，在辽宁省评出的36个特等奖中，我校获
得10个，且获得国家级一、二等奖10项。

记：“大工”在推动科研创新、打造校园
创新氛围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薛： 我校是全国首批实施大学生创新
性实验计划项目的60所高校之一， 该计划
旨在引导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和项目组，
接受科学研究的锻炼和学术氛围的熏陶，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

早在2006年，我校就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实
行“四个一”制度：每一名在岗教授、副教授
和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 每一年至少提出
一项适合大学生科研训练的研究项目供学

生选择， 至少指导一名以上大学生开展创
新性实验研究项目。

由此，学校每年都组织学有余力、具备
初步科研和动手能力的大学本科三年级学

生申报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研究课题
可以由学生自己提出， 也可由学生和导师
共同拟定，或由导师提出，学生选择。学校
每年投入150万元专项经费对每个项目给
予不同额度的支持。

学校自2007年大规模推进大学生创新
性实验计划以来， 每年都有2000多名大学
生参与， 学生受益面达50%左右。4年来已
获批220个国家级项目。

自参加“挑战杯”以来，我校共获得特
等奖两项、一等奖10项、二等奖21项、三等
奖26项。3次获得“优胜杯”，5次获得高校优
秀组织工作奖。

学校现已形成以创新实验学院为中

心 、学校和学部 （院系 ）两级创新教育和
创新实践平台 ， 构建起完整的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

10月17日 ， 在武
汉理工大学的展位前 ，
评委正在对作品进行深

入的了解和点评 。 当
天， 本届 “挑战杯” 进
入封闭评审阶段。

(上接T1版）
“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 张绪清说，

“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多了，正好有机
会参与进来。 我们也觉得有了被认可的希
望。”张绪清带领学生们花了整整半年时间
调研，撰写了《乌蒙山国家能矿基地演化成
“问题区域”的调研报告———以盘县断江镇

为个案》。没想到，这个项目一路过关斩将，
杀入全国总决赛。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挑战杯”参赛高
校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普通高校， 甚至一些
职业院校也杀进了决赛。

“‘挑战杯’不论出身，只要是作品好，
我们都欢迎。”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杜汇良
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苗头”。他发现科技
创新的氛围正在慢慢地向更多的学校蔓

延。他曾经到各地调研，发现有一些高职高
专竟然特别重视科技创新，“给学分， 给经
费，给场地。”对此，杜汇良深有感触。

在这样的大氛围下， 高校慢慢地在被
“传染”。

“2009年，我们学校在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比赛中获奖， 这让学校和同学们有了
展示自己的愿望和勇气。”王薇说，“随着高
教发展大众化的趋势， 创新人才培养成了
学校的战略目标之一。 对于想要开展科技
创新活动的同学， 学校提供物质上的绝对
保障和精神上的支持。”

本届“挑战杯”每项获奖作品只安排一
名选手参加答辩，六盘水师范学院却把3个
学生作者都带到了决赛现场。 一方面是学
校对他们的奖励， 另一方面给他们提出了
更新、更高的要求和希望。

“‘挑战杯’正在发生从‘精英化’到‘大
众化’的转变，再也不是‘名牌高校的小俱
乐部’了。”杜汇良说。

“挑战杯”不再是少数人玩
的“游戏”
带队出征“挑战杯”前，安庆师范学院

团委老师夏斐接待了不少询问 “‘挑战杯’
是什么”、“怎么参加‘挑战杯’”的同学。从
前，“挑战杯” 这样的全国性竞赛让许多同
学 “敬畏”有加，觉得自己离它很遥远 。但
是， 随着安庆师范学院连年在比赛中取得
好成绩，“挑战杯”神秘的面纱被轻轻挑起，

越来越多的同学自愿申请参赛。
“2004年，我们学校第一次参加‘挑战

杯’。”夏斐回忆，当年学校给各院系下“死
命令”， 要求每个学院至少上报两个参赛
项目。一番强制下来 ，全校也只征集到三
十几个 “东拼西凑 ”的项目 。而今年的 “挑
战杯 ”， 全校有300多个团队自愿报名参
赛。经过校内初评，共有6件作品被推荐到
省赛， 获得两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的好成
绩。

为了让更多同学参与到科技创新活

动中来，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参加过 “挑战
杯 ”的同学开报告会 ，分享参赛过程中的
收获。

“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其实有
很多想法，但是主动性不够。”夏斐介绍，安
庆师范学院以 “挑战杯”为龙头，与 “三下
乡”社会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自由组队、
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收集到好的课题，就可
以作为下一届“挑战杯”的参赛项目。“虽然
师范类院校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并不见

长， 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有发挥的
余地。”夏斐说。

在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实验学院院长冯

林看来，“兴趣” 是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最重
要的前提。

每年，创新实验学院的机械与土木类、
电气与信息类两个创新实验班都会面向高

考学生招收100人，这是学校本科人才培养
的示范区与先导区。另外，学院还设有数学
建模、机电、软件等15个创新实践班，供学
校其他学有余力的同学参与创新学习。实
践班不限专业，谁都可以来参加。这吸引了
学校一大批学生前来报名。

冯林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模式让更多的

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实验室24小时开放，
放假的时候， 甚至有学生把铺盖卷都搬进
去。”这样的结果让冯林很满意。他觉得这
才是真正的吸引学生， 形成真正的科技创
新氛围。

大连理工大学法律专业的李冉也曾经

做过自己专业的项目，拿到学校参赛。虽然
并没有被遴选出来， 但是她并不灰心，“以
后有机会还会做。”

安庆师范学院的岳丽沙除了参加 “挑
战杯”，还尝试过很多项目课题，她同宿舍

的同学也都有参加各种科技创新活动的经

历。

让科技创新不再是一次性展示

杜汇良理想中的科技创新是一项长期

的过程，而“挑战杯”是它的龙头。
“要让‘挑战杯’从集中展示型的赛事

转变成长期的日常工作。” 在杜汇良看来，
科技创新就该是高校一项份内的工作。

团中央也在努力做些尝试 。“今年的
‘挑战杯’我们采取逐级报备的制度，从校
赛到省赛，再到全国竞赛都要上报。”这样
原来每个学校仅是重点培养几个优秀项目

的情况不存在了， 从最基层的校级比赛就
开始有更多同学参与，“今年有1000多所学
校开展了校赛 ， 开展得好的覆盖面超过
30%。”

“我们在新生入学时就会向他们宣传
‘挑战杯’，宣传科技创新。”李亚林说，这让
原本并不了解‘挑战杯’的同学对它有所了
解，“校赛能征集到400多个作品， 很不错
了。”

“要形成好的科技创新氛围，就要让学
校和学生关注科技创新， 而非比赛本身。”
杜汇良曾调研过一所学校。在最初的“挑战
杯”赛事中，学校取得过不错的“战绩”，但
近几届，学校在“挑战杯”中的成绩不如以
前了。 但杜汇良却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
他们全校同学参与科技创新的氛围形成

了，这远比比赛成绩重要。”他认为，要让科
技创新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把这种意
识更多地传播给大学生们。

“为此我们今年还开展了‘院士专家高
校行’活动，把三院的专家组织起来到高校
与大学生面对面沟通， 让他们传递科技创
新的意识。”杜汇良表示，这会让高校学生
通过专家的感召力燃起对科技创新的热

情， 而团中央将会把这项活动作为一项长
期工作来做。

“以前我们为了营造氛围，采用以奖励
带项目的方式，奖励老师，鼓励老师指导学
生做项目，而现在氛围形成之后，很多老师
不给奖励也会积极参与。”短短几年，李亚
林看到了学校科技创新氛围的变化， 他感
觉到，一种良性循环正在形成。

“学生有热情和兴趣参与，学校的整体
氛围就会更好， 科技创新就不会只是一次
性的作品展示。”杜汇良说。

(上接T1版） 在交流中， 张臻峰详细地介
绍了他参加 “挑战杯” 现场问辩环节的流
程以及注意事项 。 在模拟现场问辩过程
中， 该项目指导教师赵朝会以及梁森、 张
臻峰均给出有指导性的、 有特色的建议。

上海电机学院团委负责老师告诉中国

青年报记者， 学校一直积极组织同学参
加这项大学生科创领域的全国顶级赛事，
并在往届竞赛中取得较好成绩 。 近3年
来， 在 “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和 “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
竞赛中 ， 该校学生共获得全国二等奖 3
项 、 三等奖两项 ， 成绩位居上海高校前
列。 而今年参加终审决赛的项目已经申请
发明专利7项， 实用新型专利9项， 其中5
项已授权。

甘肃省此次共有3所学校参加 “挑战
杯” 终审决赛， 除了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
大学以外， 还有一所不太为人所知的兰州
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这所位于西部地
区的普通专科学校， 并没有忽视对学生科
技创新能力的培养。 这次来参加终审决赛
的 《课桌椅与人体舒适度调查统计分析》

就是学校几名同学看到不少中小学生视力

不好、 坐姿不对而产生的科研想法。
代表团队来参加答辩的李■平时就很

关注社会问题，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我
们这一排参赛学生中就有18个戴眼镜的”。
李■和他的课题小组从小学 、 初中 、 高
中、 大学等不同年龄的人中调查分析桌椅
的舒适度， 并用人机工程学的理论和系统
工程的方法进行调查分析， 还为课桌椅设
计提供了建议。 这次李■还亲手制作了一
把椅子， “学校很支持， 这把椅子就是我
到机电系做的。” 李■告诉记者， 学校很
支持学生参与一些课外创新活动和比赛，
上一届 “挑战杯” 学校就获得过三等奖。

四川理工学院的杨威也得到了自己学

校的支持。 学校专门设有创新基金， 鼓励
学生自己进行一些科技创新活动和课题。
现在大三的杨威在大一时就申请到1000元
的创新基金， “虽然钱不算多， 但对我们
学生来说， 已经是不小的鼓励了。” 这次，
他带着 《基于GPRS与 J2ee架构的智能电
表系统》 的项目来到 “挑战杯”， 而且获
得了评委的好评。

四川理工学院地处四川自贡， 不太知
名， 但学校的科技创新氛围活跃。 杨威和
他的团队成员就是在学校的电子与信息技

术协会里认识的。 他自己是软件工程专业
的， 而另外几个成员则是自动化专业的，
“这个项目涉及到模拟电路 、 数字电路 、
操作系统、 网络通讯等知识， 我们能在一
个半月内完成 ， 基于大家的团队合作 ”。
而学校方面也给予了很大的方便。 自动化
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老师就告诉他， 随
时可以去他们的实验室去做实验。

广东商学院的大四学生苏慕红这次参

赛的项目是 《民间借贷合同的问题与法律
对策》， 也是广东省选送的法律类的唯一
一个项目， “我们从去年9月就开始做课
题 ， 从学院 、 学校 ， 一直走到省里 、 全
国， 也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 团
队的成员分别来自法学专业和金融专业，
“这两个专业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啊”， 苏
慕红笑言。 做项目时， 几个女孩子经常通
宵熬夜， “黑眼圈都出来了”。 不过， 她
觉得，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挑战自我才
能挑战未来嘛！”

领队心语

团天津市委副书记 冯 侠

12届的积累与沉淀， 22载的不断
探索， “挑战杯” 在崭新起点， 激发
学子创新灵感， 促进创新人才成长。
我们将发扬 “挑战杯精神”， 带领津
门学生锐意创新， 与全国学子求知盛
会， 携手奋进， 共谱新篇！

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

学校部部长 亚力坤·吐尔逊
我们新疆的20余支参赛队伍满怀

激情和梦想， 从祖国的西北边陲来到
东北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 大连理工
大学的热情服务和优美环境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祝大赛圆满成功，
祝各参赛团队取得优异成绩！

河北大学大学生学术技术科技

竞赛办主任 李亚林

每一次的挑战都有新的收获， 每
一次的相聚都有新的感受。 如今， 挑
战的平台越来越高， 资源越来越广，
为实现从培养学校精英人才到提高广

大学生创新科技意识和全国高校浓郁

科技创新氛围的形成， 以及科技成果
向生产力转化 ， 都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团辽宁省委副书记 陈奇夫

借助 “挑战杯 ” 落户辽宁的机
会， 我们努力让更多的青年了解 “挑
战杯”， 参与 “挑战杯”， 激发青年投
身创新实践的热情。 本届 “挑战杯”
体现了青年创新的特点， 我相信全国
各地代表队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会

让本次 “挑战杯” 取得圆满成功。

团海南省委副书记 盖文启

创新是一种态度、 一种智慧、 一
种坚持； 同样， 支持创新、 为青年学
生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也是一种态

度、 一种智慧、 一种坚持， 海南共青
团一直坚持以 “挑战杯” 系列竞赛为
抓手， 以科研训练计划为途径， 多方
位搭建支持和鼓励青年创新创业的平

台， 让青年学生的创造力和智慧闪出
熠熠光辉！

团重庆市委副书记 卢 波

重庆80万莘莘学子秉承 “挑战
杯” 宗旨， 在赛场内外， 在社会实践
的大熔炉中切磋磨砺， 勇攀高峰。 他
们积极投身课外学术科技活动， 广泛
开展 “唱红歌、 读经典、 讲故事、 传
箴言”， 在种树、 学工、 学农、 学军、
带薪实习和社会调查 “六个一” 社会
实践活动中知行合一。

（本报记者 吴晓东 王 晨整理）

一名高校

老 师 用 iPad
拍下了身着苗

族服装的吉首

大学同学。他们
的项目《寻访吉
首与凤凰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继承人》，
吸引了不少参

观者的目光。

挑战也温情

大连理工大学 龙海波

“你今天的表现就比昨天强”，“你这
个视角好”……在开放展区的现场，人潮涌
动，各个团队的交流十分密切，其中也不乏
温情的镜头。中国地质大学 《基于三叶虫
裂膜眼的古仿声学LED灯具》展位前聚集了
一批老师。“把我们当做专家， 你从头到尾
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我们这些‘专家’给
你提问题。”围观的老师们提出要求。项目
负责人当做一次实战演练， 认真详细地给

“专家们”讲解起来。
10月16日，“挑战杯” 决赛开始为期

一天的开放展览。在武汉科技大学的“轮
履两用救援灭火小车”展位前，前来观摩
的老师对作品“指手划脚”，认为作品不
应该只是展示机械化外观， 还应展示创
新的主体。 武汉科技大学的学生听了意
见后，把背盖翻了起来，露出隐藏在下面
的电路板。

各个高校参赛队伍及观摩团成员不

单单观摩其他高校的科技创新成果， 也
在有意无意中帮助对手完善作品， 仿佛
他们把 “挑战” 二字抛在了脑后， 只是
来欣赏一场科技创新的展览。

花 絮

机器人也买飞机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5个团队里此次
共有两个机器人项目参赛。 在西安机场，
好歹给一个重达80公斤的机器人办好了托
运， 可是另一个机器人却让人犯了难。 个
大又怕压， 不得已只好给它买了张机票，
带它一起上了飞机。

一路上， 11个人外加一个机器人的奇
特团队让路人惊诧不已， 所到之处都是一
片好奇的目光。 和机器人一起坐在机舱里
到底是什么感觉？ 西电的学生和老师们相
信， 假如飞机上可以调试机器人， 这个家
伙一旦开口， 一飞机的乘客都会吓得跳起
来。 本报记者 吴晓东

老少同乐

10月16日下午， 4号展区俄罗斯主题
馆里飘荡着欢快的音乐。 在P005展台前，
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 正与两名俄罗斯男
孩、 一名俄罗斯女孩用俄语合唱歌曲 《莫
斯科—北京》， 唱到动情之处， 老人轻轻
地挥舞自己的手臂， 为歌曲打节拍。 围观
的同学也受到感染， 跟着他们哼起了歌曲
的旋律。

老人是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退休教

授， 在前苏联军队1945年～1955年驻扎在
旅顺时学会了俄语， 那时他才12岁。 老人
认为， 两国在教育方面应该互相学习， 进
行更多的交流。 东北财经大学 王静宜

是大家的盛宴， 不是少数人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