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5CHONGQING DAILY

2023年 12月 19日 星期二
编辑 罗皓皓 美编 曹启斌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人物名片
李先广，1966 年出生，重庆机电智

能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曾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重庆市首
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荣誉。

他带领团队研制的高精高效数控
制齿机床，填补国内空白，为高性能齿
轮自主制造提供了保障。如今，他再次
进军智能制造行业又一次成为技术带
头人。

国际人才集聚、创新创业成
果展示、各类人才项目推进……
在刚刚结束的重庆国际人才交流
大会上，两江新区深度参与，聚焦

“高端、人才、成果”三个关键词，
打造聚人才、抓创新、促发展的新
平台。

由两江新区承办的国际软件产
业人才发展大会是重庆国际人才
交流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大会邀
请了产业领军人物、知名专家、企
业骨干等各类人才“齐聚渝州、共
赢两江”，探讨软件产业发展趋势
及特点，开展合作洽谈。

与此同时，由两江新区承展的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才成果展
同步举行，映入眼帘的智能汽车、
多种类型的人才，充分展现了两江
新区乃至重庆人才创新创业成果，
人才队伍建设和发展情况。

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两

江新区坚持产才融合，持续提升人
才汇聚力，聚焦“产业链”部署“人
才链”，力促“双链”精准对接、深度
融合，推动形成以产引才、以才促
产、产才融合的发展体系。

其中，新区大力建设重庆卓越
工程师学院、两江新区留创园、博
创园等引才育才平台，加快引进培
养人才。在两江协同创新区，聚集
了50余家科研院所，3000余位创
新人才，形成近千个创新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诺奖二维
材料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
创中心等5家单位获批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累计设立博士后科
研站73个、居全市第一。

在抓人才队伍量质齐升方面，
两江新区聚焦全市打造“33618”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深入实施软件

“满天星”等人才专项，已集聚软件
企业超4800家，从业人员11万人、

中高端人才超2.3万人，实现软件
业务收入650亿元。

今年以来，两江新区组织参加
市区两级线上线下引才活动百余
场，人才活动更加频繁、人才磁强
更加强大。

在打造“近悦远来”人才生态方
面，构建“人才+创新+产业”的完整
政策体系。此外，还组建了规模超
百亿的科技创新母子基金群。

为了加强人才基础服务保障，
两江新区不仅能为人才提供集居
住、健身、餐饮、商务、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人才公寓，还打造了人才服
务综合平台“两江人才荟”。该平
台可以为人才提供户籍、档案、职
称等25项“一窗办理”服务，切实让
人才来到两江，办事“找得到门”、
发展“摸得到路”、解困“寻得到
家”。

陆丰

两江新区：打造“双链”融合的人才生态
聚焦“产业链”部署“人才链”

民生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
关情。今年以来，巫溪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巫溪法院”）共处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300余件，其中诉
前调解 150 余件，诉中调解 90 余
件，判决50余件，兑付农民工工资
150余万元，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今年初，16名农民工先后向巫
溪县人社局和县检察院求助，希望讨
回辛苦钱。原来，2019 年至 2021
年，孙某等16人陆续进入巫溪县某
鞋业有限公司工作。受疫情等因素
影响，公司资金链断裂，欠下200余
名工人工资共计100余万元。2023
年2月，该公司陆续恢复生产，但欠
薪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为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巫溪
法院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参与到该批

案件的诉前调解工作中去。4月，经
法院、检察院、人社局多方协调，最
终达成公司分三期支付完拖欠孙某
等16人工资的协议。其后，巫溪法
院按照此调解方案又陆续调解该鞋
业公司涉农民工工资案60余件。

近年来，巫溪法院积极探索建
立矛盾纠纷诉前告知机制，通过向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当事人发送《诉
前告知及调解建议书》及类案判决
形式，促成当事人自动履行或诉前
调解案件150余件，兑付农民工工
资70余万元。

为充分发挥法院“多元解纷”和
检察院“支持起诉”的制度优势，巫溪
法院和巫溪县检察院于今年11月联
合签订《关于协作配合支持农民工追
索劳动报酬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该《意见》创新提出“检察
和解+司法确认”工作机制，即通过

邀请行政主管部门、调解组织以及代
表委员、人民监督员参与化解矛盾纠
纷、现场司法确认等方式，进一步强
化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诉源治理，
为农民工讨薪提供“一站式”服务。

此外，巫溪法院还通过依职权移
送执行机制，联合有关部门开展线上
和线下财产调查工作，全面查控被执
行人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
产信息，确保农民工及时拿到劳动报
酬。针对进入执行程序的涉农民工
工资案件，巫溪法院实行快立快审、
优先执行、优先发放执行案款，尽最
大努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下一步，巫溪法院将继续以解决
百姓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为原则，做好涉民生案件审判执
行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黎映希

巫溪法院：
多措并举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本报记者 佘振芳

最近，一份“国家卓越工程师”拟表彰对
象名单，引起广泛关注。

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开展“国家工程
师奖”表彰，在我国尚属首次，今年57岁的李
先广，成为重庆唯一入选对象。

什么样的工程师，才称得上是“国家卓越
工程师”？12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重
庆机电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简称机电智造），
与李先广展开对话。

老师一句“科学的春天来了”
他决心进厂从设计员干起

南岸区机电一支路两侧遍布制造业企
业，机电智造所在的小楼并不起眼。

谈及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身材瘦
削，头发已有星星白斑的李先广笑称：“可能
是运气。”随后补充道，“当然，这些年我还是
在专业领域做了一些事。”

为何选择成为工程师？原因要从1978
年说起。

那年，李先广刚上初一。“现代化的关键
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
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的这些引领现代化发展
的思想，在李先广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老师

告诉我们，科学的春天来了。”一句话，让他立
志投身工科。

1983年，李先广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
了重庆大学，“当时感觉重庆大学的工科比较
强。”选专业时，招生简章首页“机械制造、工艺、
设备及自动化”中的“自动化”字样，深深吸引
了他。毕业后，李先广觉得在生产线上才能发
挥自己所学，因此选择进入重庆机床厂。

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而
齿轮，则是工业的命脉。当时的重庆机床厂，
是全国机床“18罗汉”之一，被誉为中国齿轮
加工机床的摇篮。中国第一台滚齿机、剃齿
机、插齿机以及蜗轮母机都诞生于此。

李先广从设计员干起，陆续参与了滚齿
机产品的零件图设计、部组设计等，积攒了丰
富的经验。

竞争合资车企的大单
他要“给‘重庆造’争一口气”

1996年下半年，一家中法合资车企在湖

北武汉建厂，其变速器齿轮加工设备及整套
技术面向全球招标。

重庆机床厂决定放手一搏，投标技术方
案的制定任务，落到了技术骨干李先广头上。

“从武汉买回标书仔细阅读后，大家都蒙
了。对方要求机床设备能准确自动识别工
件，对加工效率和精度水平也有很高要求，还
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方案。”李先广回忆，当时，
国内在这些方面还是空白。

“为了赢下这个大单，更为了给‘重庆造’
争一口气，我们必须上。”李先广带领团队开
展技术攻关。

大家围在一起讨论，在工程图板上用尺
子和铅笔一笔一笔画出结构图和关键布局
图，无数次推倒重来。夜以继日的一个月后，
团队拿出了一套成熟的方案，一举中标。

如何把方案变成装备，是更难的。
“难点在于数控、传感和自动化技术，只

有不断试错、改进和完善。”李先广说，别小看
一个齿轮，评价指标往往有七八个，只要一项

达不到就前功尽弃。
为解决一个小问题，常需要拆掉整个装

备，重新装配。那段时间，通宵加班成为李先
广的常态，经过几个月连轴转，团队研制的产
品最终达到了合同要求。

这款数控自动滚齿机及加工系统，填补
了国内研发产品的空白，经过不断优化改进，
很快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装备。

50岁转战智能制造新领域
率团队研发复合焊接机器人

从2007年到2013年，李先广带领团队
研发出高效精密数控磨齿机等一系列高档制
齿机床，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为企
业带来了30多亿元的营收，两次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与产业趋势和时代浪潮共舞，是工程师
永不结题的课题。

2018年，50岁的李先广来到机电智造
任总工程师，一头扎进智能制造的新领域中。

通过调研，李先广发现，公司接到的数字
化车间订单中，不少项目需要焊接机器人，之
前都是外包出去的。“焊接这个领域，存在大
量机器换人的机会，未来一定很有前景，为什
么不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李先广组
建团队，开始自主研发。

“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无论哪个团队，
只要遇到机械方面的问题，大家总会想到去
找他。”公司智能化部硬件设计二室主任吴樟
洪说，不管李先广多忙，都会挤出时间帮助团
队答疑解惑，有时涉及他自己了解不深的领
域，就会利用业内资源寻找外援。

很快，团队成功研发出复合焊接机器人，
并通过不断改进，实现了从固定工位到一定
区域内游走的突破。随着该机器人竞争力的
提高，企业接到了不少订单。在今年智博会
上，这款复合机器人一经亮相，便受到不少中
小企业的青睐。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再次回到如何成
为“国家卓越工程师”这一问题，李先广用这
句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话作答。

对立志成为优秀工程师的年轻人，李先广
建议：“科研道路十分艰辛，想走好这条崎岖的
山路，就要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
积极投身国家创新高地建设、服务社会。”

重庆首个“国家卓越工程师”拟表彰对象
——李先广从设计员到工业母机专家，再转型为智能制造技术带头人

□本报记者 崔曜

近日，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工作联席会办
公室公布2023年度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名
单，“霍加勇药物制剂工市级首席技能大师工
作室”上榜。

“能被全社会肯定，离不开身边同事的支
持。”12月18日，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
有限公司高级经理霍加勇表示，现在他最关
心的是工作室年终会议，总结全年技术攻关
情况，安排下一阶段工作。

择一事，终一生。1998年，霍加勇从重
庆医科大学毕业，应聘到太极集团涪陵制药
厂，进车间成为普通工人，从此扎根中药制剂
工艺一线25年。

当时的中药前处理车间，金荞麦质地硬，
机器的噪音大到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干枯
的鱼腥草在处理时灰尘满天飞，直呛鼻子；车
间没有空调，夏天像蒸桑拿，冬天又冷得直打
哆嗦。

“不少同事离开了车间，但我选择留下
来，因为做技术工作纯粹很多。”霍加勇成天
泡在车间，业务能力也在不断精进。

2008年，正当藿香正气液有望在市场

大展拳脚时却遭遇了挫折——产品刚生产
出来时各项指标均合格，但贮藏约一个月，
便会产生附着于玻璃瓶表面的沉淀。虽然
中药的沉淀是正常现象，但很多消费者会
怀疑药瓶清洗不够干净或品质得不到保
障，从而拒绝购买。

那一年，霍加勇刚担任生产部副经理，负
责制药生产技术管理。他立马带领团队，对
生产工艺进行全面梳理。一次偶然的机会，

霍加勇发现手里的留样品没有产生沉淀，这
让他隐隐感觉看见了曙光。

于是，霍加勇与同事一头扎进海量资
料中，查阅、溯源这批产品的形成过程，然
后按照此次留样品的生产过程起草了新的
试验方案，再次开展验证工作，继续留样观
察。

2012年，经过3年多的努力、累计2000
多小时的试验，他们找到了解决中药沉淀的
办法。改良后的藿香正气液受到消费者的认
可，销量翻了一倍多。

2019年，霍加勇药物制剂工工作室成
立。目前，该工作室实现了10个睡眠品种的
药品复产攻关，优化了近20个药品工艺流
程，成功推出近30个睡眠药品上市。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高级经理霍加勇

扎根中药制剂工艺一线25年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自从第一次无偿献血被查出是O型RH
阴性稀有血型（俗称“熊猫血”），党员、黔江区
城东街道办事处公共文化中心职工钟激扬就
戒掉烟酒，长期坚持健康饮食和体育锻炼，
16年来先后无偿献血19次7200毫升，稀有
血型献血量排名黔江区第一，荣获2020—
202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银奖。

2007年4月24日，第一次无偿献血的钟
激扬了解到，O型RH阴性血是一种非常稀
有的血型，在全国占约万分之三的比例。第
一次，钟激扬只被允许献出200毫升血液。

“这次献的血有病人急用，也是和你一样

的血型，如果找不到这种血，病人将面临生命
危险。”2007年11月30日，钟激扬接到血站
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这次他献出400毫升
血，得知自己献出的血液挽救了一条生命，钟
激扬内心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

查出自己是“熊猫血”后，以前偶尔抽烟、
喝酒的钟激扬，从此不再沾烟酒，甚至戒掉了
火锅等辛辣油腻的食物，长期保持健康饮

食。为了提高身体素质，多年来他一直保持
着运动锻炼的好习惯，连续三届参加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分别获得土家摆手
舞操表演项目一等奖、综合类比赛项目一等
奖等。

因为知道随时可能会有人急需用血，随
时可能会接到献血通知，钟激扬让自己随时
处于一种“备战”状态。

除了在黔江区献血，钟激扬还被通知到
重庆市血液中心、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及渝中
区解放碑附近的采血车上献血，为新桥医院、
西南医院救人专用。

身边的朋友偶尔不理解：“老钟，你怎么
那么傻，去献血没得一分钱不说，还要个人掏
腰包贴路费，费神费力跑那么远。”每当此时，
钟激扬只是笑笑说，被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

现在，钟激扬还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网站
注册登记，成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愿
意今后将遗体、角膜、组织等捐献，“凭我现在
的身体状况，至少可以一直献血到60岁。在
生之时，用血液帮助别人，去世之后，用身体
的器官去拯救别人。”

“熊猫血”捐献者钟激扬

为献血戒烟戒酒戒火锅

□本报记者 罗芸

12月16日，一夜北风呼啸后，海拔1200米的城口县
厚坪乡场镇，积起两三厘米厚的雪。

当日下午4点过，城口海拔最高的中心校——厚坪乡
中心校内，负责值守的校长龙磊与青年教师刘勇一起巡查
线路，为下周上课作准备。

“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下雪都是满满的快乐回忆。”在
教育战线工作了21年的龙磊一边检查电线线路，一边感慨。

龙磊是城口本地人。在他记忆中，自己小时候以及刚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冬天意味着刀割般的寒风、发红的冻
疮、冻得麻木的双脚。

“有点年纪的老师都知道，冬天是孩子们字写得丑的时
候。”龙磊笑着说，十几年前入冬后，学校、老师、家长会“众
筹”木炭，一间教室会生一盆炭火升温，但仍抵不住大山的
寒气。一般说来，全校学生百分之七八十会长冻疮。

今年25岁的刘勇老家在涪陵，难得见到雪。作为才参
加工作3年的年轻老师，他对冷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他
只知道，学校已用了十多年的碳晶墙暖。

十多年前，城口县通过“暖冬计划”，为海拔800米以上
的学校教室安装冬季供暖系统，采用碳晶墙暖供暖，孩子们
在进入教室时，室温能升至23℃。

“进教室、进宿舍有暖气，几乎没有孩子再长冻疮。”龙
磊说。

“虽然城口曾是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但再苦不能苦
了孩子，‘暖冬计划’就是举措之一。”城口县教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该县已有29所学校建设了冬季供暖系统，2
万余名孩子在寒冬里享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城口厚坪乡用碳晶墙暖给教室供暖

“长冻疮”的记忆成历史

李先广（右二）在复合机器人应用调试现场。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卜俊丹

12月16日，在上海徐汇区结束的2023高校百英里接
力赛总决赛上，重庆大学“野蛮生长”学生跑团以9小时33
分55秒破纪录夺冠，并提升赛事纪录16分钟！

他们是如何夺冠的？平日里是怎么训练的？12月18
日，刚回到学校的他们接受了记者采访。

作为近年来国内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高校路跑
接力赛事，当天的总决赛共有52所高校队的728名选手参
赛。赛事采用长跑接力的形式，由10名队员接力跑完100
英里（约160公里），其中，男生8人，女生2人。最终所有队
员的成绩相加，作为团队总成绩。

“我们都不是体育专业，这个成绩，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重庆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读博士的郝传鹏是这支学
生跑团的创始人。他介绍，跑团源于重庆大学校园马拉松
跑团，集结了一批热爱长跑、意在提高训练水平的队员长期
进行长跑训练。

根据赛制规定，参赛选手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在读或已
毕业的学生（全日制学生）、在读或毕业商学院学生（仅限
MBA和EMBA）。因此，参赛的10名队员都是凭实力“挤”
进决赛的，他们中既有已毕业的校友，也有本科生、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38岁“高龄”的郑俊和是跑团里年龄最大的，可实力却
不俗，曾跑出过重庆马拉松市民组第三名的成绩。作为重
庆大学2004级自动化学院的校友，也是队伍里唯一一位自
2018年以来，每届都参加高校百英里接力赛的队员。“我比
较有经验吧，也比较稳。”他自我评价道。

材料学专业大二学生周诗敬是首次参加比赛，也成为
此次比赛中的一匹黑马。“我是最后一棒，当时就想着一定
要守住队友们创造出来的优势。”周诗敬说，当时终点还没
来得及拉横幅，他冲刺跑过终点后以为自己还没跑完，还在
努力往前冲，直到跑团团长、2021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王
磊冲过来抱住他大声说：“别跑了，我们赢了！”

事实上，成绩的背后，是队员们的付出。王磊说，这两
年虽然没有举办比赛，但大家都保持了一定频率的训练，

“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学校体育学院院长落云柯，有时候我们
一周要跑200公里，这个运动量不比专业队少。”王磊说，为
了备战比赛，今年夏天，跑团成员们还自己凑钱，专门到云
南进行特训。

“你们向所有人展示了重大青年学子奋勇争先、团结向
上的精神风貌！”重庆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树新专
程对跑团成员表示了祝贺。他希望跑团成员能继续努力，
带动全校师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
围。

王磊告诉记者，目前跑团的微信群里已经有30多名成
员，每天都会约跑，“大家都说跑步会上瘾，我们还想带动更
多的人一起跑起来。”

在2023高校百英里接力赛总决赛上——

重庆大学跑团夺冠
提升赛事纪录16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