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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通大学85后博导陈坚

在专用车道上践行交通梦
本报记者 沈静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100

陈坚，现任重庆交通大学交通
运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重庆大学城乡规划博士后，重庆
科技青年联合会理事，重庆市青年
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中国交通
运输协会理事，国家注册城市规划
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世界交通
运输大会技术委员会委员，德国
CTC 访问学者，亚洲开发银行
（ADB）咨询专家，《交通运输系统
工程与信息》杂志编委，被评为重庆
市“巴渝学者”青年学者。

“博士生导师，1985年生。”
第一次看到陈坚的简历，记者吃了

一惊，第一反应是材料会不会弄错了。
细看简历，第二反应是“牛”！这位36
岁的博导，从硕士阶段算起做科研的时
间才10余年，但已经在国内外重要学术
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6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
基金、重庆市科技局及教委重点项目等
纵向课题11项，主持各类政府及企业委
托横向项目70余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重庆市发展成果三等奖、重庆
市教学成果三等奖等多项奖励。

不过，在陈坚眼中，这都是过去的成
绩，未来，他将继续为智能交通梦奋斗。

赣南小伙到博导的蜕变路

在入职重庆交通大学前，长自江西
赣州，在四川成都读了9年书的陈坚从
来没有来过重庆，却从毕业于重庆交通
大学的硕、博导师口中“认识”了重庆。
2012年，博士毕业后的陈坚机缘巧合
下来到了硕、博导师的母校入职，转瞬
间已近10年。

“庆幸在自己求学、工作中遇到了
一群并肩前进的同路人，他们是伙伴、
是榜样，像一颗颗星汇聚成光，为陈坚
照亮了前行的路。”在西南交通大学读
书时，不管是食堂还是路上，都可以看
见随身携带一堆文献的同学，这些画面
深深地印刻在陈坚的脑海里，时刻鞭策
着他前进。

到重庆交通大学后，领导和老教授
主动带陈坚一起做项目，年轻老师之间
也毫无保留地分享彼此的资源，在这样
和谐互助的环境里，陈坚迅速成长，成
为了交大交通运输学院年轻一代的科
研中坚力量。工作期间，陈坚凭借着优
异突出的工作成绩和科研成果，1年评
上副教授，4年破格晋升教授。

“不管是偏学术理论研究的纵向课
题，还是可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横向应
用课题，重庆这个城市和重庆交通大学
都以开放的胸襟，把机会大胆地交给年
轻人去做、去创造。”陈坚说，自己到学
校的第二年就担任了运输工程系主任，
2020年任学院副院长，直至现在重庆

交通大学也遵循着这一惯例，只要工作
能力足以担得起这份责任，学校都会放
手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去锻炼。

“我希望学生和青年教师以问题为
导向，切切实实，从发现社会现实问题
和实际需求入手，找到现有技术的瓶颈
点从做理论研究。”陈坚经常告诉学生，
不要花过多时间在意困境，只要在你所
学的行业里坚持，学会跨专业思考，成
果自然水到渠成。

传说中“别人的老师”

教学在陈坚心目中，相对于其他的
事务来说，像公交专用道一样，确定了
这条车道只能公交车走，那其他的工作
相对教学都只能让路。这个比喻道出
了陈坚永远把培养人才放在第一位的
思想。

教师的主业是教书育人，每时每刻
都须坚守教书育人底线。“学校不断探
索，积极构建‘五位一体’育人模式，努力
提升‘三全育人’质量，把人才培养提升
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陈坚向记者介
绍，前些年，培养出来的人才，专业科研
素质过硬，但在情商、价值观等方面不尽
如人意，所以现在要求教师在专业教育
之余，关注人才其他方面的培养。

在学校，陈坚除了是学术带头人，
还是一名“金牌”教师，不仅要给本科生
上课，还要带硕士和博士，虽然奔波于
备课、上课中，但作为传道授业的教师，
他乐此不疲。

“我刚当老师时，对于授课更偏重于
形式，一心想着只要课程的展现形式够

炫酷，就能将学生一节课的注意力紧紧
地吸引在我身上。”然而在之后与学生的
交流中发现，虽然陈坚的上课方式很受
欢迎，但是学生希望能有更多的“干货”。

随即，陈坚改变了教学模式，以学
生为中心，重新编写教案，制定学习计
划，在课程内容上，他也从形式化转为
内涵化，致力于把每一堂课都“装满干
货”，让学生快速地汲取营养。

在担任运输工程系主任期间，陈坚
推动了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专业入
选首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通过国
家专业认证及国家特色专业验收；推进
了重庆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专业由传统
侧重道路运输向综合运输人才培养转
型，促进了传统行业特色鲜明专业向智
能化、综合化的转型发展。

“作为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和
学院副院长，他为青年教师树立了典
范。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不仅在科研
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还坚持人才培
养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把个人事业发
展融入到服务交通运输行业及人才培
养中。”交通运输学院院长何兆益评价
陈坚时说到，陈坚的出类拔萃，和他的
努力以及对科研、教学始终保持一颗赤
诚的心是分不开的。

从专业领域着手建言献策

“作为一名交通系的教师，能为重
庆的交通发展建言献策，践行自己的责
任与当担，我深感荣幸。”陈坚表示，他
从重庆交通大学来，能为重庆的交通发
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从一名教书育
人的教师转换为建言献策的专业人士，
需要不断加强理论以及实践等方面的
学习。

2021年3月1日，重庆中心城区工
作日高峰时段隧道和桥梁错峰通行正
式执行，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行，从公布
的相关数据显示，重庆中心城区工作日
高峰时段在平日里最容易堵车的桥梁
路况，改善效果十分突出，通行车速有
了明显的提升。对于老百姓来说，能否
接受车辆限行的规定，取决于它带来的
成果，只要能够改善拥堵状态，大家都
是愿意尝试的。对于陈坚来说，这是专
业实践的新方向。

“重庆制定限号政策，从交通的需
求方面考虑，不是单一从某个数据出
发，看着哪座桥梁堵就在哪座桥梁限
号，同时还需要考虑替选路径；从时空
需求考虑，为出行中做好出发地到目的

地的精准预测，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
到；从效果评价，运用经济学、环境与规
划等知识，达到制定政策的预期。”陈坚
介绍道，现在通过已有数据和反馈信息
分析，限行效果明显，高峰时期交通得
到缓解，空间分布更加合理了，因为有
很多绕行方案，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
择，低碳出行。

陈坚用“前交通时代”概括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修路架桥等，受到土
地资源和城市规模限制，建设完成后的
路桥以及车辆设施高效运用管理就是

“后交通时代”，陈坚的专业领域。“重庆
限号政策和北京、成都等平原城市限号
政策不一样，重庆主要在桥梁和隧道施
行限号，平原城市限号的主要是区域，如
成都限号区域为二环内，减少城市中心
区域的车流量，让车在外围绕行。”陈坚
向记者解释道，重庆没有唯一的中心区
域，车辆交通的瓶颈点主要在桥梁和隧
道上，这在全国限行中都比较有特点。

3~4年无人驾驶公交车或普及

在科幻片里出现的高科技，现在已
经开始慢慢出现在平常的生活中，比如
无人驾驶已经投入运营，全国普及还会
远吗？“现在运行的大多数无人驾驶公
交车只能称示范，从现有的车辆技术和
通行技术分析，推动无人驾驶公交车在
技术上是没有太大瓶颈和难度，再过三四
年，无人驾驶公交车可能会是一个很普及
的状态。”陈坚向记者解释，施行的困难点
主要在管理和运营上，不仅仅让乘客体验
无人驾驶公交车，更重要的是为乘客节省
时间和提升效率，这才是无人驾驶公交车
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如今，无人驾驶公交车在北京、深圳、长
沙都已有示范，有些或许是小巴车，不同的
线路投放无人驾驶公交车定位不同，是
让乘客体验还是发挥交通出行作用，无
人驾驶公交车的推动方式不一样。

社会和专业领域都在重新认识智
能交通和无人驾驶，美国实现无人驾驶
的方式主要是增添车内智能系统，让车
辆“更聪明”；中国实现无人驾驶的方式
是探索车路协同，车辆上增添部分设
备，在道路边增添部分智能设备，提高
普及率和降低整体成本。“虽然中国和
美国选择的方式不一样，现在更关注无
人驾驶能够为城市智能交通带来的变
化，能否缓解交通拥堵，能否降低交通
事故，这才是项目推荐的关键点。”陈坚
介绍，车路协同示范区，都安装了路测、
感知等设备，所有类型车辆皆可用，这
又能降低一部分社会成本。

无人驾驶的最大作用是缩小车辆
间距，提升通行能力。在车辆行驶过程
中，人可能会分神，会造成交通事故，但
是无人驾驶只要设置了具体参数，那么
所有车辆的间距就会按照参数执行，从
而提升通行能力，减少交通事故。

在重庆施行无人驾驶难度如何
呢？陈坚告诉记者：“山地城市受道路
条件限制，在转弯半径、坡度等取值，以
及立交桥的复杂性，对路径的选择、规
划，相比平原城市具有更大的挑战。”现
在重庆市重点发展大数据和智能制造产
业，智能交通是重庆发展智能产业中很
重要的一个应用，所以重庆在不遗余力
地推进，包括永川百度做的无人驾驶示
范线路，这也契合重庆产业发展导向。毕业时，陈坚（右七）与同学们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