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先锋科技先锋

谈谈

科技创新·人物
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

主编：刘代荣 编辑：文江南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6

奉献 赓续红色血脉的责任与担当

与张首刚的那件T恤衫同样在他办公室一放就是
好几年的，还有四瓶香槟酒。这是他从法国带回来，起
初是准备在某次重大突破后和大伙儿庆祝用的。

可直到现在，哪怕他们取得了再多科研突破，庆
功酒都未启封。张首刚说，并非无功可庆，而是授时
人心中都有一面表盘：在对准确度和稳定度性能永无
止境的追求中，每一次付出的终点，都会周而复始成
为新的起点。

近代中国，标准时间的产生和传递曾长期被外国
人所主导并把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国防和
经济建设的启动，急需在内陆腹地的隐蔽地点建设一
座授时台。

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坐落于陕西省蒲城县的陕
西天文台在1966年始建，并于1971年开启短波授时。

参与陕西天文台创建的，有不少是来自北京、上
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科学家和青年大学生。曾任陕西
天文台台长的漆贯荣回忆，当时刚从南京大学毕业的
他，与首批另外十多名青年下了火车转汽车，下了汽
车又步行才抵达远离人烟的蒲城县金帜山下。

回忆当时眼前荒草丛生的工地，漆贯荣说：“就算
是搬石头，也要凭着双手把天文台建起来！”

短波授时台的建成，使我国具备国土全覆盖的陆
基无线电授时能力，翻开了中国授时的新一页。在此
基础上，长波授时台小功率试验台于1976年7月试
播，4个月后，信号正式每天定时发播。

“搞全国性的一个钟……不光是对尖端技术重
要，而且对我国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都至
关重要。”钱学森曾这样形容长波授时台的意义。

长波授时体系的建成，让中国赶上了世界步伐。这
项成果也在1988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在独立自主的授时体系建设中，一批中青年科技
工作者扎根西部、科技报国。为进一步适应国家对授
时工作的要求，陕西天文台在1980年搬至临潼，并于
2001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地址与名
称虽变但初心未改，新时代的授时人赓续着红色血

脉，执着于钻研与奉献。
原子钟是前沿理论和尖端技术的结晶，用十年乃

至更久时间做出一台原子钟是常态。
授时人受的苦，有时不只是身体的苦：有的久坐

患上腰椎间盘突出也没时间去做手术，有的脚踝骨裂
打着石膏拄着拐在春节假期跳进实验室；但更多的，
是与成百上千个部件仪器“长相厮守”坐冷板凳之苦。

光钟是前瞻性原子钟，国家授时中心研究员常宏
负责着锶原子光钟的研制。在科研关键阶段，身为家
中独子的他先后经历了父母的因病去世，其中父亲去
世前就已瘫痪六年。“以前最怕夜里接到电话，说家里
老人有情况。”

但他说，在这全世界都盯着的战略高地，想要抢
占下来，时间窗口只有一两年。国家的计划，不能在
自己这里耽误了，再难也得咬着牙把研究推下去。

“造钟是值得一生为之付出的事业，因为这是国
家的战略需求；造钟也是一生干不完的事业，因为各
行各业的发展进步对原子钟性能，包括使用便捷度的
要求无止境。”张首刚说。

投身这项事业至今的31年里，他带队研制出了9
种不同应用类型的新型原子钟。 （待续）

数智乡村建设作为数智技术应用和乡村建设
发展的重要结合点，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
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是对我国乡村振
兴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的积极响应。

——王楠
（王楠，京东集团副总裁）

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弘
扬科学家精神，也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核心是要把
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结合在一起，促进科技
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科技自立自强，首先就是坚定理想信念，要志
存高远，要时刻准备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青
春。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应该主动融
入到经济发展的大局中，主动担当起国家的科技
重担，为我国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做出贡献。 ——陈学东

（陈学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4月的一天，天还没亮，大足区古龙镇忠义村村
民李丽辉和丈夫颜台可早早地起床，煮猪食、做饭、
喂猪……做完这些已7点半，两人又拿起剪刀、锄头，
赶忙去自家火龙果基地修枝、除草。

6年前，结束漂泊的打工生活，李丽辉选择回乡发
展种植业。她凭借踏实肯干，让原本不被看好的火龙
果种植业发展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越发红火，成为了
村里小有名气的“致富明星”。

孤注一掷种植火龙果

李丽辉今年52岁，云南弥勒县人。2011年，李丽
辉嫁给古龙镇忠义村村民颜台可。为了生计，两人四
处打工，入不敷出的窘境和漂泊的生活让李丽辉想回
乡创业。

“我一直都想自己做点事情。年轻的时候也创过
业，但是都失败了。”李丽辉说。

初中学历的李丽辉身上有一股干劲，想到就做，
而且敢于投资。

2016年，李丽辉拿出自己仅有的10万元，在忠义
村承包了20亩土地。先后种植了少量葡萄和蔬菜，
效果都不是很好。种什么成了李丽辉面临的难题。

在参加一次新型农民培训的过程中，李丽辉参观
了本地的一家火龙果种植基地，当时市场价每斤15元
的红心火龙果，让她十分看好火龙果的市场前景。

学习结束后，李丽辉便和丈夫商量先去看看火龙
果市场。第二天，她到铜梁、璧山火龙果基地考察学
习，确认“市场销售不用愁”后，信心倍增。

2018年，李丽辉说服丈夫贷款投资15万元，从璧山

引进“京都一号”种苗，正式开始了火龙果种植事业。

艰难的创业之路

好不容易找人将火龙果苗种下，此时又遇到了新
的问题——火龙果需要大棚种植，不然冬天难以存
活。开弓没有回头箭，李丽辉只好硬着头皮再去银行
贷款，一次性建好17个大棚。

为了节约资金，基地需要的水泥桩全部由李丽辉
和丈夫自己制作，1200多根水泥桩，他们足足用了两
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里，每天天不见亮就开始干，天黑才收
工。”李丽辉说。

这些艰辛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李丽辉来说，都
不算什么。为了学习种植技术，只要有培训，不论多
远她都去，每次都会认真做笔记，破旧的笔记本上写
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此外，她还买了许多农业方面
的书籍。

“不懂就要多学，只有掌握了种植技术，火龙果才
能种得好。”李丽辉说。

夫妇俩每天起早贪黑，在他们的精心管护下，火
龙果当年便陆续挂果，300多斤火龙果以每斤15元的
价格卖了5000余元。

“如果以这个行情发展下去，我想 3 年就能回
本。”李丽辉说。

等到第二年火龙果正式挂果，每斤的价格却跌到
8元，所幸过来采摘的人多，当年6批次火龙果全部以
采摘体验的形式售出。

2020年，火龙果一度滞销，尽管有区妇联等部门

助其销售，但仍有上千斤火龙果因为无人采摘烂在了
地里。

李丽辉急得差点哭出来，她痛定思痛，意识到要
拓宽销售渠道，不能仅仅依靠采摘。

日子越过越红火

6点半起床，捆枝、剪枝、施肥等是她和丈夫每天
的必修课。

2021年7月，火龙果再次迎来采摘期。这一次，
除了上门采摘的销售模式，李丽辉还通过线上销售平
台和到外地售卖的形式，让火龙果全部售卖一空。

“初级农产品价格低，今后我想尝试用火龙果酿
酒，增加产品附加值。”李丽辉说。

除了种植火龙果，李丽辉还喂猪，最多的时候
喂了 60 余头。火龙果加养猪的收入，让李丽辉家
的生活有了明显的起色。去年，家里加盖了楼房，
还买了车。

看着李丽辉家的变化，村民对这个“外乡人”的看
法有了改观，她的勤劳也感染了更多的人。只要她家
有农活，大家都会优先考虑。

近年火龙果市场不稳定，李丽辉开始谋划其他种
植项目。她和丈夫又租了30亩地，尝试过种植百香
果、柑橘、草莓。前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李丽辉引种
了30亩黄精。

李丽辉说，如今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她也想带
动村民一起增收致富。只要村民愿意栽种，她可以免
费传授火龙果种植技术，同时还可以提供火龙果苗。

“只要肯干，勤劳一定能有收获。”李丽辉说。

李丽辉：用火一样的心种植火龙果
记者 毛双 实习生 赵元元

张首刚：大国“钟”匠
——记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首席科学家张首刚和他的“时间团队”

新华社记者 张伯达 郑昕

（三）

科研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空间锶原
子光钟实验室讨论项目进度。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高级农技师赵信勇在位于山东省菏泽市的曹
州牡丹园内查看自己培育的牡丹。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