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人物
2020年12月10日 星期四

主编：刘代荣 编辑：牛小芒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6

科技先锋科技先锋

谈谈
天渐渐黑了，巨大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视线尽

头，山石和泥土不断滑落，抹去了山体原本锋利的线
条。周鑫意识到，又一次山体塌陷发生了。

这是周鑫参与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抢险救
援行动的一个夜晚。他所在的救援队收到指令，前往
北川的一个菜市场解救被困群众。

黑暗中，山石滚落的声音、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让
队员们感到不安。依靠救援设备微弱的光，他们在废
墟里一寸一寸小心探寻、解救被困群众。

这是周鑫15年消防员生涯中，为数不多至今仍感
到心有余悸的救援经历。大多数时候，他沉稳又冷静。

平均2.7天一次救援任务

今年32岁的周鑫是两江新区消防救援支队礼嘉
站站长。从老家湖南来到重庆从事消防事业，只因当
年父母建议，加上身体素质好。“当时对消防员这个职
业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周鑫说。

第一次执行任务是2016年夏天的一天，急促的警
报声中断了周鑫和队友的午饭。整装，集合，出发。

消防车拐进小巷，碾过坑坑洼洼的路面，老旧的一
层砖房伫立在道路两旁。着火的是一个废品仓库，大
火烧毁了石棉瓦的房顶，黑烟不断上涌。

刻不容缓。周鑫抱起水枪，和队友一起冲进仓
库。300平方米的仓库里散布着多个着火点，周鑫和
队友们边喷灭火焰边往火场深处推进。

近5个小时，大火彻底扑灭。走出火场，疲惫不堪
的周鑫想，这就是我的工作，灭火、救人。

15年，周鑫参与了2000余次救援任务，平均2.7
天就有一次任务。“出任务越多，越懂得冷静、细心的
重要性。”

周鑫曾参与一次车祸现场救援。工地的罐车侧
翻，陷在大坑里，车头变形。被困司机腿部被压在驾驶
台下，救援队尝试多种方式都无法顺利将其救出。焦
灼的4个小时过去了。

周鑫仔细观察，发现司机的脚卡在窄缝中，这可能
是救援的希望。摘掉手套，探进细缝，确保里面没有可
能导致司机二次受伤的物品，“当时心里就有底了，直
接把脚拔出来，将被困司机安然无恙地救出。”周鑫说，

“情况越是复杂紧急，越要冷静分析，否则就可能错过
‘破题’的关键。”

100米外的家

从周鑫家的阳台望出去，可以看到消防站的篮球
场。一岁多的儿子常被妈妈抱着，在阳台上指着篮球
场叫“爸爸”。

办公室到家的直线距离不过100米。但因为消防
工作的特殊性质，周鑫每周在家的时间总不会超过48
小时。儿子总是隔三岔五来探班，周鑫趁休息的时候
陪他玩篮球、看消防车。

提起家人，周鑫感到亏欠。“但也不后悔做这份工
作，大多数时候家里人也能理解。”15年过去，周鑫对消
防员的理解仍然简单又直接，“灭火、救援就是我的工
作。”周鑫自豪地说。

独角兽企业在数字化经济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对推动科技创新、加速产业转型起着关
键性作用。当众人提起独角兽时，立即想到
的是滴滴、美团、Uber 等消费型互联网独角
兽，但当更多中小企业需要数字化的时候，接
下来就一定是软件及服务的普及。

——胡颖汉
（胡颖汉，新加坡Tetmon创始人）

有了医疗大数据，可基于实践经验打造
城市免疫平台，通过智能监测预警，实现早发
现；通过智能决策管理，实现早研判；通过智
能智慧中心，实现早阻断。 ——张实

（张实，医渡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CEO）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一个新的增长
极，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优质资本、劳动力、
人才等要素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
生“虹吸效应”；二是当虹吸效应达到一定
程度，会产生“释放效应”，带动周边经济
的发展。 ——陶一桃

［陶一桃，粤港澳大湾区专家代表、深圳
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主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
院长］

“东超兄弟”：用实干圆梦“空中成像”
新华社记者 董雪 姜刚

“十三五”这五年，见证了两位上下铺兄弟的奋斗
足迹——

他们一个叫韩东成，一个叫范超。2015年，一同
步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一个学光
学，一个学等离子体物理。在学期间，创业、创新的梦
想，开始在两人心中萌芽……

2017年，他们一人四处奔波挣钱投入研发，一人
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搞研究，只为做出能够实现“空
中成像”的神奇玻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他们的“黑科技”派
上了用场——不用接触医院自助服务机的屏幕，用手
指在空气中“比划比划”就能完成操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与对方‘志趣相
投’，于是主动申请住同一间宿舍的上下铺。”韩东成
说，两人都出身农村普通家庭，都有锲而不舍的性
格，而且都思维活跃，最重要的是对“空中成像”技术
都很感兴趣。

一天晚上，他们在有“科学岛”之称的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上课，下课后边走边聊：

“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找个公司打工吧。”
“现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都对

‘空中成像’感兴趣，不如去创业吧！”
“是呀，我们背后还有学校丰富的研发资源，创业

条件挺好的。”
……
联手创业的火苗由此点燃。

“我们在资料研究阶段发现，‘空中成像’技术国
外有，但国内还没有，为国家做点事情的想法油然而
生。”范超说，“可是再深入研究就需要钱了，我们当时
连样品都没有，融资是不可能的，家里也没钱。”

“这个钱，我们自己去挣。”韩东成和范超决定，把
研究工作暂缓，先去挣创业启动资金。

毕业季，两人拿出一直没舍得花的两万元奖学
金，购置了二手相机、二手无人机和拍照服饰，一所所
学校、一栋栋宿舍楼、一间间寝室去联系拍毕业照的
生意。

拍了5000名学生，赚了18万元，这成为他们的启
动资金。

着手组建攻关团队、尽快做出样品……2016年8
月，两人从各自的名字中取一个字，成立安徽省东超
科技有限公司。

前沿科技产业的研发投入巨大，短短两个月时
间，启动资金就花完了，公司面临生死考验。

“我去挣钱，你带着大伙儿继续研发。”韩东成对
范超说。

之后一年多时间里，擅长对外开拓和商务合作的
韩东成主动承担起“找钱”的任务，他利用自己的软件
开发能力，承接传媒公司的技术保障项目，陆续把挣
到的150万元投入研发。

沉稳内敛的范超则带着团队整日泡在实验室里
研究“玻璃”，什么样的玻璃、如何折射才能把像清晰
地投在空气中？……有段时间，他因劳累头发掉得厉
害，但从未放弃。

在范超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一个装满了各式各
样玻璃的盒子。范超说：“一块玻璃，代表一次失败，
也代表又一次新尝试的开始。”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底，第一块能够实现“空
中成像”的玻璃样品生产出来了。

此后，融资、保护专利、建生产线、扩产能……

“我们创业看上去似乎很顺利，但实际上历经了
无数坎坷。”韩东成说，现在，他们依旧不敢有丝毫懈
怠，技术和市场每天都在变化，只有保持领先才能不
被淘汰。

在抗疫期间，东超科技依托“空中成像”技术，研
发了多款“无接触”产品，在医院、地铁等场所广泛应
用，为疫情防控贡献了科技力量。其中，部分产品已
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从不到10人的创业团队发展到100多人；自今年
2月正式销售产品到现在实现销售额数千万元；公司
成立4年多时间，市场估值达数亿元……“东超兄弟”
交出了像“空中成像”一样酷炫的创业“成绩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对此，两位年轻人感到振奋和鼓舞。

“这正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韩东成说，“未来，我
们会继续勇于创新，不断攀登‘空中成像’技术的高
峰，开拓更多无接触应用场景，为智慧医疗、智能家
居、智能汽车等更多前沿领域赋能。”

▲东超科技创始人
韩东成（右）与范超。

◀东超科技创始人
韩东成（左）与范超在研
发车间。

屈彦 摄

周鑫：15年参与2000余次救援
通讯员 郭姝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