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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用的LED灯实际上散发的
是蓝光，通过发光材料在其中略施“魔
法”，就可以转化成明亮的白光；星星
一直在天上，却只能在明朗的夜晚才
能看见它，好比量子点是极小的颗粒，
悬浮在溶液中并不可见，但在紫外线
灯的照射下，眼前就会呈现“浩瀚星
空”……这些令我们惊叹的其实是最
基础的光电现象，它们的秘密不常被
人发现，但对韩涛教授来说却是了如
指掌。

2005年，韩涛从暨南大学无机化
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两年后，他来到重
庆文理学院化学与环境系（现化学与环
境工程学院），开启了他的科研事业。

2008年，学校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实验室设备空缺、资金匮乏。就在这
一年，他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涂铭旌。即使已是耄
耋之年，但当年的涂老为了实验室建
设，仍亲自带队走访永川区及周边区
县200余家中小企业，坚持手写每一份
调查稿，详细记载每个企业的业务。

“涂院士对我的影响很深，让我明白要
更加务实与认真。”韩涛说，和涂老在
一起学习的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科
研的信心与决心。

韩涛最初做的是灯用发光材料。

在重庆文理学院红河校区B区，有两万
多盏灯都出自新材料研究院。“材料有
不同的形式，包括纳米、微米颗粒和陶
瓷等。纳米颗粒可以在溶液中悬浮；
粉质状的一般就是微米，更适合用在
灯具上；陶瓷强度更大，可以用于强
光。”韩涛说，他以发光现象、发光机理
为中心，研究半导体材料、发光材料和
稀土发光材料。

2020年，韩涛带领团队通过研究
微纳半导体光子材料，既而研发出可
媲美叶绿素的荧光粉，把这种荧光粉
涂抹到灯上时，发出来的光能够提高

作物产量、品质或调节植物生长节律，
它 对 常 绿 植 物 的 光 合 效 率 高 达
83%，比单一发射荧光粉提高10%，对
提高植物光合作用具有良好应用前
景。这一研究成果被材料学科知名公
众号“材料科学与工程”以《重庆文理
学院：媲美叶绿素的荧光粉！光合效
率高达83%》为题推送报道，并被今日
头条、网易新闻等多家媒体转载，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韩涛没有停下创新的步伐，此后，
他对光材料的运用又有了新点子。

如何在150℃的工作温度下保证

荧光粉的发光强度不衰减，一直是困
扰研究者的重要问题。韩涛团队创新
性地在LaAlO3:Mn4+钙钛矿结构中引
入Ca2+和Bi3+，通过制造电子陷阱来弥
补荧光粉由于温度升高而产生的热衰
减，大幅提高了该荧光粉的发光效率，
实现了Mn4+激活氧化物在150℃下的
零热淬灭性能。该荧光粉的发射波长
为730nm（纳米），与植物光敏色素的
吸收光谱相匹配，在促进植物种子萌
发、开花、结果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这些工作先后得到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和重庆英才·创新领军
人才项目的支持。

为了培养更多光电材料专业人
才，通过不断积累，韩涛和团队还将已
有的经验制作成讲义，后来又将讲义
升级制作成教材《光电材料与器件》，
迄今已被40多所高校选用。该教材还
被推荐到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并
出版了英译版《Photoelectric Mate-
rials and Devices》。

“科研工作不可急功近利，要不
断磨砺自己，锻造更加坚韧、专注的
品质。”韩涛说，自己同时也是一名教
师，他时常告诉学生，人生要不畏改
变，敢于追梦。光电材料研究就是他
的科研梦。

韩涛：

聚焦光电材料 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落地
重庆科技报实习记者 魏星

“双腿要微微弯曲，用手
腕带动跳绳柄，小肚子不要
这样挺着……”9月 9日下
午，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小
学校三年级学生的体育课
上，胡甘霖一边示范，一边向
学生们讲解跳绳的技巧。他
风趣幽默的动作，让孩子们
哈哈大笑，跳绳的劲头更大
了。

“教育孩子，总要用一点
方法。”胡甘霖说，自己是一
名从教12年的小学体育教
师，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教
研组长。他的前辈们，学校
老一代的体育老师们用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的坚守，告诉
他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老
师”。

“现在，时代的接力棒交
到了我们这一批老师手上，
我们在老一辈老师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了解新时代的学
生所需，结合他们的身心特
点，在教学中大胆创新，才让
学生爱上体育课，爱上体
育。”胡甘霖说。比如，他用

一张16K的废报纸揉成团，
再用学生喜爱的彩色锡箔纸
装上“外衣”，最后用透明胶
带粘上一根彩带，安全有趣
的投掷器材——“流星球”的
制作就完成了。

课后他还组织学生自己
制作“流星球”，并进行评比，
锻炼了学生们的身体，更培
养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兴
趣。

胡甘霖给学校运动会取
名为“全”运会，让学生全员
参与；让学生们自己设计班
旗、班歌、会徽，在赛场上用
新闻报道、网络直播等形式
增加运动会的趣味性，将运
动文化、体育精神融入比赛
过程和成绩评价中。

“前几天，一位我教过的
学生发微信，感谢我培养了
他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并成
为了他一生的爱好。”胡甘霖
说，其实，作为一名老师，只
要多一点付出，多一点思考，
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就能让
无数学子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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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小心摔了一跤，4
岁男孩嚎啕大哭，面对这样
的情景，江北区新村幼儿园
教师邹孔笛并没有将男孩抱
起来，而是蹲下去，坚定地告
诉男孩：“你是男子汉，要坚
强，自己站起来吧，老师相信
你可以！”这是9月9日发生
在幼儿园操场上的一幕。

邹孔笛说，从小到大，自
己从没想过，会成为一名幼
教老师。

高考那年，他被学前教
育专业录取。2015年，大学
毕业后，22岁的邹孔笛正式
入职江北区新村幼儿园。作
为“国宝”级的男幼师，他第一
天上班，就“尴尬值”飙升——

“孩子们上厕所弄脏裤子，眼
巴巴地等着我帮他们清理；哭
闹个不停，要我轻言细语地安
慰；最令我崩溃的是班上的小
姑娘们，午睡后缠着我帮她们
梳头、扎小辫……”邹孔笛说。

那段时间，他既不适应
又有些迷茫。但“小鬼们”有
种神奇的魔力，给他坚持下

去的动力。
渐渐地，他没了当初的

“尴尬”，不仅适应了这份工
作，更在教学中悟出了不少
心得。

为了拉近与孩子们的距
离，他养成了“蹲”的习惯，用
心去倾听、关注孩子们。

邹孔笛在教学中会针对
每个孩子的特点采取不同的
策略。更重要的是，他还在教
学中逐步体会到男幼师对培
养幼儿的阳刚气质、独立自信
和坚毅勇敢品质的独特优势。

在邹孔笛看来，自己就
好像是家庭教育中“父亲”的
那个角色，有的孩子犯了错
误，不会因为看到孩子“可
怜”，就轻易妥协心软；身体
力行教会孩子自理、自主、自
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遇
到挫折要坚强”“摔疼了自己
站起来”……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
第6个年头，我为我是一名
幼儿园老师而感到幸福。”邹
孔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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