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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是四川广安人，读大学选择了材料科学，读
研时选择了航空专业，工作后选择了技术研发。

他说：“我的人生每一次选择，都选择了国家最需
要和最难的科技行业。”正是有了这种爱国情怀和不
服输、不怕困难的精神，才成就了陈锦的科技事业。

从乡党委副书记到研究生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陈锦以优
异的成绩考上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专业。

“那时，要参加高考，可不容易。还得领导批准。”
陈锦回忆当年的情景，兴奋地说。

其实，1977年，21岁的陈锦已经是乡党委副书
记。领导同意他参加高考时，离开考只有几天的时
间。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只填了一个航空专业，因为
航空在当时是青年向往的工作领域，他觉得应该挑战
一下。结果却被材料科学专业录取。

毕业后，他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到中国航空发
动机公司成都发动机公司（简称中航成发）做基层技
术员，一干就是5年。

“我最先接触的就是当时最先进的离子注入技
术。”陈锦说，当年，国内离子注入技术还处于初步阶
段，离子注入设备只能靠自主研发、生产，条件非常艰
苦，在研发最紧张的半年时间里，他甚至把家搬到办
公室，每天吃住都在那里。

1987年，在离子注入技术第一阶段研发结束后，
陈锦发现自己在专业方面知识还有些欠缺，决定报考
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

“我学的是材料科学专业，但是在当时，通过大量
调研分析，我国首次提出飞机发动机轴承的损坏主要
原因并不是磨损，而是材料表面和氯离子化学作用造
成的腐蚀。”陈锦说，这属于化学范畴。于是，在读研
究生期间，他开始学习大学本科化学课程。增加新的
学习范畴，带来了很大的学习压力，陈锦几乎天天泡

在实验室、教室和图书馆里。
1990年，陈锦顺利毕业，再次回到了中航成发。

由于工作出色，科研成果众多，他多次破格评职称，
1993年被中航工业总公司授予“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退休后再次创业担当重任

2019年，已经63岁的陈锦，功成名就，本该颐养
天年享受晚年幸福生活。但他的人生再一次做了重
要选择。这一年，陈锦应邀到璧山创业，组建重庆高
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产业研究
院），并担任董事长。

这次选择的重要性，在于陈锦选择了一个难
题——科技成果转化，如果不能带来很好的效益，将
会给灿烂人生留下灰暗的结局。

人生经验告诉他，面对困难需要大胆尝试，大胆
闯。通过反复调研和分析，陈锦总结了科技成果转化
的两个共性问题：一是科技项目成果转化成功率太
低，二是大学老师对企业和市场缺乏深入的研究了
解，因此形成了科研成果与实际运用两张皮。

为此，陈锦给产业研究院定位为“金蛋孵金鸡、老
树发新枝、真经真修炼”，依靠价值链、利益链、科技
链、金融链、人才链“五大链条”有机耦合，着力打通科
技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力争生成一群高新技术企业。

三年时间下来，产业研究院通过建立“筛选引入、
论证评估、组建模拟公司、成立新企业、中试制造、产
品推向市场”的流程管道，在国内率先探索科技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直通车”模式。

目前，产业研究院与20多所高校、30多个实验室、
50多家单位组织达成合作关系，基本建成科技成果上
游供应链。已孵化落地半导体、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
域的15家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公司中一家获批建设重
庆市新型研发机构，4家获批重庆博士后工作站。已打

造电子类综合性共享中试平台，填补了国内电子产品
领域缺乏小批量中间性共享试验生产线的空白。

把技术研发作为终身追求

“我始终对技术研发情有独钟，作为人生追求和
奋斗目标。”陈锦说。

当年，陈锦大学毕业分到单位的组织部，但他多
次提出要搞技术工作，最终如愿以偿。

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要选择懂技术的人才到
各个市当副市长，分管科技。组织推荐陈锦，经过深
思熟虑，他毅然放弃了这个机会。事后他说：“自己更
热爱技术，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更令人兴奋。”

在中航成发工作期间，陈锦曾担任国家大型飞机
多种型号航空发动机研发现场总指挥，完成发动机零
部件研制、试验、装配、地面试车、试飞。他还带队组
织攻关国际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零部件制造技术，
让中航成发2012年获评英国罗罗公司全球最佳供应
商，2012—2014年美国GE最佳供应商，2012—2015年
连续四年成为霍尼韦尔全球最佳供应商。他本人在
2016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璧山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
商环境优越，有一流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工作环
境，是一片干事创业的沃土。“决定来璧山不是一时兴
起，璧山对人才的呵护和关心，让我们工作起来没有
后顾之忧，进一步坚定了在璧山干一番事业的决心。”
陈锦说。

而今，已年过六旬的陈锦，在单位总是第一个到
岗，最后一个离开；总是第一个投入到工作中，最后一
个吃饭；人生时刻充满激情，老当益壮。

而今，陈锦到璧山已3年了，他把产业研究院打
造成了科研、实验、生产一条链，建设起了科技成果的

“蓄水池”，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优质的“科研+孵
化+推广+迭代”全周期培育服务。

陈锦：老当益壮奋战在技术研发一线
通讯员 欧文礼

清晨，95岁的叶连平老师已经在安徽省和县乌江
镇卜陈村的“留守未成年人之家”，准备开始新一天的
工作。

叶连平是卜陈学校的退休教师。他1978年走上
讲台，将全部身心扑在农村教育事业上。1991年，叶
连平退休后对课堂念念不忘。他眼看着卜陈村外出
务工的村民越来越多，许多学生成了留守儿童。
2000年，他把自己家打扫出来，创办了“留守未成年
人之家”，利用周末和寒暑假为孩子们免费补习英
语，至今已有22年。

叶连平无儿无女，和老伴过着俭朴的生活，一个搪
瓷茶缸用了30多年，一件衣服穿了几十年还在缝缝补
补。但“留守未成年人之家”创办以来从未收取过学生
一分钱费用。家远的学生还常常在叶连平家免费吃饭
留宿。

“留守未成年人之家”的墙上一面锦旗写着：“乡村
永不熄灭的烛光”。叶连平说：“烛光的亮度我达不到，
我就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他希望能在三尺讲台上发
光发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智能座舱是汽车业实现千人千面、百花
齐放的起点，在未来的汽车业竞争中，智能座
舱一定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用户生态的切
入点，谁掌握用户谁就把握了先机。

——马钧
（马钧，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与设计创意学

院双聘教授、人车关系实验室创始人）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大动脉，近年来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千兆光网已具备覆
盖4亿多用户家庭能力，5G基站达到185.4万
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50家，连接工业设备超过7900万台套，数据
中心算力规模已基本满足各地区各行业数据
存储和计算需求。 ——徐晓兰

（徐晓兰，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下，我国
数字经济智能化底色更加鲜明。语音作为最
自然便捷的沟通方式，已经成为大部分智能
设备的接入口。我们始终致力于以源头技术
赋能千行百业。 ——刘庆峰

（刘庆峰，科大讯飞董事长）

5G 应用可以加强行业端和个人用户端
协同发展。可考虑利用行业级应用不断促进
5G+云AR/VR头显、5G+4K摄像机、5G全景
VR相机等智能产品的成熟，积极在文旅、商
圈、媒体、电竞等行业领域推进行业端到个人
用户端业务的发展。 ——王志勤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乡村教师叶连平：

连续22年暑假为农村学生辅导英语

▲叶连平在“留
守未成年人之家”教
室里为孩子们准备
上课用的稿纸。

◀ 7 月 21 日，
叶连平在“留守未
成年人之家”教室
里和前来支教的浙
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萤火支教团的志愿
者交流讲课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