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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郭慧鹏
通讯员 刘嘉仪） 7月7日，北京
知名高校学子“智慧之光 照亮
前行路”励志讲学暨“天鹅到家
——走进邵阳助学公益行”活动
在市二中正式启动。副市长晏丽君
出席并讲话。

此次活动由市教育局、市政
府驻京办组织。来自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知名高校的邵阳籍优秀
学子代表组成的讲学团，将带着
他们宝贵的学习经验和人生感
悟，在邵阳市二中、一中，新邵八
中，邵阳县一中、二中和新宁一中
开展为期 3 天的励志讲学活动。

同时，优秀邵商企业天鹅到家将
又一次反哺家乡，在邵阳资助一
批困境学子。

晏丽君指出，教育发展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
努力，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此次活动的开展，能帮助处在高
考冲刺阶段的高三学生树立目
标、激发动能，也能让因家庭困
难而不能安心学习的邵阳学子
感受社会关爱，感恩社会大爱，
以好的成绩回报社会。希望有更
多像天鹅到家这样的爱心企业
来邵捐资助学，助力邵阳教育高
质量发展。

资智双扶 助力邵阳教育高质量发展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杨坚
杨小池） 7月4日，新宁县高桥
镇李任元、蒋德秋等 8 名农民工
将一面写着“为民服务办实事
热情服务暖人心”话语的锦旗送
到该县法律援助中心，以表达他
们的感激之情。“我们被拖欠多年
的工资已全部打到账上。”蒋德秋
说，“没有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帮
助，这笔钱无法讨回。”

2017 年 4 月，新宁县万塘乡
村民李某在怀化某公司承包中低
压配电改造工程的劳务工程，雇
佣李任元、蒋德秋等 8 人为其施
工。项目在 2017 年年底完成后，
李某给工人结算了部分费用，尚
有3万余元未结清。李任元、蒋德
秋等人为此奔波了 5 年，问题仍
未得到解决。

2023年3月30日，李任元等
8人来到新宁县法律援助中心请
求帮助。在了解案件经过后，该县
法律援助中心立即指派湖南越城
律师事务所蒋能财律师承办此
案。接受指派后，蒋能财及时联系

当事人，经多次调查取证，最终形
成证据材料与起诉状。

新宁县人民检察院为了保障
农民工工资落实，也参与支持本
案农民工的起诉。2023 年 11 月，
承办律师向新宁县人民法院提交
起诉材料，法院在知晓案件情况
后，畅通立案程序。2024年1月4
日，经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法院依
法支持李任元、蒋德秋等 8 人的
讨薪诉请，共计30200元。后因怀
化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开
庭审理后，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
对方的全部上诉请求。

2024年5月，李任元、蒋德秋
等8人拿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
决书，再次向新宁县法律援助中
心申请强制执行法律援助。该县
法律援助中心审查后，立即再次
指派蒋能财律师办理。经援助律
师多次沟通协调，怀化某公司主
动承担了本案的全部法律责任，
并在6月底将所有拖欠的劳务工
资付清。

法援给力追“薪” 务工人员安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尹佳梅 实习生 唐锦添）
7 月 3 日至 4 日，我市成功举办
2024 年全市动物疫病防治员和
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来自
各县市区的 12 支疫病防治员队
伍和8支兽医化验员队伍共计32
名选手参赛。

本次竞赛由市农业农村局
主办，市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承办，双清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协办，旨在全面考核并提升全市
动物疫病防治员和兽医化验员
的职业技能水平。竞赛分为理论
知识考试和现场技能操作两部

分，内容覆盖了动物防疫专业技
术、法律法规、动物疫病检测技
术规范等多个方面。

在两天的激烈角逐中，参赛
选手们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精湛的操作技能，展现了卓越
的职业素养和竞技风采。此次
竞赛不仅是对我市动物防疫人
员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
更是推动全市动物防疫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
激发了广大动物防疫人员的学
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为全市
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

我市举办动物疫病防治员和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

为畜牧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7月4日，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查看监控，了解

朱鹮活动轨迹和生存状况。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生态

资源和完整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动植物王国”和“江南最大的植物基

因库”。为保护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工作人员利用

科技手段，在林区安装监控，为朱鹮佩戴跟踪器，监测其活动轨迹和

生存状况，确保朱鹮的安全，并为科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邵阳日报记者 石周鑫 摄

彭慧胜曾获得复旦大
学十佳“三好”研究生导学
团队、上海市“四有”好教师
（教书育人楷模）等一系列
荣誉。作为第一完成人，他
获得了 2022 年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还获得2023
年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
师特等奖。

现在，彭慧胜每年联系
的学生超过 200 人。可他刚
到复旦大学任教时，学生们
对他不了解，一度面临招生
难的尴尬。为此，他主动出
击，从物理系要来学生名
单，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
满腔热情地自我推销。在经
费一时不足的情况下，他拿
自己的工资给学生发生活

费，甚至找人借钱扛过去。
彭慧胜的研究方向，是

别人不看好甚至不敢碰的
“硬骨头”。为了让学生保持
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他和学生一起找方案，尽量
在多个点上去尝试，寻求突
破的方法。有点小进展，能
够发论文了，学生也就有了
热情和信心。慢慢地，师生
一起熬过了艰难期。

做研究要敢于走别人
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彭慧胜
挑学生，“第一看胆子大不
大，第二看想象力，第三看
团队精神”。他做研究，不只

是画延长线、水平线，而是
力求从一个台阶跳上一个
台阶再跳上一个台阶。同
时，他也希望自己的思维能
影响学生，让学生能够不断
地超越自己去开展新的研
究。

彭慧胜指导的2名博士
生因为学位论文优秀获国
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青年化学家奖、4 名博士生
获美国材料研究学会优秀
研究生奖、1 名博士生获全
球创新创业总决赛亚军、10
余名博士生获“中国大学生
年度人物”和“中国大学生

自强之星”等荣誉。
“做科学的人，最好也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做 教 育 的
人。”彭慧胜不仅热爱教授
这个职业，还喜欢做科普，
希望通过科普告诉人们，

“科学是有趣、好玩的事”。
从幼儿园到大学，每一场报
告他都精心准备。目前，他
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就是希
望唤起他们的好奇心和想
象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杰
出科学家。

做学生喜爱的老师

“我喜欢做那种好玩的、别人没做过的
研究，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是根深蒂固
的。”回到复旦大学以后，彭慧胜选择了一
个他人很少涉足的研究方向——纤维电子
器件。当时在柔性电池领域，研发薄膜电池
的科学家很多，但很少有人研究纤维电池。
衣服上的纤维可否蓄电、发光？可否变成柔
性显示器？这些看似“胆大妄为”的科学设
想，成为彭慧胜选定的攻关目标。

经过无数次的苦思冥想、反复摸索、碰
壁迷茫、执着攻坚，彭慧胜取得了研究领域
的突破性进展。其中，新型纤维状能源器件
2016 年参加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2017 年入选“十二五”期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柔性织
物状锂离子电池 2018 年获瑞士日内瓦国
际发明展金奖；碳纳米管复合纤维锂离子
电池202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实
现的高性能纤维锂离子电池规模化制备入
选2021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柔性显
示织物及其智能集成系统入选“2021中国
光学十大进展”。

经过艰苦的钻研探索，彭慧胜以通信
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了2部
高分子纤维器件专著；获授权国内外发明
专利98项，其中47项实现了转让转化。其
研制的复合纤维、发光纤维和纤维锂电池
都已走向产业化，还有一些充满奇思妙想
的研究项目正在构思或推进中。

2017年，彭慧胜获评科技部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国家领军人才，入选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2018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2019 年，获“钱宝钧纤维材料
奖”；2022年，获德国跨界创新基金会科学
突破奖、科学探索奖。2023年11月，他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研无止境。彭慧胜说，希望自己能做
出像图灵机那样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重大
原创成果。

做别人没做过的研究

1999年大学毕业后，彭慧胜
在上海佳通超细化纤有限公司担
任助理工程师。2000 年，他考取
了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
业研究生。

三年复旦时光，彭慧胜几乎
没有休息日，跟着导师做阴离子
聚合实验，研究高分子自组装。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都不觉
得苦。”他常常早上8时进入实验
室，折腾到半夜就睡在实验室，是
系里最用功的学生之一。

2003年，彭慧胜申请到全额
奖学金，赴美国杜兰大学攻读化
学工程与生物分子工程博士。三
年后，他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通常
情况下，这一过程需要五年。在此
期间，他遭遇了“美国历史上最具
灾难性的自然灾害”——“卡特里
娜”飓风。

飓风来袭，城市被淹没。因学
校停课，学业中断，奖学金也没有
了。彭慧胜和同学到了导师待过
的新墨西哥大学。当时他有两个
选择，一是去美国其他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都同

意接收他；二是等杜兰大学的消
息。彭慧胜不想浪费时间，就在新
墨西哥大学留下了。

在新墨西哥大学里，很难正
常做实验。彭慧胜不气馁，积极
争取机会，主动参加组会讨论，
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导师见他
真心喜欢做研究，就有意给他更
多的机会去实验室。虽然研究机
会较少，是断断续续的，但他依
然在那里完成了一篇论文的大
部分工作。

“苦难是一笔财富，后来碰到
什么事情都不害怕了。”回忆起在
美国的那一年经历，彭慧胜说。

2006年博士毕业后，彭慧胜
去了美国能源部 Los Alamos 国
家实验室。Los Alamos国家实验
室是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之一，
给了彭慧胜很丰厚的待遇，但他
身在异乡，深知“科学家是有国界
的”。“回到国内工作，也可以把研
究做好。”抱着这样的信念，2008
年10月，彭慧胜毅然决然回到母
校复旦大学，担任先进材料实验
室和高分子科学系教授。

做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1976年，彭慧胜出生在邵阳
县塘田市镇。当时的农村生活虽
然艰苦，却给了彭慧胜有益的滋
养，培养了他善良热忱、正直担当
的品性和受用终身的吃苦精神。

儿时的彭慧胜不仅学习成绩
优异，而且很懂事。上小学时，每
天早上干完农活才去上课，放学
回来，还要扯猪草。当时，村子里
缺水，他清早就得去山塘舀水。

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与生活的
不易，彭慧胜立志要好好读书，改
变命运。当时，父亲带回家的一些
杂志，是他最为中意的精神食粮，
爱不释手，一有空就阅读。他有一
个同学的父亲在邮电局工作，这让
彭慧胜得以接触到更多的期刊。这
些书籍他视为宝贝，他也从书里找

到了人生该往何处去的答案。
高考时，命运似乎和彭慧胜

开了个玩笑。他喜欢化学，还参加
过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但偏偏最
擅长的化学学科漏掉了后面的一
整版考题没答。理想的学校落了
空，老师们劝他复读。但彭慧胜觉
得时间宝贵，家中又有弟弟妹妹
需要父母负担，于是就入读了中
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

接受高考失利的现实，彭慧
胜珍惜一切学习机会。当时，东华
大学离上海图书馆很近，他基本
上每个暑假都在上海图书馆看
书。“看了很多书，对我现在做研
究影响非常大。为什么我现在推
崇学生要看书，因为我自己是非
常大的受益者。”

从书中找到人生使命答案

他是最年轻的邵阳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充满奇思妙想、
浑身散发着火热能量的科技与教育工作者；他研制的纤维电子器件，
酷炫地开发了衣服在保暖、美丽以外的新功能，可以在户外进行太阳
能充电，可以变身显示屏，可以主动发光……

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娃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慧胜的人生历
程闪耀着科技创新、报效祖国的灿烂光芒，为邵阳人好学进取、吃苦
耐劳、坚韧不拔、志在创新的品性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敢 想 敢 闯

他用纤维“变魔术”
——记邵阳籍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慧胜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