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赵中伟（右三）正在和团队一起探讨。

“钨”脊登顶者是学生“最满意的老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赵中伟 ：“个人渺小，平台伟大”，认真科研不负“院士”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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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和消防知识，
看似无关联， 却在湖南
张家界这支志愿队得到
了融合。

张家界民歌志愿救
援消防队由15人组成，
他们当中有村支书、有

“星光大道”冠军，有当地的土家族阿妹……
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为了更好地宣传消
防知识走到一起，利用自身优势，选择了用唱
民歌的方式来给大家普及消防知识。为此，他
们还专门谱写了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消防
歌”。11月28日， 时逢消防宣传月，“消防歌”
又在张家界各处唱响。

消防安全宣传与民歌的碰撞

“烟蒂虽小是火种哎， 灭火安全请记牢。
失火不要慌哟， 立即逃生不贪财……” 唱起
“消防歌”，志愿者田彩的脸上满是光彩。作为
张家界民歌志愿救援消防队的一员， 她除了
是演唱者还是团队的主持人。

“这首消防歌是用桑植民歌小调改编的，
我们与消防员商讨过后重新填词。 曲调简单
上口，不过几个哼唱，消防知识便牢记于心。”
田彩介绍， 这也是志愿队一开始选择这种宣
传模式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
说得出、做得到。”

这支民间志愿队成立于2008年，2019年
被正式命名为“民歌志愿消防救援队”，他们
以节目主持、文艺表演、现场体验等丰富多彩
的形式，传承民歌经典，传播消防知识。

每次演出前， 选定的消防民歌都十分有
讲究，先由消防部门负责选定消防知识，再由
队员们进行改良， 用土家话和汉话双语进行
说唱，将民族语言、消防知识、乡土特色有机
结合在一起。

在他们的影响下， 无数村庄内都传唱起
带着土家族专有旋律的消防歌。

亲身经历，所以倍感责任重大

如田彩一般， 团队骨干成员廖亚萍也在
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宣传消防知识。 作为张家
界市永定区四都坪乡四都坪村党支部书记，
她感觉责任更大。“我本身就是学习民歌的，
所在的扎扎朵组合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歌
组合，我加入志愿队更是应该。”

2015年，扎扎朵组合一名成员所在村子
里，一个小女孩因防火意识不强，用火不慎被
严重烧伤。火灾发生后，廖亚萍第一时间利用
自身影响力组织募捐，为小女孩送去医疗费。

“如果小女孩能掌握消防安全常识，如果
父母能够教育小孩安全用火， 这场火灾完全
可以避免。”从那时起，廖亚萍更是深刻地认
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她与志愿队内的其他成员一起奔走在宣
传一线。志愿队组织创作了“防火歌”“火灾面
前莫心慌”“消防演练歌”等多首消防民歌，与
消防救援人员互学互动， 指导创作的消防情
景舞蹈《使命》登上张家界春晚舞台，在全市各
个舞台唱响消防好声音， 宣传普及消防知识。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冶金报国】
婉拒技术输出，技术只转让给国内企业

对于赵中伟来说， 走上科研之路仿佛是冥冥中
的注定。

1982年， 在邯郸市永年一中读初三的赵中伟面
临着两个选择：一条路是读中专，三年后立马就能参
加工作领工资；而另一条路则是继续高中学习，参加
高考进入大学深造。“在当时的我看来， 科研更适合
我，于是我选择了进入高中。”赵中伟回忆道，也正是
当时的决定为其走科研之路埋下了种子。

1985年，赵中伟考入中南大学（原中南矿冶学
院）冶金系，并在此师从赵天从教授、李洪桂教授，
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1995年， 赵中伟获博
士学位，他毅然放弃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选择在
中南大学留校任教，“我求学期间就一直想搞科研，
而钨属于稀有金属， 在世界范围内都研究得较少，
于是就提起了兴趣， 从硕士开始从事钨冶炼研究，
一直做到现在。”

1995年提出关键技术构思，1996年课题组开始
试验，1997年投入生产的“选择性沉淀法从钨酸盐溶
液中除钼砷锡锑”的工艺，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国内
外冶金界的钨钼深度分离难题， 成为钨冶炼的标配
工艺，钨钼深度分离技术获得2001年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

十多年来，由赵中伟领军开发的系列技术，创造
出巨大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的同时， 也让中国的钨
冶炼技术始终领先全球。

团队研究发明的难冶钨资源深度开发应用关键
技术、低品位白钨矿硫磷混酸协同浸出技术、选择性
沉淀法钨钼分离技术、 钼焙砂强碱分解－离子交换
转型除杂技术， 为我国钨钼冶炼技术水平引领世界
作出了突出贡献。曾获得“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的“难冶钨资源深度开发应用关键技术”更是突
破了国内外长期认为白钨矿不能碱分解的理论禁
锢，解决了我国钨资源的高效利用与清洁生产问题，
为我国钨资源使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产品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随着科技成果的运用，美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企

业的代表多次找到中南大学寻求技术合作。 赵中伟
考虑到钨的重要战略地位，婉拒技术输出，只转让给
国内企业。

【仁爱育人】
化繁为简，让学生眼睛“发亮”

“研”能出实效，而“教”则让人更有魅力。
一周四节课，主讲《冶金原理》课程，作为中南大

学的一名教授，除了科研外，赵中伟几十年如一日，
把育人作为最重大的责任。

赵中伟告诉记者，11月24日，远在美国的任鸿九
老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不仅有祝贺， 也有关
怀。“任老是那样的热爱祖国，热爱母校，热爱专业，
虽然远在美国，却一直惦记着我们。”说到这里，赵中
伟红了眼眶，也就是这种情怀深深地打动着他，让他
始终坚持一线育人。

“科研工作者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教师则
应该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冶
金原理》是一门纯理论性的课程，在赵中伟的课上，
学生座无虚席，听了还想听。多年的理论积累和实践
经验使他在讲课时能够旁征博引， 往往仅用一根小
小的粉笔头就能够将一些很复杂的专业理论简洁而
形象地在黑板上板书出来。

不仅如此， 赵中伟还要求学生多读与专业相关
领域的书籍。2022年，赵中伟在写给中南大学学生的
信中强调，“多读书对学习和科研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要学会借鉴其他领域的成果或经验， 将其转化
为自己科研的基石。”在他看来，“科研的肌肉”好比
做实验的能力，“灵活的大脑”好比思考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在每年的教学检查中，赵中伟都被
学生评为“最满意的老师”；同时，赵中伟也多次获得
中南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之最佳教学创新奖”“我
最喜爱的老师之最佳教学手段老师”“湖南省优秀教
师”等荣誉。

在赵中伟眼中，学生就是未来。尽管科研工作无
比繁忙，但他仍然坚持开展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生教
学工作， 近百名冶金专业博士生从他的课堂和实验
室走出来，成为中国冶金事业新的充满活力的力量。

11月27日，中南大学物理楼四楼，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窗洒进办公室，中
南大学教授赵中伟正在和团队商量下一步的科研计划。

当天是公布赵中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第五天， 当记者问及其感受
时，他思虑了一会，郑重地说了八个字“个人渺小，平台伟大”。在他看来，之所以
能当选，与学校给予的平台分不开，接下来唯有继续认真科研，才能对得起“院
士”这两个字。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斯涵

用民歌普及消防知识
他们把安全唱得更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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