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民生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编辑/曾梓民 美编/刘迎 校对/汤吉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房
间， 地面凌乱地堆积着好多个
纸箱子， 里面是电子产品实验
材料和学生的一些作品。 房间
的角落里还有一张折叠床，被
子枕头还保持着刚起床的形
状。 正对着窗户的一张大办公
桌倒是整洁， 除了摆放着一些
资料和实验材料， 还有一个吃
饭用的不锈钢碗。

这是黄有全的工作室。无
数个日夜， 他带着学生在这里
鼓捣电子产品， 经常学生吃饭
休息去了， 他还在这里忙到深
夜。一日三餐，都是妻子李桂平
拿着这个碗，一趟趟送过来的。

把每个学生
当做自己的“宝”

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客
厅， 靠墙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台
65寸的电视机， 房间里架设着
家用摄像机， 两千瓦的灯光设
备，和两把大伞，客厅摇身一变
为录播室。 当半夜零点万籁俱
静之时， 黄有全就在这里开始
录播微课、慕课，天亮才收工。

这些年的周末、假期，黄有
全都在这个临时录播室度过。
1000多个日夜，他一个人录制了
600多个微课视频，完成了4门课
程的资源建设，上线3门MOOC，
总选课学生已超过14万人次！

“他的心里只装着教书和
学生。” 妻子李桂平嗔怪地说。
同为长沙民政职院电子信息工
程学院教师的她， 因为担心黄
有全的高血压， 甚至还找院长
徐立娟来帮忙劝说， 但黄有全
听的时候认真点头， 转过身又
全忘在脑后。

每一名学生都是他的宝。
学生肖建文因为上课不认真听
课，就成了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他特意下课后将肖建文留下来

谈心， 原来是家境困难让其无
心学习。 黄有全立即转了一笔
钱，解了肖建文的燃眉之急，并
鼓励他加入自己正在指导的电
子设计技能竞赛队伍。

一开始， 肖建文的确有点
跟不上，几次想退出。黄有全给
他开小灶，手把手教他。在带他
赴杭州参加集训时， 遇到了一
个技术难题，黄有全连夜研究，
花了四五个小时找到了解决办
法，又立刻喊肖建文过来讨论，
看着他睡眼惺忪的脸， 黄有全
看看表， 原来已经是凌晨3点。
讨论完以后，天都亮了。“老师，
你可真是为我们操碎了心。”那
一次， 肖建文和队友一举夺得
了职业技能竞赛国家二等奖。

十多年来， 黄有全老师带
了140多个学生进行竞赛训练，
获得国家一等奖1项、 二等奖2
项，省一等奖5项、省二三等奖
20余项，70%的学生获奖。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企业技
术骨干，平均年薪超30万元，还
有部分自主创业， 最多的已经
拥有数千万家产。

他的课程
让成千上万学生受益

只教好一名、十名、百名学
生，这并不让黄有全满足。让成
千上万的学生都受益于他的课
程，才是他的职教情怀。他的《单
片机技术》认证为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两门课程认证为湖南
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3门课程
在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上线， 选课的14万多人中，98%
都是全国各地的校外学生。甚至
还有一名美国的学生听完课给
他留言：“我是‘翻墙’来学你的
课。你的课讲的真好，比很多名
校的还好。”这些认可，让黄有全
心里美美的，更加乐此不疲。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黄有
全还将课程建设和教学方法分
享给其他院校的老师。 他给汽
车工程职院等70多所院校的近
2万名教师培训课程建设方法，
给邵阳县职业中专等10多个偏
远贫困地区的老师上辅导课；
还为老挝培训机电专业教师、
制定课程标准， 为老挝的职业
教育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疫情期间， 黄有全还带领
团队，通过人民网直播平台，面
向全国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公益直播12次，助力1万多
名教师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1981年，16岁的刘仲华
被录取到了未曾想过的湖南
农学院茶学专业。从质疑“两
片叶子还能办专业”， 到走上
讲台成为茶学教授，刘仲华深
耕了39年。

8月26日下午， 记者在湖
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见到了
副院长、教授王坤波。一听到
记者要采访自己的老师刘仲
华，他笑着说：“刘老师可是学
生们心中的‘偶像’哦！”

我们常说一个人有“偶像
包袱”， 往往是说这个人放不
下姿态、不够真实。“但刘老师
的‘包袱’里装着执着、勤奋、
谦逊和温暖。” 在湖南农业大
学园艺学院党委书记覃红燕
的心里，刘仲华对学生的影响
总是润物细无声。

拒绝高薪
在三尺讲台培养人才

在万元户还少有的上个
世纪90年代，英国联合利华公
司想聘刘仲华担任高级研究
员，开出了年薪10万英镑的诱
人条件。但刘仲华选择了继续
留在湖南农业大学的三尺讲
台。 他说：“当一名人民教师，
为中国的茶产业培养更多的
专业人才，比个人拿高薪更有
意义。”

刘仲华从来不睡午觉，还
是“夜猫子”。但不管手头工作
有多忙， 只要学生发邮件、提
问题，他都会认真回复。博士
研究生周方透露，自己经常能
收到刘老师凌晨两三点发回
的邮件。每次看到刘老师的一
丝不苟，都会觉得自己应该更
加努力。“老师都这么拼，我有
什么理由做条咸鱼？”

被学生称为“偶像”的刘
仲华，的确打破了人们对农业
专家普遍的刻板印象。覃红燕
说， 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他
都穿着笔挺的西装或衬衫，皮
鞋擦得锃亮。无论前一天他忙
到多晚，第二天上课都是精神
饱满、声音洪亮。“一个随时随
地向学生传递阳光能量的老
师，有谁会不喜欢呢？”覃红燕
笑着歪了歪头。

“学习与创新是人生前
进的不懈动力。”在刘仲华看
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
要终身学习，不断创新。他的
课堂总是紧跟时下热点，PPT
常讲常新。并且，他要求学生
进茶园、进企业、进工厂，能
做得一手好茶， 能评得出茶
的好坏， 做研究要为茶农造
福，为扶贫出力。刘仲华的身
体力行， 深刻地影响了他的
学生。

提到安化黑茶， 湖南几
乎家喻户晓。20年来，让黑茶
变“红”的科技“魔法师”就是
刘仲华。 为了把安化黑茶这
个灰姑娘推出去， 经过十多
年研究， 他带领团队通过现

代技术融合， 实现了黑茶加
工的清洁化、机械化、连续化
和标准化， 让安化黑茶的产
值从开始的个把亿到现在的
两百多亿。

淡看病魔
在导师面前是乖巧学生

2012年， 因长时间超负
荷工作，刘仲华突发脑血管瘤
紧急住院。当学生去看望他的
时候，他竟然在床上做讲课的
PPT。医生说：“这个病人简直
不要命了。”后来，刘仲华还从
病床上偷偷跑到了安化黑茶
文化节的演讲台上，为近千家
茶企答疑解惑。刘仲华自我解
嘲说：“没办法，茶叶和学生都
盼着我出院。”

今年受疫情影响， 国内
春茶生产与销售受到冲击，
刘仲华又做起了网络“主
播”。在湘西古丈县的春茶开
园仪式上， 他淋着雨向屏幕
前的观众介绍“古丈毛尖”的
采摘标准和生产技术， 为优
质茶叶带货。

尽管刘仲华的科研成就
和教学成果已十分丰硕，但在
他心里，还有一位巨人———他
的导师施兆鹏。施兆鹏老师已
80多岁，但还保持着每个星期
进一趟实验室的习惯。刘仲华
每次看到自己的导师走近，就
会乖巧地起立、鞠躬，说一声
“老师好！” 在和导师的交流
中，他也会时不时问一下：“老
师这样坐着舒不舒服？要不要
我扶您上洗手间？” 而这些温
暖的瞬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刘仲华的学生。“我在刘
老师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师恩
如山。”周方说。

刘仲华有一个大大的梦
想和一个小小的心愿。 大梦
想是让中国从“茶叶大国”变
成“茶叶强国”，让中国好茶
香飘全世界。 这个梦想正在
一点一点地实现。 但他睡觉
睡到自然醒的小心愿， 至今
还未做到。

■湖南日报记者 邓正可
通讯员 王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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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十万英镑的高薪，把安化黑茶的产值做到两百多亿

刘仲华：誓让中国茶香飘全世界

刘仲华，1965年生， 中国工
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委
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
潜心茶叶科技攻关， 创新茶叶功
能成分提制技术， 这一技术领跑
国际同行， 让安化黑茶享誉国内
外。执教32年，他培养了一大批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推动我国茶
叶科技进步和茶叶产业的飞速发
展。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湖南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科
技进步奖”“湖南省十大创新奖”
等多项荣誉，获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60多件。2020年，荣获首届“湖
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黄有全，男，汉族，1966年7
月生，中共党员，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教授。从教20年，为全
国1200多位职院校长展示“互联
网+课程”教学新模式，为1.6万
名专职老师讲授“互联网+课程”
建设与应用方法。先后获得全国
优秀教师、 湖南省芙蓉教学名
师、湖南省优秀教师、湖南省黄
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教师奖。
2020年8月荣获首届“湖南省教
书育人楷模”称号。

8月27日，刘仲华（左三）在湖南农业大学和学生交流。 农大宣传部供图

黄有全：
每个学生都是他的宝
为想退学的学生开小灶
美国学生“翻墙”来学他的课

黄有全在指导学生实训操作。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