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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协办）

“他自己掏腰包搞了一艘船捞海上的垃圾嘛！
这个人厉害！”在海域面积达 8738平方公里的嵊泗
县，提起杨世钗那艘红色的垃圾清理船——“沧海
9”，嵊泗“海巡 0743”海事艇轮机长金国锋与当地许
多渔民一样，不禁竖起大拇指！

在四面环海、远离大陆的嵊泗列岛，“沧海 9”是
嵊泗唯一一艘民间自发打捞海面漂浮垃圾的船舶，
而杨世钗乐于奉献，独自承担起船舶每年 70多万元
的运行开支，为守护海洋环境竭尽所能。

蓝色家园 需要呵护

“你看，那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前几
天有大风，所以现在垃圾还算少一点了。日前，在嵊
泗嵊山岛边沿，杨世钗指着附近的海面告诉笔者。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笔者远远看去，碧蓝的海面
上，漂浮着一些塑料瓶和白色泡沫，极不协调。

今年50来岁的杨世钗，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人，
1998年来到舟山嵊泗谋生，经过多年闯荡，积攒了一
些资本后，2005年他自己开起了清舱公司，专门处理
船舶残油、油污水。“虽然我文化程度不高，但我明白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道理，靠海生活就要保护海
洋，何况有的垃圾飘在海上几十年都不会降解。”杨
世钗告诉笔者，自己选择做清舱公司，既能赚钱，又
能为海洋环境的保护作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随着嵊泗海岛旅游的火爆，游客越来越多。政
府部门虽已花大力气在治理海域环境上持续下功

夫，也不断加强环保宣传，但由于嵊泗地处长江入海
口，会带来一部分海上垃圾，加之一些游客、渔民的
环保意识不强，海面上的垃圾也日渐增多。扎根嵊
泗近 20年的杨世钗急了，因为他发现嵊泗民间没有
专门处置海上漂浮垃圾的船舶，光靠政府的力量很
难做到全覆盖，这样下去海岛环境变差了怎么办？

“打造一艘专业船舶处理海面漂浮垃圾，为美丽
海岛建设出力”。早在五六年前，杨世钗就有这个想
法，无奈当时自身经济实力有限。这两年生意好了，条
件成熟了。有一次，看到电视新闻讲嵊泗要建设美丽
海岛、海上花园，杨世钗暗暗下定决心：不能再等了。

建造船只 立说立行

说干就干！杨世钗马上开始筹划船舶设计、建
造工作。“嵊泗岛礁多，船不能太大，不然港湾进不
去，又不能太小，否则不抗风浪。”杨世钗说，“船上要
有专门处理垃圾的漏斗，还要有捞大片垃圾的拖
网。”

虽然不谙熟专业造船理论，但杨世钗凭借工作
中的所见所闻，慢慢研究出了船型。因为这种船型
以前没有，当初去申请船检的时候，他还反复修改了
很多次，最终才顺利达标。

对于杨世钗自己出资造船的举动，身边的朋友
纷纷劝他。有的说：“你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你一个
人撑不住的。”有的说：“你干嘛多管闲事，难道你傻
么？”然而这些劝告没能阻止杨世钗造船的决心。

设计好船型，要请造船公司打造。经过多次沟
通，历时 8个月，耗资 53万元，去年 5月，根据杨世钗
设想打造的这艘“沧海 9”清理船成功下水。船长
16.5米、宽 3.6米、吃水深 1.2米、载重 21吨，不大不
小，捞捞垃圾正合适。

此后，该船成为了以嵊泗为中心，方圆50海里为
半径的环卫船。

艰辛清理 成绩不菲

当天，笔者进入“沧海 9”这艘小船，只见明黄色
驾驶台，大红色的船身在码头特别醒目。“沧海 9”的
船员正在码头附近捞饮料瓶、泡沫块等垃圾。两名
船员一会拿网兜兜，一会拿钩子钩，把船体周围的垃
圾捞进船舱，小船的甲板上堆满了刚刚打捞上来的
垃圾。

在船上，狭小的船员室中放了一张上下铺床，只
能同时供2名船员休息。而船上配员有3人，另外一
个人只能在 1米宽不到的驾驶台下打地铺。“遇到下
雨天，被子都是湿的，天热的时候，1.5升的矿泉水一
口气喝一半还不解渴。”船长王存宽告诉笔者，嵊泗
有大小岛屿 400余个，打捞垃圾工作要兼顾各个小
岛，有时一次作业就要在海上航行一星期，晚上为抗
风浪就靠着大船锚泊，白天顶着烈日捞垃圾，最多一
天能捞起 10多立方米，身上的汗水使衣服上结成了
雪白的盐花。“虽然条件艰苦，但老板对我们很好，不
仅工资给的高，还有高温补贴。”王存宽说。

船员出力，杨世钗出钱，这一干就是一年多。杨
世钗透露，包括船员工资、船舶维护保养等，每年开支
70多万元，一年多他已支出90多万元，加上之前造船
耗资53万元，到目前共投入资金近150万元。“这还没
算垃圾处理的钱，垃圾找人转运上岸后，用自己的车子
拉到垃圾填埋所，这都需要费用的。”杨世钗介绍，“沧
海9”运行一年三个月，虽然开销较大，但效果也很明
显，小船已经打捞处理了近1400立方米的垃圾。

目标向前 干到退休

“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就是再干个10年，我
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让海洋垃圾清理船发挥应有
的作用。”杨世钗打趣说，他今年已经50岁了，这项工
作再做10年，就退休“告老还乡”。

在海洋垃圾清理方面注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
钱，杨世钗觉得能在环境保护上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是十分有意义的，虽然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但最终
还是能够逐一破解难题，为环境保护尽自己一份
力。“现在公司生意不好，负担小船的费用有点吃力
了，但我会坚持到底。”杨世钗告诉笔者，中国海岛很
多，仅仅靠他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呼吁大家都能
少扔点垃圾，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对他进行指导和帮助。 林上军华志波 张愉

靠海吃海 不忘护海

杨世钗：自掏腰包造船清理海上垃圾

这些天，在宁波英科特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
屋顶，工人们正在安装一片片太阳能光伏发电板。这
个装机容量 1.3兆瓦的分布式光伏电站，由宁波科论
太阳能有限公司全额投资，预计将于 10月份并网发
电。“英科特”不用出资金，每年能得到 15万元的电费
优惠。

不过，“英科特”并不是看中这一点收益，而是在
追求那一份绿色环保理念。同时，屋顶有了电站，能
有效降低夏季车间内的温度，减少车间冷气耗电支
出，更能推迟屋顶的老化时间。

今年前 7个月，“科论”已投入 7000万元资金，建
成并网光伏电站 14个，累计已建成 32个分布式光伏
发电站。“科论”投资装机总容量 12.6兆瓦，每天发电
约5万千瓦时。下半年，该公司还将投入1亿元，建造
15个分布式光伏发电站，预计到年底，电站数量将超
过47个，装机总容量超过25兆瓦，最高日发电10万千
瓦时。

“科论”这家由太阳能硅片生产商起家的企业，通
过十年“逐日”，一跃成为终端电站投资运营服务商，
走出一条转型升级之路。

该公司成立于 2007年 5月，此后几年，受贸易壁
垒等因素影响，国内光伏产业起伏不定。

2013年，企业重新审视市场定位，整合制造优势，
从单纯的生产商向终端的电站投资运营服务商转
型。次年，“科论”投入 750万元，自行建造了 1.2万平
方米的分布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0.95兆瓦。该电站
从2014年8月并网运行至今，累计发电250万度，节能
减排效果明显。同年 7月，“科论”与宁波捷宇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签订装机容量为1.8兆瓦的屋顶分布式光
伏电站的合作项目。“我们设计规划、投资建设，以合
同能源管理模式，和该企业分享光伏发电带来的节能
收益。”“科论”总经理钟平说。

“捷宇”总经理瞿双捷说，该电站每年发电量可达
180万度，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捷宇”不用出一分钱，
用电按同时段工业电价优惠，而且每年还有16万元左
右的净收入。瞿双捷说：“光伏发电站开始发电后，顶
层车间温度同比下降了约 7℃，每年夏季节省的空调
费远远不止16万元。”

钟平补充说，屋顶“盖”上光伏电池板，对于降温
是比较明显的，光伏电池板除了可以吸收20%的太阳
能量外，还能隔离80%左右的热量。除了发电，屋顶有
了这层光伏电池板，也可避免屋顶的瓦片被风吹雨淋
太阳晒，对于屋顶的保护也有一定的作用。

他表示，他们以同样的模式，在绍兴滨海工业区、
鄞州下应等地投建了企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如今，“科论”在光伏产业领域的转型路径越来越
清晰，市场拓展也越发有力。随着并网电站的增加，
为了日常运营维护，“科论”还与“华为”签约，成为后
者智能光伏电站的华东授权分销商。近日，由“华为”
开发的智能云运维系统在“科论”投入使用，系统通过
现代化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技术，为
企业建立了标准化的运行维护管理平台。这也是目
前宁波市鄞州区第一个由企业自建的光伏电站生产
管理系统。

钟平表示，太阳能资源近乎无限，宁波拥有密集
的工业产业屋顶资源，太阳能发电市场前景广阔，也
是满足未来社会需求的理想新能源。随着人们环保
意识的不断提高，一些企业主动联系他们，要求安装
太阳能光伏发电站。“我们要让更多的闲置屋顶变身
清洁电力输出站。”

张文胜

9月 6日下午，下课铃声响起，牟永强掸去书页上
的粉尘，缓步迈出教室。这是他到三门县海游中学任
教的第二节课，90分钟的短暂相处，他连学生们的名
字都没记全。他有些着急，但他清楚，他和学生们都
需要时间适应。

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从教 17年，牟永强有过 3次
类似经历。每一次，他都顺利完成了“既定目标”——
和孩子们成为好朋友。从城里到乡下，再回到城里；从

“菜鸟”到“老手”，再到获评“省教坛新秀”，牟永强笑
称，自己终于“熬出了头”。

他指的“熬出了头”，不是工作地点的变化，也不是
各级领导的肯定，而是自己终于能和孩子们“玩到一
块”了。“要让学生接受你教授的知识，首先得让他们接
受你这个老师。”这是牟永强的大学导师曾对他说过的
一句话。他至今记着，也一直践行着。

“我应该做到了老师要求的，但我还可以做得更
好。”说这话时，牟永强目光坚毅。这是他的自信，也
是他的坚持。2014年，荣获台州市初中科学课堂教学
评比一等奖；2015年，获评台州市教坛新秀；2017年，
获评浙江省教坛新秀；近5年来，教学业绩均获A类评
价……这是牟永强交出的漂亮“答卷”。

但最让牟永强得意的，却是学生对他的评价。“用
‘亦师亦友’来形容我和牟老师的关系，最为恰当。”牟
永强的得意弟子、忘年挚友吴文博说，选择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前，他曾咨询过牟永强的意见，正是牟永强
的鼓励，让他坚定了继续求学的信念。

除了教师身份，牟永强还担任了多年的副校长职
务。从教学岗位到管理岗位，牟永强没有不适，反而再
次证明了自己。2013年，牟永强从城关中学调任高枧
中学，该校 2014年中考成绩取得重大突破，名列当地
乡下学校第一；2014年，他又调任珠岙中学，至今年 8
月，该校连续3年中考成绩位居全县前列。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学校所有师生共同努力的结
果，但也少不了牟永强的付出。在高枧中学和珠岙中
学任教期间，牟永强一直担任副校长并分管“毕业
班”。“在这两所学校时，我们重点抓‘毕业教育’，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牟永强说。

如今，牟永强在海游中学担任副校长，分管教务、
教科研和“毕业班”相关工作。“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
的教育。”牟永强告诉笔者，海游中学今年试点“分层教
育”，他们希望借此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化解“优等生

‘吃不饱’，普通学生‘吃不了’”的问题。
年仅41岁，牟永强的鬓角便已斑白，“黑发积霜织

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是他最好的写照。
朱曙光 方正义 朱芳芳

日前，在浙江巨人控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电
梯部件技术中心项目经理陈伟正同 3位同事查看运
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客梯轿厢玻璃的安装情况。“客户
要求的是零瑕疵，一点都不敢怠慢。”陈伟边说边拿
起一旁的刻度尺检测。

2008年，刚从浙江农林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毕业
的陈伟，来到“巨人”就职。“企业规定新员工的第一
个月必须到车间实习，然后才能到办公室从事生产
研发。当时想不通，回头看来，那一个月对自己的触
动很大。”陈伟坦言，当时看到技术人员在轿厢旁指
导安装，觉得很神气。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快，陈伟把目光瞄
准了轿厢设计。“作为乘客对电梯的第一印象，轿厢
的设计是人们认识电梯企业的第一扇窗。”他介绍，

不同场所、环境，对于轿厢的形状和设计有不同要
求，这就需要设计者创新设计。

但怎么创新？陈伟开始向外拓展，广泛涉猎吸
取网上和书籍中的轿厢设计方案。去年，多年的努
力终于有了回报——陈伟主导研发的“全景观光电
梯·冰壶”荣获“中国十大最美轿厢”称号。

“当初，为了一块全景玻璃就跑了10多个城市。”
他说，“冰壶”轿厢历时1年多才研发成功。

如今，在陈伟身上，像“冰壶”一样的故事远没有
结束。日前，一款客梯轿壁板因为折弯角度和曲面
过于复杂，让所有工人犯了难。“理论设计不符合实
际操作”，但陈伟偏不信邪，带着技术工人在车间摸
索了两个多月，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

“平时话不多，但对于方案却很苛刻。”在公司高

级工程师刘光来脑海中，为了一款产品或一项工艺
的改进，陈伟曾经多次昼夜在车间内研究。

在“巨人”工作的8年间，陈伟已拥有3件发明专
利、35件实用新型专利、27件外观专利，先后主导和
参与500多款轿厢的设计、研发。

作为一名工科男，陈伟坦言，自己并没有满
足。除了工作，他还利用闲暇时间攻读浙江大学
机械设计专业的研究生，并在《中国电梯》《中国建
筑骄子》等杂志陆续发表了 6 篇论文。这段时间，
他正加紧和导师沟通撰写《360°全景观光轿厢研
发》的论文。

“每款轿厢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创新无止
境，努力也就不能停。”陈伟笑着说。

赵新荣 张斌

牟永强：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

钟平：从生产商向服务商转型

陈伟：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创新

在钱江源头开化县马金镇有一家在当地信用社
贷款支持下创办的“雅趣园”，日前，当我们踏进院
门，千姿百态的树桩盆景映入眼帘。园主胡明渭介
绍说，这里有 100~300 多年树龄的“中华文母”“榆
树”“刺柏”“ 红花檵木”等 20多个品种 500多盆盆
景。其中，“榆树”盆景曾荣获 1998年西湖国际博览
会银奖。

接着，我们走进了胡明渭的观赏石陈列室，有
“中国绿”“睡美人”“摇钱树”“大元宝”等500立方米，
以其奇异之美、天籁之相，呈现在我们面前，散发出
熠熠光辉。

今年 58岁的胡明渭，初中文化。他早在 20多年
前而立之年就专门到义乌盆景苑学习盆景艺术一年
多。之后，他又赶到上海找了一位盆景艺术大师继
续学习和深造了半年。回来后，他经过多年的实践

摸索和创作，逐步取得成功。谈起盆景艺术，胡明渭
深深感到，盆景艺术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融合着
舞蹈、戏曲的线条写意与组合，贯通着文学、书画和
音乐的节奏与气韵，她蕴含了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
而又与时俱进地吸纳着国内外各种先进的艺术精
华。胡明渭领着我们细细观赏及品味了“红花檵木”
和“中华文母”盆景，他介绍说，这两个盆景老树桩上
枝条对称，叶与花均匀美观，属国家珍稀盆景，近日
有位顾客要价每盆8万元，他都舍不得出售。另有几
盆珍贵“刺柏”，每盆价值在20万元以上，曾有客户竞
相购买，均被胡明渭婉言谢绝了。

胡明渭追求盆景艺术矢志不移，孜孜不倦，同时
又对识石赏石痴情投入，令人敬佩！10多年来，他踏
遍钱江源头山山水水，苦苦寻揽观赏石共 400多种，
有时他鞋底磨穿了，光着脚还在山上、河里找。他

“登山情满于山，观河意溢于河，赏石情意于石”，他
那五颜六色、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观赏石，印证了
那句“不朽的景、立体的画、无言的诗”的千古美誉。
他用独特的眼光赏析与见解，为观赏石的收藏注入
了精彩的文化气息与内涵。

今夏，来自上海、江西、金华等地的客人出价 10
万元不等，想买下胡明渭的“睡美人”“摇钱树”等名
贵观赏石，均被他一一谢绝了。胡明渭相告，并非他
不想卖，而是他要在马金镇建造规模宏大的“雅趣
园”，将这些珍稀盆景和名贵观赏石作为旅游观光之
名胜宝物。他在镇政府的帮助下，现已征地30亩，并
在信用社贷款支持下，建设“奇石馆”与休闲庄园，集
旅游、观赏、休闲为一体的大众化服务“雅趣园”，将
于10月开工兴建。

齐振松 王政

胡明渭：专注营造美的“雅趣园”

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和记者一样，不论是靠手感
摸，还是迎着光看，就是不会分辨真假钱币，可验钞
机又不能随身带着，着实让人伤脑筋。

近日，记者随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办公室工作
人员一同走访了湖州师范学院的张玉建副教授，他
目前正在做的这项研究，在不远的将来便可以完美
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轻轻用手一“拉”，钱币部分地
方颜色发生改变，便能清楚地分辨真伪，赋予钱币这
项功能的则是一种“力致变色”材料。

张玉建向记者解释了这项研究的原理，即一个
物体，你给它一个力，或轻或重地一压、一拉，在该物
体上受到压力的部分便会变色。这项研究在系统的
产业化后有望广泛应用在生活中，上文中所提到的
真假币检验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这还有些大材小用呢。”张玉建说，真正的用处
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体现出来的，例如潜艇在深
海中受到的压力会很大，而在这种压力下，如果艇身
表面发生轻微变形，通过这种力致荧光变色，便可以
清晰明了地看见问题，同理也可运用到飞机“风洞”
实验等情况上，降低飞机的研发成本。

张玉建在力致比率荧光变色材料的合成及分子
的设计理念方面一直处于该领域的第一梯队，但他
的研究并不止步于此，在该研究的启发下，张玉建希
望可以研究更好的“比率”体现，即不仅能够看见受

压的地方变色，还能够通过不同颜色的改变，体现出
受压力的大小区别，这样就更加清晰直观，方便对症
下药了。

“目前已做出了一些小面积的材料研究，经过测
试这种想法是可行的，但若要大面积地去投入试验，
暂时还没这个条件，后续实验的成本太高。”张玉建
说，“希望这个项目可以从实验室走出去，投入到产
业化运用中去，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

该项目获得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并计划于今年
结题，而张玉建之前所做的“给体-受体型有机延迟
荧光分子的合成及其器件性能研究”项目也获得了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张玉建很感谢科学基
金对其科研的支持，他希望在国家和省基金委的支
持下，取得更好的成绩，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代梓熙 通讯员 陈登 闻正顺

张玉建：新技术让假币现原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