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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时30分，到了约定好的采访时间，西装革
履的李小年匆匆赶来，接过瓶子喝了一口水润润嗓，
便调整状态，抖擞起精神面对我们。之所以选在午休
时间与他碰面，是因为眼前这位年过半百的浙江工业
大学校长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忙人。

回顾总结自己多年来的工作历程和人生经验，李
小年始终坚信，科学研究应该是非常纯粹的，而纯粹
的事业就需要忘我的投入。因此他时常告诉团队成
员，在工作过程中不要过于现实，必须要学会忘记一
切，回归到纯粹的学术发展。

“你唯有真正拥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才能够心无
旁骛地全身心投入，在投入当中去感悟成长、享受工作
的快乐，进而实现人生更大的一个梦。”李小年说。

“唯有忘我，才能成就大我。”这便是他长久以来
一直努力践行的座右铭。

学之有用 踏上化工征程

时光倒回至 1980 年前后，彼时中国的工业生产

能力十分有限，工业制品仍处于匮乏短缺的状态。曾
风靡全国的“的确良”衬衫便令李小年记忆深刻，这种
化纤布料可以说引领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穿衣潮流，一
度成为市场上受追捧的时尚风向标。

“当初我们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日常用品，比如肥
皂、洗衣粉、牙膏、牙刷这些东西都是化学品。”而此时
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李小年正面临人生路上的重大
抉择之一——选专业。在深刻洞察了中国社会发展
的大环境后，他认为，化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不可小觑。

怀着学之有用的初衷，李小年踏上了研修化工专
业的新征程。他告诉记者，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无论
是培养科学思维的敏锐性，认识科技研发的重要性，
还是对科研的执着追求方面，都离不开各位师长的指
导和引领，他们对于学生的言传身教和无微不至的关
怀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自己，使他努力去克服日后
科技工作中遇到的重重难关。

1998 年，毕业留校任教的李小年获得博士学位
后，被任命为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当

时学校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让他在工作岗位上
逐渐产生了能力危机，开始感到自身的学术水平、国
际视野和对整个科技发展动态的把握，远远不能满足
学校工作的需要。

李小年意识到只有不断给自己“充电”，才能不负
学校的重托和期望。于是从2000年至2002年，他先是
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随后又前
往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两年的海
外留学经历，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也让李小年亲身感
受到了什么是科技创新，创新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但那时候其实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是，在国外
工作，自己的能力虽然得到了提高，但并不能直接地
为国家服务。”这期间，李小年接到了时任浙工大党委
书记汪晓村和校长张立彬的电话，希望他能够回来助
力学校化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饮水思源，感怀母校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李小
年觉得在学校需要的时候，自己理应义不容辞。于是
他携妻挈女回到了祖国，希望能够在学术研究上作出
一些具体的贡献。

潜精积思 坚守纯粹科研

“在整个研究开发过程中，如果技术没有独创性，
就不可能在产业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回国之后
的李小年目标非常明确，必须用创新的技术来服务浙
江省乃至全国化工产业的重大需求。他认识到，当下
人类社会正面对能源枯竭与环境恶化两方面的严峻
挑战，如何实现工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整个
科技界面前一个非常重要且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小年将工业催化作为自己的
重点研究方向，因为催化剂技术是化工生产当中最核
心的技术，能够起到缩短反应时间、提高原料利用率
和产物收益的作用，同时又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减
少生产成本，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相当于汽车要越过一座高峰，原本需要开盘山
公路，现在只要打通隧道就可以了。催化剂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把原来走盘山公路改变为只需要走隧道
的一个反应历程。”他用这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向我们
解释了催化剂应用的重要性。

1984 年后的 15 年，李小年跟随浙工大教授刘化
章，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Fe1-xO基催化剂，在氨合成
催化剂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2002年回国后，他还
开展了有关精细化工催化加氢关键技术的研究，主要
解决了高端橡胶防老剂合成的关键催化剂技术与工艺
等问题，突破了国外大公司的技术封锁，使我国橡胶抗
老化剂大应用到航天航空，小应用到高端汽车制造领
域，产品远销全球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

“当初因为年纪很轻，毫无疑问是到一线去干最
累最艰苦的活。每个人想的都非常纯粹，就是想把工
作做好。”在从实验室到工厂的整个开发和应用过程
中，李小年带领课题组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阻碍和
产业化难题，他也由此获得了浙江省青年科技奖、中

国青年科技奖、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一系
列奖励和荣誉。

当前，李小年和他的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氯
乙烯合成用汞催化剂替代技术的研发工作，“如果这
项技术能够取得突破的话，将会减少我国 70%、全球
50%的汞的使用，对全人类环境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他告诉记者，这就是自己带领的整个课题
组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都在连续攻关的技术难
题，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希望能够在解决
国家重大需求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言传身教 情寄莘莘学子

“学习在工大、工作在工大、成长在工大”。从无知
懵懂的青年学子，蜕变为如今以身立教的一校之长，李
小年和这所作育英才的高等学府有着难以割舍的情
分。他感慨道，在浙江工业大学近40年的学习与工作
生涯，使自己无论从身体还是思想上都得到了锻炼和
成长，对工大的感情甚至可以用“融为一体”来诠释。

如今的李小年，科研和教学管理工作双肩挑，担
负起了薪火相传、立德树人的责任与使命。在学生眼
里，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人生导师，用自己忘
我投入的精神感染着年轻一代，使他们成长为出类拔
萃的栋梁之才。

作为李小年曾经的学生，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卢
春山用“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
导师。他说，李小年做事非常仔细，经常会告诉他们
要把所有的实验室，包括工作、学习的地方卫生做
好。还特别嘱咐大家注意实验中的细节问题，因为这
会影响到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他身板都特别挺，特别有精
神，我觉得这体现了他的一种态度。”硕士研究生芮佳
瑶说，不管是在学术、生活还是对学校的管理方面，李
小年都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这也是她如此
敬佩导师的原因之一。

“认真严谨”成为李小年在学生心目中的关键词，
同时他还坚持“授人以渔”的教学观念，在实验中拓展
学生的思维，为他们逐步分析数据产生背后的原因，而
不是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并在与学生相互探讨的过程
中引导他们独立思考，掌握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进入新时代，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可以说比
任何时候都迫切。所以学校大力倡导，并且鼓励推动
老师和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用自己创新的技术成果，为国家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李小年认为，当下的青年学子除了要拥有渊博
的学识、开放的国际视野之外，还必须要有胸怀国家
和民族的一种家国情怀，要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和社会
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谈及未来，李小年表示将集中精力带领全体师生
员工自觉地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追求卓越，为把工
大建设成一个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而不
懈努力。 本报记者 甘玲

李小年 演绎忘我的“纯粹人生”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聚光科技已成为中国
分析仪器行业和环保监测仪器行业龙头企业。这里，
也成为了许多年轻人成长的舞台。本文的主人公韩
双来就是其中之一。

伴随着企业的成长，2006年硕士毕业的韩双来，
如今已是聚光科技实验室业务部总经理。经过十多
年的努力奋斗，属于80后的韩双来，正朝着自己的梦
想不断迈进。

四年前，我曾经采访过韩双来。四年后，当再次
走进聚光科技，再次和这位来自东北的同龄人聊天，
一样的是他的严谨和努力，不一样的是他的人生历练
和感悟。

走出象牙塔的追梦青年

2005年底，即将从天津大学硕士毕业的韩双来，
提前进入聚光科技实习。但当时处于初创期的聚光科
技，企业的名气和规模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名牌大学
毕业的韩双来，或许还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死缠烂
打”非进不可。为何对聚光科技如此情有独钟？

“具有硅谷的创新创业精神，以及公司倾心投入、
共享成功的企业理念特别吸引我。”韩双来告诉记者，
两位公司创始人都是从硅谷回来创业，公司创始人王
健的校招宣讲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即将走出象牙塔的
追梦青年。“我学的是精密仪器，聚光科技不仅是一个
高科技公司，而且公司所从事的分析仪器行业与我的
专业精密仪器比较对口。分析仪器行业也是我事业
追求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朴素的想法，让韩双来选
定目标，一头扎进了他所热爱的事业。

2006年开始，聚光科技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也给了公司的年轻人更大的发展舞台。进入聚光科
技一年后，韩双来就有幸参加了公司的核心项目“紫
外/可见光纤光谱在线过程分析系统”的研制工作，负
责预处理设计和系统评测。由于项目组采用了国际
首创的原位抽取热湿测量技术路线，预处理设计成了
项目的一大难点。理论仿真、图纸设计后的结果在实
际验证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时候，一个关键的指标过不去，公司经常会集
中办公，连续一个多月。“那时候压力确实很大。因为
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公司二次创业中一个战略产品”。
韩双来至今还记得和同事们一同奋战的那些紧张而
充实的日子，尤其是那些攻关过程中的不眠之夜。“那
时候，我们经常干一个通宵，大家都睡在公司的地板
上，或者买个床垫就睡在公司。”这样的高强度工作，
韩双来却没觉得辛苦，而是将压力转化成动力，在不
断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点，并逐步积累起分析仪器设计中的工程化经
验。

在王健的带领和指导下，项目组经过1年多的艰

苦努力，终于成功研制出第一代产品，并迅速占领市
场，改变了我国重大工程几乎全部使用进口气体分析
系统的状况。

“成功一次之后，就会有信心。”这样的经历，让韩
双来现在不管遇到任何科研难题，都会从容不迫，因
为他深信自己和团队的实力。

甘坐冷板凳的研发总监

后续几年中，韩双来作为项目研发负责人，秉持
着创新和差异化路线的理念，又带领着团队陆续推出
了几十种产品上市，即便过程中总会有痛苦，但是，成
功后的兴奋和喜悦，让他对此依旧乐此不疲。

2007 年，“紫外/可见光纤光谱在线过程分析系
统”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9年，“原位抽取
热湿法在线紫外/可见光纤光谱气体分析系统”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韩双来作为项目的完成人之
一，亦榜上有名。2010年，韩双来和他团队共同研发
的“新型在线水质分析系统”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由于表现突出、成绩卓著，韩双来所
带领的团队屡屡获得公司优秀团队奖。

虽然聚光科技是以在线的分析仪器起家，但是，
事实上，仪器行业最大的蛋糕，是实验分析仪器市
场。聚光科技也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实验分析仪器
领域。但是，实验分析仪器的研发经费投入非常大。
2011年，聚光科技实现了在创业板上市，这为公司进
行该领域的研发提供了较好的资源。

2010 年以后，公司赋予韩双来更多的使命与职
责，任命他为研发产品线总监。在公司的决策下，韩双
来带着80多人的研发团队一头扎进了实验分析仪器
的其中一个技术门类——质谱分析技术的研发中。

据悉，质谱分析技术被称为分析仪器技术领域的
皇冠，甚至有人说现代科学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先
进质谱技术的竞争。然而这个重量级“皇冠”过去一
直把持在国外厂商手中。“在质谱分析仪器这一技术
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二三十年。”韩双来
说，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在这一领域的研发基础很薄
弱，而质谱分析技术的产品是要用于科学实验研究
的，所以客户对产品的成熟度和稳定性要求就更高，
因此，要做好这一领域的产品，必须要经过几年的技
术积累。“为了啃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我做好了坐冷
板凳的准备，那几年，公司对此都是净投入，因为肯定
不可能快速地有效益。”

经过了三四年的艰苦奋斗，韩双来和他的团队终
于搭建起了实验分析仪器的产业化平台。2015年，聚
光科技的首个实验分析仪器产品上市，据悉，这也是国
内的首台套产品，全世界也只有2到3家企业能做这一
实验仪器。这也标志着聚光科技这艘国产分析仪器巨
舰终于进入了实验室分析仪器市场的主战场。

这一产品的面世，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也让国外的企业在中国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并触
动了他们对产品的价格和服务进行了调整。

扛起大梁的企业高管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韩双来也凭着自己的努
力，在聚光科技这个事业的舞台上快速成长，并实现
了自己在聚光科技的多次跳跃：他先后担任测试部
技术经理、CEMS 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环保产品线
总监，2014年至今，担任公司实验室业务部总经理。

随着职务的变化，韩双来也坦承，目前他可能管
理做得多一些，相对来说基础研发上投入的精力就会
少一些。但不管是管理人才还是技术人才，对企业的
发展来说都是十分需要的，这只是公司针对每个人的
特点所做的不同的分工。而企业要做出优秀的产品，
除了研发创新，还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需要经营以
及资源的获取。“如果没有经费，没有好的市场机会，
研发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韩双来不但扛起了企业
管理的大梁，还是一位以技术出身的企业高管，他在
关注国际技术前沿的同时，为企业的市场、研发作出
高瞻远瞩的决策。

韩双来也为聚光科技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
豪。“我当时选择聚光科技的时候，去网上查企业只有

百来号人，现在我们已经有几千人，十几年的时间增长
了几十倍。”总结聚光科技成功的法宝，韩双来说，那就
是坚持创新。“追求同质化的低价产品从来不是我们的
选项。”

而作为一位完全在企业里成长起来的青年企业
家，韩双来对企业的人才发展也有自己的看法。在韩
双来看来，现在国家在强调企业创新，那就需要一大
批优秀的人才能够到企业里从事工作。他希望国家
能有更好的政策，让企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企
业里扎根，到企业里创新。

韩双来也以自己的经验，告诉当下的年轻人，首
先要读懂自己，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找工作不要只
看眼前，也要看发展前景。如果真的是自己感兴趣的
工作，还是应该坚持，也许一开始会比较困难，但经过
多年的积累，成功终会到来。

本报记者 姚俊英

韩双来 甘坐冷板凳 敢啃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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