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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982出生， 通州区新华
医院护士。

她是80后独生女， 将献血当
作自己骄傲的成人礼。 她瞒着父
母一次次无偿献血， 得知自己是
稀有血型后， 随时听候血站的召
唤。 如今， 她已累积无偿献血20
余次， 紧急备血救人数十次， 献
血总量超过10000毫升 ， 并且成
为骨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郝秋晨
女， 1950年出生， 复兴医院

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她曾是复兴医院心血管临床

学科带头人， 1995年开始致力于
医院和社区卫生一体化服务建
构， 在全国首创以医院为依托、
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 以
社区站为基础的防病、 治病的社
区卫生服务模式， 并因此荣获世
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笹川卫生奖。

杜雪平
女， 1969年出生， 平谷区兴

谷街道办事处职工
26岁时纪桂平结婚， 丈夫家

有8口人同住。 除要照顾体弱多
病的公公婆婆， 单身的姑婆和大
伯公病了， 她也同样要照顾他们
吃好穿暖， 伺候他们住院。 今年
她母亲瘫痪， 她又要精心照顾母
亲。 是真诚的孝心支撑她先后照
顾5位老人， 无怨无悔。

纪桂萍
男， 1965年出生， 北京市水

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27年来， 他先后参与并主持

40余项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规划设
计和科研工作， 其中一项获得全
国金奖。 担任南水北调北京段工
程的总设计师近20年， 攻克了一
系列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 设
计建成世界上首个穿越特大城市
核心区的大型输水工程。

石维新
女 ， 1960年出生 ,北京市西

城爱星特长培训学校校长。
她自幼双下肢残疾， 26岁时

又遭遇车祸， 只能靠轮椅行动。
但她却凭借顽强的毅力自学完成
了大学专科到研究生全部课程。
曹雁还热心公益事业， 创办了全
国首家残疾人心理咨询中心， 三
十年来不间断助残帮困， 服务人
次超万人。

曹雁

专题【人物】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李亚楠│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周卫法│２０15年 9月 21日·星期一08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5年“三点一线” 攻克移动通信难关张平是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
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作为一名勤勉的通信技术人， 如
今他已成为行业内屈指可数的学
者， 而他依然坚守在一线工作岗
位上， 孜孜不倦、 始终如一地恪
尽人民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本职，
踏实严谨地工作着， 先后获评北
京市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
师、 北京市高等学校 （青年） 学
科带头人、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等荣誉称号， 并获得首都劳动奖
章。

攻坚技术难关
5年未休节假日

现在张平的团队， 共有教师
三十余人， 学生二百余人。 “一
个教授再加上十几个学生。” 这
是传统观念中， 人们对于团队的
理解。 但对于张平来说， 团队的
建设要有所创新 。 “十五 ” 期
间， 随着大项目的进行， 形成着
团队共同搞科研的概念。 “可以
说， 团队建设的观念也在转变 。
各方面配合分工， 变成一个大系
统。” 张平理解的新型团队建立
在产学研基础上。

与高校之间合作、 承担越来
越大的项目、 走向国际和通信大
企业合作……为实现这个团队建
设的新理念，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开始， 张平有意识的让团队中
的青年教师加入产学研的合作
中。

“比如 ， 在中国第三代移动
通信技术上， 我们在实践着产学
研的团队建设理念。” 张平介绍
道， “理论、 软硬件开发、 有关
标准等等 ， 都需要自己完成 。”
如果说这时候张平和他的团队还
处在技术的合作方的角色， 那么
到中国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
究上， 他们已经成为牵头人的角
色转变。

在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
究上， 当时张平带领十二名教师
和二三十个学生， 在学校的无线
新技术研究室中， 开始关键技术
的研究和开发。

家、 实验室、 食堂， 从2001
年到2006年的五年间， 张平和他

的团队成员重复着三点一线的轨
迹， 几乎所有的休息日和假期都
放弃。

在这期间， 让张平记忆犹新
的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比较难
攻关的阶段。 单板完成后， 张平
和团队成员要做的是将他们组起
来， 构成大系统。 “这个工作看
似简单， 其实存在不少难点。 主
要是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全都
需要自己摸索。” 张平说。

怎么解决？ 面对难题， 张平
和团队的攻关方法是一点一点攻
克 ， 摸着石头过河 。 讨论 、 分
析、 制作仿真模具……经过一年
多的时间 ， 技术难关终于被攻
破。

关心爱护学生
掏腰包帮弟子出国留学

1990年， 博士毕业后， 张平

便留校开始任教。 25年的教师生
涯中， 他的时间表总是被排得满
满的。 白天教学、 晚上科研， 遇
到重大技术攻关张平更是以校为
家。

张平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 ，
哪怕是高考动员的家长会， 他从
来没有抽出时间去参加， 不是在
国际会议上提交标准提案， 就是
在实验室里搞科研。

他的孩子也从没得到博士老
爸的功课辅导。 对此， 他略带惭
愧的说， “我的爱人也是位大学
教师， 小孩都是她在操心， 为这
个家她付出很多。” 但是， 作为
教师， 不管是学生们遇到什么困
难， 张平总是主动帮忙解决。 从
申请留学 、 交流 ， 到申请助学
金， 甚至由于身体原因申请超期
休学延期毕业， 张平可以说， 不
分大小、 亲力亲为地关心爱护自
己的学生， 而他的家也变成了和
学生们的学术交流的知识角。

“学生的思路都很活， 这是
他们的优势， 但是遇到困难时，
容易气馁。 作为教师， 我们是学
生走在人生路上的导师。 为他们
指明方向， 除去教他们知识， 还
会帮助他们在职业生涯上判断方
向。” 张平觉着， 教师和学生的
关系， 更多是朋友的关系。

一次， 张平发现他带的一个
博士生情绪不佳， 总是在哭， 还
常常请假。 了解后， 他得知这个
学生的弟弟生重病。 于是， 张平
主动拿来一万元， 让学生拿去给
他的弟弟看病。 接过老师拿来的
钱， 这位学生很是感激。

去年， 张平的一位学生被美
国的一位工程院和科技学院的双
院士看中， 邀请来美国留学。 但
是这位学生却有些为难， 张平了
解到原来这位学生是在为学费担

心。
考虑到这位学生确实是个苗

子 ， 张平为不让他错过这个机
会， 自掏腰包几万元来帮助学生
踏上留学之路。 “张老师， 我一
定努力学， 将来回报您和母校。”

创新工作环境
甘为年轻人铺路

中国通信短短 20年从无到
有， 张平入门早、 出师早， 坚持
科研、 教学双肩挑。 不仅自己专
注研究， 更注意培养通信事业接
班人， 毫无保留地为团队中的年
轻教师和学生做 “垫脚石” 和铺
路人。

张平领导的实验室自1996年
至今， 已经为国家培养博士、 硕
士人才三百余名， 其中不乏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 教育部新世纪人
才。

在业务上， 张平尽可能地为
年轻教师提供机会。 同时通过交
流访问的方式将我国的年轻学
者， 推向国际舞台。 他还努力将
国际级大师引入北京邮电大学，
进行高水平的学术报告。 为大学
生们开拓思路， 树立正确严谨的
治学理念。

陶小峰是国家杰出青年称号
获得者， 作为张平团队的成员，
陶小峰博士毕业后， 就成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负责
人。 这样的机会， 让这位年轻人
得到很大的锻炼。

在张平的团队中， 全职教授
有7人， 还出现两位国家杰出青
年称号的获得者。 张平坚持大胆
启用年轻教师做科研， 帮助年轻
人创造一流的工作环境。 “为年
轻人创造机会， 这都是我们做教
师的义务。” 张平说。

———记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平

家、 实验室、 食堂， 从2001年到2006年的五年间， 张平和他的团队成员重复着 “三点一
线”， 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日和假期。 在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方面， 张平和他的团
队还只是技术合作方的角色， 而到中国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上时， 他们已经当仁不让成
了牵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