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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把创新成果应用到
实际中才有价值

密云区农业局畜牧技术推广站职工

北京长亭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 SQL 注入防护引擎， 去
年曾登上美国的 BlackHat 会议的讲台。 我们在研发
过程中引入了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 让防护引擎去
分析、 理解用户的输入内容， 从而提高了防御能力。
可以说 ， 我们的产品 ， 已经拥有了 ‘思考 ’ 的能
力。” 介绍起自家的 “孩子”， 北京长亭科技有限公
司总裁陈宇森显得既兴奋又骄傲 。 虽然他是总裁 ，
但技术出身的他更像一名普通的研发人员。

陈宇森介绍， 他所在的公司主要提供网络安全
方向的安全服务与提高网站安全性的产品 。 目前 ，
市场上同类产品基本都使用正则表达式匹配的方式，
这种方式下防御系统缺乏 “思考” 能力。 如果用户
的输入内容中出现了正则表达式的内容就判断为攻
击， 如果没有出现就直接判断为正常输入。

陈宇森表示， 他们研发的下一代应用层防护系
统， 目前也已接近完成。 相比于过去基于特征的防
护系统， 他们的下一代应用层防护系统有了 “思考”
能力， 能显著提高防护中的准确率， 而且因为无规
则的原因， 很少需要用户动手配置， 能显著改善用
户的使用感受。

“我们想凭借我们的技术实力去改变国内网络
不安全的现状， 想要为网络安全真正做点事。” 在创
新过程中， 陈宇森和他的同事们遇到不少难题。 有
技术难题也有非技术难题。

经过深入地思考和讨论， 陈宇森带着职工开始
做市场活动， 通过市场活动传播他们的技术和经营
理念， 让大家知道他们。 等到大家对他们的产品有
了初步印象之后， 再通过安全服务以及有价值的报
告， 让潜在客户看到他们的技术实力。

“现在， 已经有好几家大企业愿意与我们一同
测试、 提高我们的产品了。 我们的产品也正式进入
内测阶段。” 陈宇森诚恳地说， 技术创新很重要， 但
是市场活力也非常重要。 “现在已经不是酒香不怕
巷子深的时代了。 想让酒好卖， 要把酒做得香， 也
要让酒香飘得远。” 虽然是技术出身， 但现在的陈宇
森却是技术对接、 市场销售样样精通。

“第一次见客户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 不知道
如何与客户交流。 站在客户的办公楼下徘徊了半小
时愣是不敢上去， 后来咬牙走上去。 先从技术角度
向客户说明了我们的服务和产品， 再从客户的问题
中出发， 与客户交流。 好在最终还是与客户达成了
合作。” 陈宇森开心地说， “现在， 我们已经有近百
家客户， 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一路走过来， 陈宇森和他的团队不断创新， 用
智慧为网络安全创造了一个坚强的盾牌。 其中有艰
辛、 有困惑 ， 但是更多的是创新成功之后的幸福 ，
“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浇灌出幸福之花。”

在技术中品味
创新的醇香

肖双全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二部职工

新工法保百年品质
少拿钱也高兴

宁愿多砸一二百万在工程上， 自己少拿一些钱，
也要保证工程质量。 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二部肖双
全创新工作室的成员们， 每修建一个地铁工程， 都
是这样做的。 他们使用的混凝土浆液浇灌方法， 保
证了地铁车站和区间在运营中完全不漏水， 减少了
后期维修的时间和化学注浆对环境带来的伤害。

“所谓漏水， 并不是想像中的下雨漏水， 不下雨
就不漏。” 有过多条地铁建设经验的肖双全说： “因
为地层结构的特性， 水是从地下不断渗入的。 因为
地层本身就带有水份。”

地铁在建过程中， 地层会不断有水涌出， 要不
断进行降水， 才能保证施工进行。 在结构完工后 ，
还是不断有水涌出、 浸泡。 这时候就要对施工工艺
进行严格控制， 对空间结构进行防水措施。 但是 ，
目前国内使用的防水产品， 并不能实现100%封闭。

从地铁10号线纪家庙站的工程开始， 肖双全的
团队就开始使用这一方法。 这也是从之前的工作中
得出的经验。 最早， 地铁10号线农展馆站两个区间
施工时， 因为工期太紧， 肖双全创新工作室仅对其
中一段区间进行了混凝土注浆， 另一段区间来不及
使用这一方法。 此后， 没有注浆的隧道时不时会出
现渗漏水的现象， 经常需要去维修堵漏。

“使用这种方法， 浆液会顺着防水堵不到的缝
隙流淌， 以此把水线堵住。 这种方法是注一段、 停
一段进行观察， 发现这段不漏了， 再对下一段进行
注浆， 保证全程的密闭性。” 肖双全说。

当时， 创新工作室在讨论防渗水方法时， 肖双
全提出了这个意见。 虽然方法的效果好， 但也有个
问题， 就是需要耗费巨资。 一般一个车站就要砸进
一二百万元， 这意味着每个参与工程的成员都要少
一份收入。 也正是因此， 许多施工单位不愿意在前
期进行注浆， 宁愿在后期使用可以快速干透的化学
浆液。 不但成本低， 而且有些时候因为人员变动 ，
可能维修工作就不由自己负责了。

但是考虑到地铁运营安全、 可行性和工程质量
后， 肖双全和他的团队成员， 还是全票通过这一方
法， 并着手讨论细节。 10号线纪家庙车站、 8号线育
知路车站以及西郊线香山所有的地下段， 全部使用
了这一方法。 在即将正式入场开工的房山线北沿工
程中， 也将使用这一方法。

除此之外， 创新工作室的创新工法和所取得
的经济效益还有很多 。 不过宗旨都围绕 “过硬的
工程质量”。

“国外有百年优质的工程， 国内也可以有！ 哪
怕只是一个小的项目， 我们也要按重点工程的标准
去做， 为此我们少拿钱也高兴。” 肖双全说。

干兽医出身的赵海明现在是密云区农业局畜牧
技术推广站的一名普通职工。 长期跟农村养殖户打
交道的他， 看起来十分朴实。 说起技术创新， 赵海
明感慨地说， “但凡是创新成果， 只要没有运用到
实际生产当中， 就全都是纸上谈兵。 只有将创新成
果运用到生产实际当中来， 它才有价值。”

赵海明每天干的就是这种有价值的事情， 他把
畜牧生产中的新技术， 推广给老百姓， 让生产一线
的老百姓得到实惠， 是他最幸福的事情。

就拿 “奶牛产后保健的瘤胃补液技术 ” 来说 ，
该技术是围绕产后奶牛容易发生的代谢疾病低血钙
症引起的真胃移动、 乳房水肿、 乳房炎、 产后奶牛
瘫痪、 胎衣不下和酮病， 针对奶牛产后生理变化特
点和糖代谢的生理， 进行产后补充电解质、 维生素、
钙磷、 镁、 葡萄糖和丙二醇等营养物质， 提升血钙
和血糖水平， 预防低血钙和亚临床酮病的发生， 促
进母牛体质迅速恢复， 提升产奶水平。 “其实， 从
技术角度上来说， 这项创新成果并没有多复杂， 只
是帮助奶牛做好 ‘月子’ 而已。” 赵海明笑着说， 可
就是这么简单的技术， 起初也没有完全得到老百姓
的认可。

赵海明回忆， 当他拿着新技术到养殖户家介绍
说明的时候， 很多养殖户都不屑一顾， “他们不希
望打破原有的养殖程序， 担心可能出现的风险。” 对
此， 赵海明也非常理解， “但新技术为生产带来的
新发展， 也需要让养殖户们了解。”

于是， 常常下乡走访农户， 成了赵海明又一项
重要工作。 现如今， 密云区共有28个奶牛养殖户 ，
共计1.9万到2万头奶牛， 赵海明几乎熟悉每一个奶
牛养殖户。 随着走访的深入 ， 很多养殖户也逐渐
开 始 信 任 赵 海 明 和 他 带 来 的 新 技 术 ， “今 年 ，
奶牛产后保健的瘤胃补液技术已经在 8个养牛场
得到了广泛应用。 奶牛产后因低血钙、 酮病淘汰的
牛降低了3-5%。 这绝对算的上是个可喜的成绩 。”
赵海明笑着说。

在赵海明看来， 推广新技术， 跟研发新技术一
样， 都是将创新的价值最大化。 去年， 赵海明参与
了 “日粮中添加延胡索酸对奶牛甲烷产量影响” 的
课题研究， 这是与北京奶牛创新团队合作的一个项
目， 因为赵海明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 所以他全程
参与实验调研。

现如今， 赵海明带着新技术到养殖户家总能得
到认可与信任， 而他也没有辜负农民的信任， 将创
新成果完美地转化成了生产力， 变成了老百姓最实
惠的经济收入。 在赵海明眼里， 找到幸福并不那么
难， 而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价值： 技术转化为生产
力， 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脸上笑容多起来， 这就是
赵海明最幸福的事。

赵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