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忠：扎根基层为民解忧的学霸书记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
商”， 本应是这名清华博士的归
宿， 但他没有像同学们那样选择
留在安逸的岗位上， 而是选择沉
下身子扎根基层， 将所学知识应
用于基层民生实践， 造福一方水
土。

李建忠自2020年5月任职昌
平区城南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
刚来街道时 ， 周围一片质疑声
音：“这不就是个毛头小子吗？ 小
小岁数哪能干得好。 ”“真浪费学
历，怎么不去搞科研”。 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工作的开展， 周围越
来越多的人竖起了大拇指。

基层干部必须是 “万金油”，
不管什么工作、 什么难题都能合
理安排、 妥善解决。 基层工作事
杂， 基层干部在现阶段面临着条

件艰苦、 情况复杂、 工作难度大
等困难 ， 这位 “85后 ” 学霸书
记， 则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脑
中有数据， 心中有目标， 应对有
策略。

李建忠刚来到街道后， 迅速
对辖区内进行深入走访， 制定了
“百日攻坚计划”。 针对存在问题
制定十大专项活动。 位于交通枢
纽的水屯市场， 多年来一直是昌
平区的“牛皮癣”，百日计划的第
一件大事就是解决这块 “硬骨
头”。他带领街道领导班子及工作
人员统筹谋划，昼夜协调，水屯市
场剩余项目腾退专班工作人员通
过加强安保、防止偷盗等工作，在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稳步推进腾
退拆除工作。 12月中旬， 水屯建
材、家具、水果等市场自主腾退完

成，这块“城市牛皮癣”，也终于退
出了昌平的历史舞台。

“哪儿哪儿都是小房子 ”
“路都没法走了” ……昌盛园社
区在昌平县城是一座建设于上世
纪90年代的开放式社区， 目前有
40栋居民楼， 由于居民楼分属于
21家产权单位， 故而圈出36个独
立小院 。 其中大部分小院无主
管、 无物业， 公共区域常年处于
无人维护修缮的状态， 导致小区
环境脏乱， 四处可见违建， 周围
居民怨声载道。

李建忠通过实地勘察社区了
解情况后， 带领工作人员挨户走
访， 针对居民需求进一步对昌盛
园社区进行了整体规划， 经过多
方协调， 明确了 “昌盛无界， 幸
福共享 ” 的规划主题 。 这次工

作， 让更多人知道了昌平城南街
道有位这样的 “学霸书记”， 辖
区内的数据他可以脱口而出 ：
“这个社区从东走到西580米， 从
南走到北660米， 走一圈下来2.6
公里， 需要走3200步， 共有36个
院子 ， 2341户 。 13号楼共104个
人， 34位老年人。”

“ 我 的 微 信 名 字 是 一 个
‘0’，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 ，
我愿意做所有事情最后那个零。
大家做前面那个 ‘1’， 这样我的
人生才有意义。” 这位青年学霸
书记身穿着花白的衣服， 开胶的
鞋子， 工作到半夜， 交通工具是
公交车 ， 他不讲官场 ， 不摆架
子。 就是这样一个人， 怀揣一团
热火， 学以致用， 真正的做到把
老百姓当家人。

苏中：常怀赤子心 永葆创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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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寸头、 戴着眼镜的小
伙子”， 这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自动化学院院长苏中教授的微信
头像。 虽然年近花甲头发花白，
但他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创新科
研课题层出不穷， 省部级以上奖
项接二连三， 给人留下的印象与
微信头像非常符合 。 先后荣获
“全国优秀教师” “北京市优秀
教师” “第六届北京市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奖” 等荣誉， 2015年被
评为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在简陋环境下做出
最好的产品

进过工厂， 支教过边疆， 苏
中教授走的是一条产学研相结合
的工作道路 。 他的研究方向是
“高动态导航与控制、 智慧感知
技术、 新概念机器人”， 属于国
家高精尖科技领域， 他的科研没
有停留在理论文本中， 而是将一
项项前沿技术投入应用， 把成果
落地变成实际产品， 为国防民用
相关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苏中教授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是高动态惯性传感器。 那是他念
博士研究生时， 发现这个可以获
取导航信息的基础元件国内还没
有 ， 就暗下决心要自己研发出
来。 一遍遍失败， 一遍遍咬牙再
来， 他天天不是泡实验室， 就是
跑图书馆， 眼看毕业时间临近研
究还没有结束， 不服输的他主动
申请延迟毕业一年， 终于在毕业
时做出了正式产品。

在将产品拿给应用部门测试
时， 起初对方并不相信产品的预
期性能指标， 又进行了专门的实
验测试， 结果实测各项数据还超
过了预期性能指标， 同时决定采
用该产品替代国外进口产品。 那
一刻， 他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有人说， 做科研首先要配置
好的实验室， 没有一流的硬件资
源就无法往下进行， 这种观点在
苏中教授身上显然 “失了灵 ”。
1998年他进入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任教时， 办公室不到15平方米，
狭小的空间里摆放着各种资料书
籍和实验设备， 挤得满满当当。
因为房间临近四环主路， 窗户又
不隔音， 办公室里总能传来马路
上的各种噪音。

在这种环境下， 他忽视一切
物质条件的不利影响， 潜心开展
高动态导航技术研究， 小小的办
公室在他的眼里俨然成为兼具多
种功能的实验室。 办公室里没有
条件完成的试验， 他就寻找各种
场地去做。

在一年冬天做一款产品的高
低温试验时 ， 因为没有高低温
箱 ， 办公室也不具备大温差环
境， 他就把样品连同测试设备带
回家， 白天放在南屋窗下， 晚上
挪到北屋窗外， 两边早晚温差近
20度， 可以进行温度特性研究。

白天中午测量还好办， 而晚
上需要在凌晨最冷的3小时内测
量 ， 需要每隔一小时就测量一
次， 他担心自己睡过误事， 专门
上了闹铃， 闹钟一响就像夜猫子
一样蹭地跳起来， 就这样持续了
整整一个冬天， 终于得到了详尽
数据， 温度特性超过用户提出的
指标要求。 和同行交流时， 别人
问 “你这是用什么机器测的 ？”
他答复 “自然温度测的”， 看到
对方惊讶的表情， 他有些小小的
得意。

如今回忆起当年把样品搬来
搬去的场景， 他嘿嘿一笑， “当
时高校的基础科研条件都比较落

后， 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科研设
备的不足， 其实想想还挺有意思
的。 当然现在我们的试验条件已
经‘鸟枪换炮’了，通过高低温箱
就能实现百度差级的温差测试。”

率领团队展开多项
国内首创研究

从零起步， 稳扎稳打， 在学
校的大力支持下， 工作室面积逐
步扩大， 设备陆续添置到位， 苏
中教授于2011年成立北京市职工
创新工作室， 2013年成立高动态
导航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
2014年工作室在学校附近租下
1200平方米科研用地， 为大展拳
脚提供了充足的硬件保障， 如虎
添翼。

他瞄准的是高动态导航技术
研究领域的瓶颈问题， 开展多项
国内首创研究， 设计出一批国防
领域的相关装备， 又解决了一大
批民用方面难题， 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2项， 国防技术发明
一等奖1项， 北京市科学技术二
等奖2项、 三等奖1项， 中国专利
优秀奖1项，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
技进步二等奖2项、 三等奖1项，
第六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奖等诸多荣誉， 并被授予全国优
秀教师、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北
京市教学名师等称号， 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在他的引领下， 团队擅长从
技术原理上展开原创型攻关， 承
接了大量科研课题， 近年来设计
的三梁单岛双晶片加速度计、 高
动态导航IP核、 人员柔性导航定
位框架等高动态导航理论与技术
研究成果， 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工
程实践中。

发生自然灾害道路突然中
断； 暴雨暴雪干扰导航信号， 驾
驶员前方视野模糊不清……针对
无卫星信号、 恶劣天气等盲环境
造 成 的 移 动 载 体 导 航 方 向 迷
失 、 定位失效等难题 ， 他带领
团队提出模型约束下移动载体多
传感器融合导航的参数智能估计
方法， 缺失位置、 姿态匹配量的
移动载体速度匹配智能对准方
法， 以及不确定环境认知等关键
技术， 实现复杂条件下行驶有效
危险预警距离不小于50米， 预警
探测距离不小于5米， 可行驶区
域认知时间比传统方法缩短近10
倍， 完成盲环境下移动载体的智
能导航。 这项成果可应用于机器
人、 辅助驾驶及武器装备方面，
获得2018年北京市科技奖二等奖
和2017年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奖
二等奖。

近三年， 工作室平均为企业
创造经济效益893.67万元， 节约
资金127.6万元 ， 为企业培养技
术人员192人 ， 在推动社会、 行
业和企业的导航制导与控制技术
进步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亦师亦友助团队成
员更好成长

对于所带团队， 苏中教授在
技术上高标准严要求， 有一点瑕
疵都不行， 在彼此相处时却亦师
亦友。 他指导每个刚进工作室的
成员制定职业发展规划， 帮助他
们找准科研方向， 减少走弯路的
时间。 他说 “作为高校老师， 科
研不能光做基础理论， 要围绕国
计民生的实践问题展开， 实验室
出来的东西就能用”， 这句掷地
有声的话语， 刻在每个成员的心
上。

团队成员范军芳申请第一个
国家自然基金时， 把申请材料连
夜发给他批改， 发出邮件时顺手
发了一条通知短信， 完全没留意
当时已是凌晨3时。 听到提示铃
音， 被惊醒的他本能地从床上爬
起查看手机， 再习惯性地打开邮
箱， 开始逐字逐句批改。 事后聊
起此事， 他略带 “委屈” 地 “抱
怨”， “你就不能白天再发短信
吗 ？ ” 范 军 芳 懊 恼 地 拍 拍 头 ，
“当时真是忙晕了！” 两人相视片
刻， 不禁笑了起来。

记者好奇地询问： “为什么
您晚上不关手机？” 苏中教授坦
然回答， “我要求团队成员任何
时候不许关机， 以免项目出了问
题时找不到人， 自己当然也得带
头。”

为团队成员深夜改稿的事不
止一次发生， 无论是职称评审还
是项目申报， 各种材料的总结、
提炼， 大到文章框架， 小到标点
符号， 苏中教授都会给予非常细
致的指导意见。 从2009年起硕士
研究生就跟着他做研究， 如今已
成长为项目负责人和北京市科技
新星的刘宁感慨， 苏教授这代人
基础知识扎实， 文字功底也好，
每个公式和文字都抠得很细， 经
过他的 “金手指” 点拨， 大家的
申请往往都能顺利通过。

已授权46项国家发明专利 ，
如果 “下海” 经商早已是千万富
翁， 但苏中教授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高校当老师搞科研的信念， 他
说 “自己不是经商那块料”， 所
有的兴趣全部留给了一个接一个
的科研项目。 甚至在谈到上世纪
九十年代支教青海长达五年的经
历时， 他的第一反应也不是当地
生活条件艰苦， 而是对当地尊师
重教的工作环境印象深刻， 脱口
而出 “在边疆工作挺过瘾的 ”。
范军芳评价 “苏老师具有他们这
代科学家所共有的家国情怀 ”，
非常中肯。

“有心的话， 生活处处都能
发现科研项目。” 如今， 身担多
职的苏中教授每周的日程表排得
密密麻麻， 脑海中考虑最多的就
是科研、 科研， 思维之敏捷不逊
于小伙子 。 在科研的漫漫征途
上 ， 大步前行的他常怀赤子之
心， 永葆创新之志。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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