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粘胶 、 刮胶 、 修改 、 调整
……16年如一日， 身为半导体行
业粘接工人的张海兴每天干着重
复的工作。 但他很庆幸自己找到
了想用一辈子钻研的事业， 这份
专注不但让他在第三代半导体行
业扎根， 还用自己的所学所能，
为解决芯片 “卡脖子” 的问题尽
自己的绵薄之力。

“芯之痛”， 是萦绕于不少
人心头的疙瘩 ， 而第三代半导
体， 被认为是 “弯道超车” 的机
会。 2007年， 国内第三代半导体
还处于起步阶段， 再加上国外的
垄断和技术封锁， 无从借鉴和学
习， 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和研发。
当年， 张海兴来到北京天科合达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他遇到的
第一个挑战就是， 如何才能顺利
地从2英寸导电型碳化硅粘接过
度到4英寸粘接。

据悉， 籽晶粘接是导电晶体
生产工艺的核心 ， 籽晶粘接不

好， 晶体就生长不好。 粘接技艺
是一项精细手工技艺， 对胶量的
精准控制、 刮胶刀的角度、 刮胶
过程中手的稳定性……都是影响

粘接成果的重要因素。
“你粘得好不一定成功， 但

是你要是粘不好， 那后面肯定是
失败的。 没有别的办法， 就只能

一遍遍练 ， 练到有肌肉记忆 。”
张海兴说， 当时他把可能遇到的
问题全部列举出来， 逐个解决。
例如， 尺寸大烧结不易排气， 粘
接胶量和刮胶手法要改进， 控制
温湿度， 严格筛查石墨纸瑕疵，
更改烧结加力板重量和工装尺寸
以及烧结温度等等。

最终， 通过与工程师不断探
讨和大量验证后， 张海兴摸索出
一套适合4英寸批量生产并且稳
定的粘接工艺。 同时， 该公司也
历史性地突破了首个大尺寸低缺
陷4英寸导电晶体 。 该晶体成功
在国际展台展出， 为后面加速产
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英寸导电型碳化硅批量生
产后， 天科公司又开始了新的大
尺寸6英寸导电型碳化硅的研发
工作， 张海兴负责的粘接任务也
随之加重———不光要稳定提供4
英寸粘接数量， 还要加快6英寸
粘接研发进度。 当然， 尺寸越大

制备难度越高， 6英寸导电型碳
化硅的粘接难度又上了一个台
阶。

为此， 天科公司专门设立了
6英寸导电型碳化硅粘接项目 ，
张海兴和同事日以继夜不断探
讨 、 摸索并做了大量的实验验
证，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自
主研发出了第一代6英寸导电型
碳化硅真空烧结炉； 粘接工艺也
从以前一体式粘接改为了分体粘
接， 并且有了一套相对成熟而且
较为稳定的粘接工艺。

如今， 天科合达在半导体行
业排在了全球第四。 2020年8英
寸导电型碳化硅的研发工作正式
启动， 截至2022年已经可以小规
模生产研究级碳化硅晶片， 不久
的将来很快迎来量产。 张海兴愿
意接受越来越艰巨的挑战 ， 他
说：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能把
一件事做好， 做精， 也就有了价
值。”

在电子设备大行其道的时
代， 手写板书还有人气吗？ 北京
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青
年教师李露给出了答案， 从教5
年的她坚持每堂课提前到场绘制
精美板书， 被学生誉为板书 “女
神”。

让课堂教学妙趣横生

李露是北建大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风景园林系副教授， 2017
年初进入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
科研工作， 并承担了风景园林专
业本科生教学工作。 作为一名青
年教师， 她擅长紧扣时事热点，
精心设计妙趣横生的课堂 ： 用
《鼹鼠的故事》 讲解土方平衡知
识； 把贺岁剧票房黑马和甲方的
喜好要求相联系， 自编自导情景
剧； 师生共坐紫藤花架下， 一边
品茗一边讲评图纸……

李露在课堂上不仅仅传授教
学知识 ， 还进一步融入思政元
素， 讲述家国情怀。 当设计课遇
上妇女节， 她会跟学生们讨论女
性风景园林师的优劣势， 呼吁社
会给予女设计师更多重视和关
爱 ； 2019年建筑大师贝聿铭去
世 ， 她讲述起贝先生的故乡情
思；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转
为在线教学， 她分享武汉花木公
司景观设计项目组在火神山医
院奋战的故事 ， 将风景园林人
的大爱传递给学生； 当2022年新
学期遇上北京冬奥会， 她讲起冰
墩墩和它背后的设计团队， 让学
生明白设计师只有做到 “眼眶
高、 姿态低” 才能设计出优秀作
品……

坚持手写板书授课

李露有一门独家法宝———手
写板书。 在多媒体手段盛行的信
息化时代， 粉笔和黑板往往被老
师们冷落， 她却让板书成为课堂
上靓丽的风景线。 从设计课到讲
授课， 从小讲座到大汇报， 有她
在场的地方， 一定会有应景漂亮
的 “定制” 板书。 “我每节课都
会提前20分钟到教室， 把核心内
容编成一份图文并茂的 ‘黑板
报’， 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出来，

从第一天上讲台开始， 至今已坚
持5年了。” 她对此倍感骄傲。

“板书不仅能让学生一目了
然地知晓课程内容梗概， 还能赋
予上课满满的仪式感和角色带入
感， 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秉
持这样的理念， 李露对板书情有
独钟。 而这样一笔一划的心意，
确实让学生们印象深刻———不仅
在课上认真听讲， 还吸引很多学
生课后拍照留念。

“您的课太有意思了， 我和
同学们都好喜欢您！” 园林181班
学生刘宇彤对李露赞不绝口 。

“李老师的课给我们带来的感受
是前所未有的， 不舍得打瞌睡，
太精彩了！” 园林151班张超逸在
结课感言中如此写道。

李露还有一个妙招———手抄
报。 自从2017年担任园林171班
班主任后， 她把这项技能运用到
带班实践中， 收效明显。 在学风
建设主题班会上， 她的 “游·学、
宅·学、 传·学” 手抄报， 生动总
结了学生们丰富的假期生活， 鼓
励学生在新学期树立新目标； 居
家上网课的时候 ， 她为 “过年
好” 三个字配上喜庆的中国结和

大红灯笼， 隔屏送出暖暖的新春
祝福； 重返校园的第一次班会，
她制作了 “战疫行、 同心行、 共
学行” 主题小报， 称赞学生们积
极战疫的使命担当， 呼吁大家齐
心协力、 共赴前程……各式别出
心裁的手抄报， 为班级增添了几
许趣味， 增进了几许情谊。

做学生的知心姐姐

当然， 李露带班可不是只会
琢磨手抄报， 她在第一次师生见
面会上就向大家许诺 “不要怕麻
烦， 你们遇到什么难题都可以联
系我”。 她跟学生经常沟通， 学
生遇到心结 ， 她会变身知心姐
姐， 为每个人提出不同的解决方
案。 平日里班级各种重要活动，
总能找到她的身影， 学院迎新晚
会最后一次彩排， 大学第一个设
计专用周， 她拎着零食来为学生
鼓劲。 寒假前夕， 她为每个学生
手写贺卡； 年底考研前夕， 在校
备战的学生被拉进 “加油一点
点” 微信群， 一小时后就收到她
亲手递上的暖心奶茶……

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园林
171班多次被评为优良学风班 、
优秀团支部和优秀班集体， 班里
同学以小组为单位获得艾景奖、
风景园林教育大会学生竞赛等多
个专业竞赛的奖项； 多人获得优
秀团干部、 学业奖学金、 保研资
格等荣誉和奖励。

三尺讲台守正为师初心， 一
支粉笔书写芳华人生。 这就是李
露， 一个愿意精心绘制板书和手
抄报的教师， 每件作品都深藏着
她对教育事业的用心和热忱。

———记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青年教师李露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任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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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16年如一日攻坚半导体技术
———记北京天科合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晶体生长籽晶粘接组组长、高级技师张海兴

校园里的手写板书“女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