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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扎根杏坛70载，写下了
400万多字的论文专著，上了近2000
节的公开课，提出一系列教育理念，
推进一整套教学改革，培育桃李无数
……在中国当代教育尤其是基础教
育界，于漪的名字闪动着耀眼的光
辉。10月12日上午，“致敬先锋模
范 培育时代新人”人民教育家于漪
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举行。

本次事迹报告会是上海市教育
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功勋模范忠
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的重要举
措。报告会上，于漪老师工作单位代
表、学生代表、亲属代表和社会媒体
代表等5位报告人，从不同角度讲述
了于漪老师教书育人、推进语文教育
教学改革、培育青年教师和保持朴实
本色的动人故事。

每一堂课用生命在实践
1951年，本科毕业的于漪进入

上海第二师范学校（1997年转制为
上海市杨浦区高级中学）当老师，至
今仍是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她从1951年起一直在这里工
作，她在任何场合都先说‘我是来自
上海杨浦高级中学的于漪’。”杨浦高
级中学校长向玉青说，作为人民教
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于漪老师经
常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
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今日
的教育质量，就是明日的国民素质”。

于漪有一句名言，叫做“一辈子
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她的公
开课多达2000堂，其中近50堂公开
课已成为教师教学研究和培训的经
典。向玉青说，于漪老师上每一堂课
是“用生命在歌唱，用生命在实践”，

“她说‘教师的生命在学生身上延续，
教师的价值在学生身上体现’，‘三尺
讲台，是我一辈子钟情的地方，我的
崇高信念是做一个合格的中学教
师’。”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漪一
直致力于青年教师的培养。仅杨高
语文组，她就培养了三代共6位特级
教师。

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基
杨浦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

局局长、区离退休干部党工委书记卜
健是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复校后的
第一批学生。1984年秋，她考入二
师时，于漪是校长。毕业后，卜健留
校担任团委书记，又与于漪共事了
11年。

卜健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中
期，二师推行准军事化管理，要求统
一穿校服。“穿校服在今天已成为共
识，但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当
时，二师女生占了80%以上，当得知
学校将要求统一穿校服时，不少同学
有抵触情绪。

“于老师知道后，笑着对我们说：
‘我知道你们爱漂亮，学校已经决定
了，让你们参与校服的设计。’这下，
同学们来劲了，一起参与设计、比选、
决策，最后当我们拿到校服时，都很

兴奋。因为校服的式样满足了同学
们对美的追求，稳重大方，又富有时
代性。”卜健说，当时二师学生穿校
服、戴校徽结伴出行就是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赢得了不少回头率，“校服的
着装，让我们更加自警自律，增强了
我们对学校、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
归属感与自豪感。”

以专业塑造青年教师的自信
特级教师、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

谭轶斌是于漪的弟子，1992年，谭轶
斌来到第二师范学校做老师，于漪是
校长。在谭轶斌的印象中，于漪的身
影常常出现在青年教师的课堂，“于
老师说，青年教师的培养是学校重中
之重的大事，带青年教师是她教学实
践的重要内容。”

有一年，于漪和美国密歇根州立
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开
展青年教师职初培养的课题研究，这
样的跨国课题研究在当时基础教育
界是开先河的。谭轶斌和其他几名
青年教师成为了研究对象。每天要
写日志，每周要写周记，每两周要接
受专家录音访谈，每个月要拍摄录像
课……“有时真想退出，但每当我想
偷懒时，总有于老师鼓励的话语鞭策
着我：‘我当年都是把教案一字一句
背下来的’。”

谭轶斌说，那时，于老师经常来
听她的课，并参加评课活动。“于老师
的评课就像‘点金术’，每一次都在我
止步的地方给出一块块指示牌。就
在一次次的‘下笨劲搓磨’中，我慢慢
领悟到，母语学习，从来就是一个民
族对其后代的精神哺育。”

谭轶斌认为，于漪以自己的专业
自信塑造着青年教师的专业自信，以
自己的师者情怀激荡着青年教师的
师者情怀，“她谦虚地说自己是一块
垫脚石，其实，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

教师的智慧要像泉水般喷涌
在孙女黄音儿时的记忆里，奶奶

于漪烧得一手好菜，写得一手好字。
每到年初二，家里挤满了来看奶奶的
学生，她都会烧一大锅汤和甜点招待
大家。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黄音从小就立
志成为一名教师，“家庭教育、特别是
奶奶对我影响是最深刻的，她润物无
声，教会我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为
师之道。”黄音说。

2012年，黄音陪同奶奶回到她
的母校镇江中学参加校庆。“奶奶在
校门口伫立许久，看着母校校训‘一
切为民族’，她告诉我，母校的校训是
精神的坐标，人生的基点，是铸造师
魂的基因。她说，国家建设需要早出
人才、多出人才，再穷再难也不能耽
误孩子的成长。我想，这种家国情
怀，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奶奶的血脉和
心灵深处。”

生活中，黄音和于漪不仅是普通
的祖孙两代，更是两代教师。“奶奶身
上有许多品格非常打动我。她总说，
做一名教师，智慧要像泉水一般喷涌
而出，必须好学深思，身上印刻时代
的年轮。”

突破
走进业内研究的“无人区”

“梯度功率放大器（GPA）、射频功
率放大器（RFPA），前者被称为磁共振
系统的‘发动机’，后者则是‘雷达’。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到了国际最先
进的水平。从参数上看，我们产品的
马力最大、稳定性也最强。”褚旭团队
在介绍自己的研发项目时，充满着深
深的自豪感。

2011年，高端医疗设备企业“联
影”的初创团队来到上海，扎根嘉定。
8年的时间里，联影的子公司和研发中
心遍及全球，60多款国产系统和软件
产品获得了国际高端市场的认可。

巨大成功的背后，是一支支强大
的研发团队。如今的联影拥有一支
世界级人才团队，包括140余位海归
科学家，500余位深具行业研发及管
理经验的专业人士。目前，联影人才
梯队总数达4000多人，其中40%以上
为研发人员。经过多年努力，联影的
研发团队将“卡脖子”的核心技术牢
牢地握在自己手中。

褚旭博士和他的团队便是其中
之一，他们都来自国内重点大学，拥
有硕士以上学历。在磁共振领域，他
们走进了业内研究领域的“无人区”。

一台PET/MR整机之中包含着21
个子系统和核心部件以及9500种25
万个材料和元器件，内部非常复杂。
而GPA与RFPA可以分别被称为磁共
振系统的“发动机”与“雷达”。

“这样的核心部件在世界范围只
有不到五家厂家能做到自主研发，如
果我们不能自研，就可能在这一领域
被“卡脖子”。”在外企工作多年的褚
旭，来联影工作就是出于自己科技报
国的初心。当时，听说国内有一家全
新的企业要搞自主核心技术研发，褚
旭的心被打动了。“不山寨，联影要改
变国产医疗产品落后国外的现状”，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他的斗志。

坚持
从零开始把细节做到极致

但是，创新之路并非一路平坦。
在褚旭的团队中，研发人员来自电气

工程、射频等多个领域，但谁都没有
海外留学的经验，要搞核心技术的自
主研发，得一切从零开始。他们有过
胜利的喜悦和狂欢，也遇到过瓶颈和
绝望。

曾经，研发团队因为一个开关器
件在长期使用中存在误触发的可能
性，为了彻底消除这个可靠性的风
险，必须增加一块芯片的厚度，几毫
米的改动，必须推翻整个结构设计重
新来过。从零开始的自主研发是无
经验可循，无法也不能“山寨”的，只
有一点点去摸索。缺乏经验，又因为
系统极端的复杂性，研发的道路就是
走一个巨大的迷宫。“柳暗花明又一
村”这样美好的情景偶尔会出现，但
大部分时间，走到迷宫的尽头，才发
现不是出口，真实感受其实是，“爱到
尽头，覆水难收。”

在团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1-
9定律”——用10%的时间完成90%的
工作，再用90%的精力重点攻关剩下
的10%，把细节做到极致。

挑战
通过团队合作迎接竞争

如今，褚旭团队的研发人员已有
80多人，多位海外行业专家，90%以
上都有硕士学位，其中20%以上都是
博士，平均年龄大概是31岁。

“我们的团队，多数成员其实都
是从应届生培养的。”褚旭说，应届生
培养，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认可。要
出成果，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课
题，要有价值和挑战性。对于研发人
员而言，如果一开始就是从零开始，
从核心做起，那么他受到的锻炼和做
重复性的工作是完全没有办法比拟
的。在国外成熟的企业里，做核心事
物的人常常都是工作二三十年的资
深人员，但是联影给予应届生机会接
触这些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公司为
此付出的代价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和
钱，但是好处是团队一旦建立起来竞
争力会非常强大。

成员们说，感谢这样的团队，才
能将每一个设备的研发创新，力争做
到极致，把“中国创造”永远刻在高端
医疗领域的顶端。

联影医疗技术集团创新团队成员正在办公室“头脑风暴”。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沪上医疗设备企业实现磁共振系统核心部件100%自主研发

“中国创造”登上医疗领域顶端
在联影医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褚旭博士带领这支创新团队成功实现

MR梯度功率放大器、射频功率放大器等高端医疗设备系列核心部件的研
发。这标志联影磁共振系统核心部件实现100%自主研发，真正填补国内
空白，打破跨国公司在该领域长达30多年“一统天下”的局面，且在产品性
能上整体达到国际先进，部分指标国际领先的水平。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5位报告人从不同角度讲述
于漪老师教书育人的动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