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2017年 3月 31日3

编者按：去年岁末，学校授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孙端君、公共管理学院张涌
凯、海洋学院“蓝色梦想”海洋科考团队、化学化工学院谢加坚、计算机与电子信息
学院陈肇炫、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纳赛科技团队、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蔡尚斌、数学
与信息科学学院冉启斌、校团委“瑶篮”团队、林学院梁国聪等 10人（团队）2016年
度“感动西大学生年度人物”荣誉称号。砥砺奋进，青年担纲，他们在细碎的时光中
守护责任使命，以果敢的意志征战梦想旅程，用稳打实干书写青春无悔。为传递身边
的感动，弘扬榜样的力量，本报分两期对这 10人（团队）进行采访报道。

纳赛科技团队：创新创业的脚步永不停歇

“当时（2016
年 8月）应邀参
加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颁奖
仪式（第十届中
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奖颁奖大会），
得到国务院副总
理刘延东、国家
副主席李源潮等
领导颁奖，感觉
很神圣，我为我
们团队感到无比
自豪”，纳赛科技
团队赴京领奖代
表、博士研究生
刘秀宇高兴地说道。那一届科技创新奖，纳赛科技团队被授予 2015年度大学生“小
平科技创新团队”荣誉称号，成为全国获此殊荣的 50个团队之一，也是广西唯一的
入选团队。

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纳赛科技团队始建于 2011年 10月，在该学院教师宋雪
萍、聂双喜、覃程荣和唐旭彬指导下，主要由 12名不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
生和本科生自主组建而成，以大学生科研创新为主要目的，秉承“科技改变生活，创
新改变命运”的信念，在科研道路上积极探索，荣获“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铜奖等奖项，先后在多种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20多篇（其中 1区 6篇），申请
发明专利 17项（已授权专利 10项）。

科研难，敢于创新
纳赛团队目前的主攻方向是利用复合纳米纤维素材料生产新型的柔性屏幕基

材。传统的柔性屏幕基材存在对水蒸气和氧气阻隔性差、表面粗糙度大、透光性差、
热膨胀系数过大和不可回收性等缺点，而纳赛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型的“纳赛”柔性
屏幕基材具有优良的灵敏度、光透性、热和尺寸稳定性、弯曲柔韧性以及良好的生物
降解性，适应于社会发展、市场需求和环保要求。

一项技术的创新，必经千万次的探索，科技创新之路并非如此简单。团队主要负
责人、博士研究生姜言说，“做项目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呆十几个小时以上，
连午餐都在旁边的工作室里解决，老师时常陪着我们一起。遇到实验不理想的情况
则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导老师严格要求、悉心指
导，团队成员扎实肯干、密切配合，使团队在创新道路上无畏前行。

实验困难，经费紧张，还要兼顾学习和生活，但团队成员从没想过要放弃。经过
多次试验对比，他们最后采用机械法均质化制备纳米纤维素，并在制备前对纤维原
料进行一定的生物预处理，使均质化过程更加节能，使制备方法更加绿色环保。“这
个方法以前也有，但不成熟，我们查了很多资料，中间也出了不少问题，花了两年时
间才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在全国来说，这个方法也是很先进的。老师给我们很多帮
助，门口的那台机器就是老师从国外引进来的，在国内也就仅有一两台这个规格的
机器。”

在前人的基础上，纳赛团队探索出绿色环保、产率稳定在 86%以上（传统机械方
法制备纳米纤维素得率为 35%左右）的纳米纤维素制备方法，这种方法很好地契合
了绿色化学理念。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采用复合纳米纤维素制备柔性屏幕基材研
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创业难，勇于实践
科研成果上的成功激发了纳赛团队更加强烈的探索欲望，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进

行产业化实践应用，已经成为他们心中迫切的愿望。2016年 5月，他们想创立公司，
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

项目实施前期，团队没有任何经济支持，所有费用都来自于指导老师的科研经
费。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乘坐火车硬座去做市场调研，去拜访相关的企业，有时一趟
调研就要在火车上消耗几十个小时。姜言说，“老师也帮助我们联系一些企业，但有
时仍会碰壁，团队里负责拜访企业的成员很辛苦，回来还要整理文献、修订实验方
案、做实验研究等，创业计划书也是反复修改”。“我们参加创新创业比赛的目的之
一也是为了宣传项目。项目经费挺紧张的，有时候一个设备的零件就要好几万元，我
们参加创新创业比赛获得的奖金全部都用于实验”。

产品不仅要以科技创新为基础，而且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纳赛团队成员一直
积极地调研市场，了解市场需求，向厂家宣传自己的产品。目前公司还处于初期阶
段，大家都想着运营好公司，并把产品做得更好。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在颁奖大会上寄语所期望的那样，纳赛科技团队
心怀远大志向，积极投身创新实践，为科技强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蔡尚斌：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蔡
尚斌至今仍记得两年前第十五
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上，
自己代表广西大学出战 200 米
蛙泳项目并一举夺冠后，站上
领奖台时的感觉，“那一瞬间有
一种强烈的满足感，觉得自己
一整年的付出没有白费。”

把游泳当成一种爱好
与从小接受专业训练的游

泳运动员不同，蔡尚斌 12岁学
习游泳，14 岁才首次接触游泳
训练，在上大学前，他所接受训
练的时间不过 4个月。蔡尚斌把游泳当成一种爱好去经营，“在水里，会觉得自己像
鱼一样自由自在，水可以把陆地上的一切隔绝了，仿佛烦恼也随之消失。”

上大学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西校园游泳池遇到了正在训练的校游泳队，
萌生了要加入校队的想法。尽管蔡尚斌知道当时自己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凭着对
游泳的喜爱，经再三犹豫，他还是鼓起勇气向教练毛遂自荐，提出想跟校队训练的想
法。经考核，蔡尚斌成为校游泳队的预备成员。入队之时，他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将
自己的水平提升至正式队员的标准。

站上全国赛事跳台
当爱好变成目标，冲劲有了，痛苦也随之而来。进入校队之后，蔡尚斌每日的训

练量骤然提升至四千米，每天要一口气在泳池里游 16个来回，这比他之前的训练量
多了一倍。刚开始时他觉得很痛苦，超负荷训练使乳酸堆积过多，他身体的肌肉常是
僵硬的。训练得晕头转向之时，他只能下意识地不停划水、打腿、换气，每日训练都是
靠毅力在支撑。

有目标就有动力。蔡尚斌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到泳池加
练，到田径场跑步增强体能，他还找了许多关于游泳的书籍和视频，研究别人的游泳
技巧。每天训练时，他都积极向教练和队友请教。在泳池中，每当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就在心里不断暗示自己“再游一些就能碰到池壁了”“再游两圈就完成任务了”。半
年下来，他渐渐能坚持到一口气游三千米；一年后，他终于可以游完教练所布置的每

日训练计划。之后，他和校队 10名成员一起获得参加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的资
格。

2015年 11月 5日，蔡尚斌终于站上全国赛事的跳台，检验自己一年多来的训练
效果。哨声响起，他猛地扎进水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用尽全力向前游！游到最后一
圈时，他趁换气往跳台方向看去，看到自己的裁判员已经站起来了，而左右几道选手
的裁判员都还没站起来，裁判员站起来意味着该赛道选手即将到达终点，他心想“快
了，快到了”，最后 10米，他用尽全身力气加速冲刺，触壁定音，赢啦！蔡尚斌夺得了
冠军，并创下该项目的全国纪录，获得“优秀运动员”的荣誉称号。

之后，他继续在各种游泳比赛中挑战自我，获全国冬泳锦标赛 50蛙第六名、100
蛙第五名，获广西全民健身游泳比赛“蛙王”称号。在广西全民健身游泳联赛上，个
人获得“年度总分第一名”，夺得 16个项目奖牌；作为广西大学游泳队队长率领校
队获得“优秀团队奖”“团体总分第二名”。

竞技精神贯穿大学生活
对蔡尚斌而言，每次训练都是“生死较量”，在水里，不动则沉，所以他逼着自己

不断勇往直前，而这样的竞技精神也贯穿了他的整个大学生活。
他不曾因为严苛的训练而放松学业。校队日常训练时间是每天下午五至七时，

每天下了课，他立刻背起书包直奔泳池，一个半小时的训练后只有 20分钟的吃饭时
间，饭后又立即赶往晚课的教室。为抵抗剧烈运动后的疲惫感，他严格要求自己坐在
教室前排，在老师的监督下打起精神听课。为弥补因训练而减少的学习时间，他还坚
持每天早晨 6点起床，提前去学习。两年来，他成绩优异，综测排名专业第一，多次获
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和优秀奖学金。

与此同时，蔡尚斌还热爱科研。科学研究与竞技体育一样，都要求争分夺秒，很
多时候他只能在晚上或课后才能有时间到实验室做实验，时而需要做到凌晨两三
点。尽管节奏紧凑，蔡尚斌却很满足于这样的生活状态，他说，学习和游泳，一个是脑
力活一个是体力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一张一弛的生活反而能让自己不断前
行。

在充分享受游泳带来的快乐的同时，蔡尚斌决心要让更多人感受到游泳的乐
趣。他是福建人，家乡是个临海的小镇，夏天炎热的时候许多人喜欢到附近的海里游
泳，中小学生溺水事故频发。在 2010-2016年间的每年暑假，他都坚持与当地中学老
师一同开展关于游泳培训及救生教育的公益活动。7年来，他一共参与开展了上百期
公益培训班，共培训了 3000多名青少年，使当地溺水事故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蔡尚斌很喜欢一句话：“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立足于高山之巅，才能视野
开阔，立志高远，心怀天下；潜行于深海之底，才能容纳百川，潜心修行，脚踏实地。蔡
尚斌说，自己所做的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只是因为长时间的坚持，才有机会攀到了
高峰，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大学如同大海，勇敢向前探索，他期待会有更多的收获。

冉启斌：挑战自我，不忘初心

冉启斌，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管理科学专
业 2013级学生，以历年加权平均分排名专业第
一的优异成绩获保研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本科期间，他不仅在学业上成绩优异，而且
积极参加各类竞赛，获国家励志奖学金、自治区
政府奖学金、5次广西大学优秀奖学金、晨光奖
学金、黄奕聪奖学金、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国际
竞赛二等奖等荣誉。他说，学习、公益实践、社团
活动、外出兼职，构成了他对大学生活最深刻的
记忆。

难堪中成长，过程中收获
谈及大学以来自身最大的变化，冉启斌认

为是开朗和自信了许多。他将这一个过程总结
为：“在很多的难堪中成长了自己”。性格内向
是他最大的弱点，上课回答问题或当众发言都
会让他感到难堪而脸红。他说最难忘的是大一
时主动报名参加学院主办的一次演讲比赛。赛
前花很多时间背讲稿，上台前还在反复练习，但上台后仍是不敢抬头面向观众，甚至
因为紧张忘记了演讲内容，于是只好把讲稿拿出来照着念。比赛结果虽然不尽人意，
过程却让他成长和收获良多，发现在众人面前表达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他笑着说道，“还有，第一次在部门例会上发言时，因为紧张用了家乡话，改了几
次还是没改过来，引得大家大笑。”此后，他刻意练习普通话发音和当众表达能力。大
一时，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逼着自己去跟别人交流，慢慢从被动交流变成主动交
流。从小干事到社会实践部部长，到最后成功竞选学院学生会主席，“每一个阶段都
是战胜自我的过程”，他回忆道。

不畏困辛，迎难而上
在冉启斌看来，坚持是做好每件事的关键。他坚持每天早晨 7点起床，熬夜学

习、工作是家常便饭。冉启斌很忙碌，“周末在宿舍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他的舍友
说。每周制定学习计划，把学习时间和工作时间科学划分开来，合理的安排和不懈的
坚持让他学业工作两不误。

还记得组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国际竞赛期间，因是寒假本地队友回家
了，他一人留守宿舍的孤独，以及荣获二等奖后的欣喜。还记得担任学院学生会主席
期间所负责的毕业生晚会策划，他用了五天时间甚至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做出了三
十多页的周密详尽的晚会策划。现在学院学生会策划晚会，仍在沿用“冉启斌版”策
划为基础。

热心公益，自强不息
因家庭经济困难，冉启斌从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资助与关爱，他说要“饮水思

源。”大二时，他组织成立了学院第一个志愿者协会———晨曦志愿者协会，并担任第
一届会长。在组织学院同学参加公益的同时，他个人的公益服务脚步也不停歇。他还
成功申报校级公益项目《夕阳守护之花，关爱独居老人》，并在结题验收中被评为优
秀。

冉启斌还在公益活动期间与一些老人建立起“忘年之交”。“老人们喜欢聊新鲜
的东西，而我们就是让他们和新时代接轨的一个纽带。在聊天中老人感到快乐，我自
己也会感到满足。”连续两年冬至节，他们公益团队都到一对晚年丧子的老人家里度
过，他觉得这可以给老人一点温暖和安慰。

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同时也更多积累工作经验，锻炼强大内心，大学三年多
来，冉启斌坚持兼职各式各样的工作。除了校内勤工助学，只要有空余时间和兼职机
会他都去尝试，家教、发传单、推销产品等工作都做过。他曾同时兼顾三份家教，忙得
不可开交却也享受这种充实的感觉。
“没有本就悲惨的人生，只有轻言放弃的人”。要用满腔热血和努力去溶解残

酷，把艰难险阻化解为前进的动力，这就是冉启斌。

“瑶篮”团队：构筑瑶乡儿女的“摇篮”

在广西大学，提起
研究生支教团可能不
是所有人都了解；提起
“瑶篮”团队，也许有
人不知道；但说起富川
蜜桔义购、暖冬计划，
大家却都不陌生。这些
热点活动的推动者，正
是“瑶篮”团队。
“瑶篮”团队是在

广西大学研究生支教
团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以完成西部计划志愿
服务工作返校读研的
研究生为团队骨干。截

至目前，“瑶篮”团队已将 60600元用于实施瑶乡图书室和心理咨询室建设项目，累
计捐赠图书 6300余册、图书架 20个，建造图书室 4间、心理咨询室 1间，爱心款项
的使用覆盖贺州、百色、河池 3市 8县 10乡 12村，援助乡村小学 12所，直接或间接
帮助留守儿童 3000余名。2016年 12月，由“瑶篮”团队申报的“山礼果‘瑶篮’计
划—让爱回家”项目荣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王万奇同学和刘俊伟同学是“瑶篮”团队的主要负责人，记者走近他们，谈一谈
两年来，“瑶篮”团队如何为瑶乡儿女构筑起一个个真正的“摇篮”。

瑶篮初现：给孩子一个摇篮般的成长环境
2014年本科毕业，王万奇放弃了 10万年薪和直接保研的机会，选择去富川支教

一年。支教快结束时，王万奇苦恼了，“我支教结束离开了，那谁来继续帮助这些孩
子？谁能够带给他们更多关怀？谁把这份爱延续下去？”于是，以接力方式持续开展
支教地志愿服务的“瑶篮”计划开始在他的脑海里萌芽。

返校读研后，王万奇马上把“瑶篮”计划想法付诸实践。在学校团委的大力支持
下，以王万奇和刘俊伟为发起人的“瑶篮”团队诞生了。团队成立后，不仅是富川，都
安、大化、那坡……越来越多的贫困县有了“瑶篮”的足迹，这份缘起富川的支教情，
以更大的热量温暖着更多的瑶乡儿女。

“摇篮是什么呢？婴儿躺在里面，这是他最弱小最需要关怀时的一个庇护场
所。”给贫困儿童营造一个摇篮般舒适的成长环境，是“瑶篮”团队成立的初衷。

瑶篮模式：自救自助自立自强
作为“瑶篮”计划的发起人，王万奇将自己在富川支教时的经验带到了“瑶篮”

团队志愿服务模式中。他口中的“富川模式”是一种更倾向于自救自助、自立自强的
志愿服务模式。

善款，在普世认知里都认为是通过募捐得到的，但是，“瑶篮”团队敢于改变这
种只伸手向别人“要钱”的公益模式，鼓励并支持贫困县自己去“挣钱”。广西是中
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享
有“水果之乡”的美誉。“瑶篮”团队灵机一动，为何不把志愿服务与当地农产品销
售结合起来呢？于是，“山礼果”蜜桔义购走进大众视野，通过销售富川特色农产品
蜜桔筹集公益基金。“爱心果，虽然叫爱心果，但越是爱心果，越要保质保量”，“瑶
篮”团队做了这件事，就要负责到了底。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瑶篮”团队更多的是整合和合理利用社会资源，结合
贫困县当地特色，助力于经济脱贫，更助力于教育扶贫。

瑶篮故事：图书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精准教育扶贫，“瑶篮”团队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力量。在交通和通讯较

为闭塞的大山里，对于孩子们而言，一本好书远比一件漂亮衣服、一双漂亮鞋子要强
得多。

2016年 4月，“瑶篮”团队赴我校驻村第一书记所在的那坡县。在城厢镇百林村
完全小学，团队成员将捐赠图书按年级分好类，给每个班级安置了一个图书架，每个
图书架上放置至少 40本书籍。孩子们每升到新的年级，教室里都会有适合本年级的
书籍供阅读。“这是黑板，这是门，旁边就放着一个‘瑶篮’图书架，多好！”说起这
些，王万奇无比感慨。

下乡对于“瑶篮”团队来说再平常不过，提及大山里恶劣的环境，谈起雨后在泥
地里摔得狼狈的模样，再想起留守儿童渴望的眼神，他们最终的选择都是坚持，再坚
持。
“瑶篮”团队荣获了跟志愿服务相关的诸多荣誉，但他们认为，“获得这些奖，不

是停止做志愿服务的理由，而应当是继续做下去的一种动力”。

梁国聪：“熊猫血”珍稀，助人心更贵

林学院生态学专业 2014级学生梁国聪，从 2016
年 6月份起，三次自费前往柳州市人民医院，为白血
病患者郭志彪捐献 RH阴性 O型血，患者父母为表
感激，带着感谢信从柳州来到南宁，梁国聪的善行也
随之被媒体广泛报道，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熊猫侠”。

善心牵引出缘分
2016年 6月的一个晚上，梁国聪刷着手机看讯

息，突然看到一则求助信息：一名女生称在柳州的哥
哥郭志彪患了急性白血病，急需 RH阴性 O型血即
稀有血型“熊猫血”。梁国聪想到自己恰好正是这种
稀有血型。在证实信息属实后，听到患者家属说郭志
彪情况十分紧急，梁国聪马上订第二天一早的动车奔
赴柳州。从此，他与郭先生一家就开启了一段由善心
牵引出的缘分。

6月 21日，天刚蒙蒙亮，梁国聪就轻轻地起床，穿过静悄悄的西大校园，去往南
宁火车站。直到坐上动车座位，梁国聪还十分困倦，在车上昏昏欲睡。当时的他“什么
也没有想，就是平常地去献血，除了路程比较长。”

当天 9时许，梁国聪在柳州火车站见到了焦急等待着的郭家父母。他马上随他
们前往柳州市人民医院，挽起袖子就捐献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因为那天下午我
还有课，献血结束时已经接近我买的回程票发车时间了”，刚刚献血结束的梁国聪连
午饭都没来得及吃，就匆匆告别郭家父母，坐上了回学校的动车。

在儿子生死未卜时，郭母在微信中对梁国聪这样说，“我儿子身上流着你的血，
你就是我的儿子，不管我儿子将来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作是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为生命本身动容
梁国聪第二次踏上去往柳州的动车是在同年 8月 4日清晨，“几乎都是紧急的

情况，由于临时起意，只能买最早的一班火车，尽快到达医院献血”。这一次，梁国聪
在柳州陪伴着郭志彪度过了三天，鼓励患者积极接受治疗。

在陪伴的日子里，梁国聪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情景，“那是平时我们没有患病
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当他行走在医院里，看到许多因为床位不够而被迫住在走廊上
的病人，人来人往、声音嘈杂中，他从病人的眼中看到了求生的渴望。“他们每天都花
很多钱，在那样差的条件下就像是花钱买罪，但是大家都在那么努力地渴望着生
存。”说到这里，他语气缓慢，神情悲戚。

同年 9月 11日，梁国聪第三次早早地赶到柳州的医院，给患者献完血后又匆匆
赶回学校。

从陕西农村走出来的梁国聪，非常理解郭志彪作为父母的儿子，同时作为一名
新生儿的父亲，“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倒下对家庭和经济将带来多大的困难。三次
赴柳州献血梁国聪都是自掏车费，郭母多次想要给钱梁国聪，让他买点营养品补补
身体，他都拒绝了，梁国聪说，“我是去帮助他们的，最不想看到的是我反而成为他们
的麻烦。”

稀有血型并不特殊
梁国聪认为自己是一个务实的人，“比如说这几次献血，想做就去做了”。在郭

家父母送来感谢信之前，这些事并不周知。后来，媒体报道接踵而至，“想到媒体的报
道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就尽力配合，利用媒体关注度帮郭先生一家寻找血
源、筹集善款。

谈到“英雄”“熊猫侠”，梁国聪没有想过把这些标签贴在自己身上。他认为，如
果拥有稀有血型的人不是他，而是其他同学，他们也会去做同样的举动。“平时大家
都会去献血，并不因为我是稀有血型而有所不同，大家都是在帮助他人。”
据悉，今年 3月 8日，患者已经顺利完成手术，目前情况稳定。梁国聪这样总结九

个月以来为郭先生一家所做的事，就一个字：“值”。
对于梁国聪而言，能够帮助到别人想帮却帮不了的人，是一种幸运。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他的身体里能够流淌着这样的稀有血型，能够因此救回命悬一线的生命，
这让他更加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决心要爱护、锻炼好身体，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苏丽静罗屹钦韦琼芳封小玉覃芳婷）

在感动中积聚正能量
———访 年感动西大学生年度人物（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