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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选择，北京理工大学必须努力实现‘双

一流’！”在 2016年 3月 7日下午的八届二次$代

会、十三届二次工代会暨 2016年学校工作会闭幕

式0，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炜C宗明义。

2015年，面临全面深化高等$(综合改革，

加快推进一流大学建设任务，学校党委审时度势，

深刻认识y：学校要在高等$(新一轮的发展大

潮中抢占先机、赢得时机，就必须U综合改革的思

Z谋划学校的未来发展。由此，学校C展了为期一

年的“综合改革、争创一流”大讨i，并在多4方面

增强了共识。在集聚gh、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

过程中，北京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I条主线脉

络日益清晰，聚焦进一步明确，I既是国R要求、

人民需要，也是北理工的历史NO、责任Lb，更

是所有北理工人的不变初心与梦想所在。

2016年是“十三五”C局a年，也是学校谋篇

布局、改革创新的关键a年，学校于 3月 4日0午
召C了八届二次$代会、十三届二次工代会暨

2016 年学校工作会，大会C幕式0，胡海岩校长

作了r为《精心谋划“十三五”规划，狠抓落实创一

流大学》的工作mn，在b日下午代表团讨i会

0，代表_围绕胡校长mn展C热议，集思广益为

“双一流”出谋划S，议i明达勋闻予选影选圩要选影选圩取选亚贯周洲选圩识拉周响选予闻予予选选圩求
响予闻界拉选贯达贯周

意达败达贯要果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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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在A然科学领域，多数=获诺

贝尔奖的项目都与&器的发明发展有着直接或间

接的关联，I是因为借助于新的检测手段常有E

能观察y全新的科学现象，|恰是ID新的科学

现象会带来大的科学突破。”以0I段“Cz白”已

经成为北京理工大学徐伟$%6来访者介绍AB

研究工作的经典U语。

今年 35 岁的徐伟是一"优秀的“80 后”青年

学者，他长期在国外求学，参与美国普渡大学

Cooks 实验室和 Ouyang 实验室的质谱研制工作。

Cooks作为世界著"的质谱研究领域科学R，是

ISI 检索引U率最高的一百"化学Ra一，于 1985
年获得了质谱学领域的最高=# Thomson 奖，并

于 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提"，也是美国

Academy of Science 和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双院5。

徐伟在该实验室直接参与了世界顶尖水平的

质谱研究工作，4年前，他作为入选国R“青年千

人计划”的一"优秀青年学者，来y北京理工大学

!O学院，成为一"北理工人，从事微型!化质谱

&及!物s^结构s析质谱技术的研究。

工欲善Q事，必先TQ器。I句古语已经准确

描述出徐伟从事质谱行业的必要性———A然科学

领域中的重大发现，离不Cs析测试技术的发展。

质谱技术在有机s^及!物s^的鉴定方面发挥

<常着重要作U，具有灵敏度高、

样品U量少、s析速度快、s离和

鉴定同时进行等优点，因此质谱

技术广泛应U于化学、!物、化

工、环境、能源、医药、运动医学、

刑事科学技术、!O科学、材料科

学等各4领域。

牵手北理工做最小的质谱

世界顶尖实验室的工作经

历，再加aAB的勤奋，N徐伟在

归国前已经成为一"质谱研究领

域的优秀青年学者，对质谱研究

形成了AB的理解与认识。但是，

W事业离不C大势，更离不C有

力的平台支撑，伴随着国内对科学技术发展投入

的不断加大，回国发展成为海外学^的心a所6。

谈及回国的契机，徐伟淡然一笑，简单答Y“就是

时机问r”。但事实证明，I样的时机绝对E以算

是E遇不E求的良机。

2012 年回国的徐伟恰逢“十二五”规划将科

学&器研究列为重要方6，国R充s认识y先进

&器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战略地K，决定从顶层

设计出发，n别过去依赖进口的&器旧况。基于I

样的背景，拥有世界顶尖质谱研发经验的徐伟得

y国内许多-业、院校、科研单K的青睐，纷纷投

出橄榄枝。“最终选择北理工是看中学校良好的学

术氛围与对青年科研人才的重视、培养。”徐伟如

此说Y。

来y北理工，I里浓厚的学术氛围，C放的学

术风气，都为徐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充裕空间。徐

伟所在的!O学院重视新兴)叉学科建设，充s

发挥!O科学学科与理工传统优势学科a间的)

叉作U，为徐伟质谱研究工作提供了学科支撑。质

谱的研究既要围绕!O、化学学科的研究需求，也

要依托机械电^、信息控制等学科的技术支持。另

一方面，学院在国内空间!O科学领域的研究占

有领先优势，I也为他的质谱小型化研究提供更

为广阔的应U前景。

在北理工的四年时间里，徐伟潜心学术，取得

了一系列的学术成绩。申请/获得国'/国R发明q

T 10x项；发表国'期刊i文 20x篇（SCI）；?

邀大会mn 9项。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徐伟带

领团队完成了许多在国'0处于领先水准的科研

项目，IQ中便包括成[研发出世界0最小的微

型!化质谱&（连续接口），让业界瞩目。

“&器是高成本行业，考虑y资2投入，过去

并没有得y重点发展，现在应该是最好的发展时

机”徐伟如此解读&器行业的发展黄2期，为见证

并投V于I样的时代感yA豪，更为能在北理工

的平台0W出一D成绩感y欣慰。

产学研结合做有用的学问

在科研0取得点滴成绩，仅仅是人!事业的

M步，要成就一番更大的事业，就要规划更为广阔

的空间，徐伟对AB的质谱事业有更深远的设想。

过去人_提y徐伟，k一印象便是他要W“世

界0最小的质谱&”，如今，已经成[挖得科研“k

一桶2”的他，却希望人_忘记ID光环。徐伟介

绍“I只是我研究的一4方6，是一4较好理解也

较好传达的方6，并不是全.。”如此低调务实的

秉性确实符合大众对于学者的固有印象。但除去

ID学者的标配气质，徐伟同样是K具有远见与

创新的青年学者。他主张产学研结合，W有U的学

问。

“科研的本质是为人类服务。发表文章与为社

会、国R服务要有机结合，不脱离科研的初衷。”P

Q是像质谱&I样的化学类&器是为了科学发现

或社会应U|C发的方法、设备。产业化的推动对

Q研究基本是有百T|无一害。结合徐伟AV研

究|;，以微型质谱&为例，Q产业化推广在大气

及水体监测、食品安全检验检疫、产品源头质量控

制等领域均具有现实意义。

“像徐伟老pI样的优秀青年学者，y学院工

作是想干一番事业的。我_一定W好他事业的孵

化器，@E能地提供支持与保障，同时要发挥学院

的学科优势，为他提供事业发展的牵引力，构建

‘创业动力’，也促NQ为学校‘双一流’建设W出

更大的贡献。”!O学院党委书记刘存福如是说。

!O学院结合AV在!物医学工程、空间!

O科学方面的学科优势，一直积极鼓]徐伟进行

质谱&器与航c、!物医疗等领域应U结合的研

究，学校人事处也投资经费六十万元为徐伟配置

设备。徐伟目前所在实验室已经拥有 Bruker Ultra
HCT 离^阱质谱&（ETD）、Shimadzu 8080 Triple
Qaudrupole 质谱&、Agilent液相色谱&等多套国

'领先的微型质谱&、结构!物学解析大型质谱

&、C放式质谱测试平台等装置。

精深科研，着眼应U，心中装着事业大方6的

徐伟，在北理工的平台0，正一步步C创属于AB

的质谱事业。

传道授业做纯粹的老师

在大学建树事业不同于在社会0创业发展，

因为还有一份$p的光=NO，I既是一份奉献，

也是一份收获，在万千事业中，为p是一种精神的

创业。

年仅 35 岁的徐伟作为一"指导 4 "博5及

9"硕5的年轻博导，在谈及AB的学!时，一改

a前的朴素措辞，A豪FY“ID孩^的综合实力

在同类高校中应该属于k一阵营”。

“徐老p<常年轻，各方面想法都和我_很接

近。”博5!二年级的翟雁冰同学已经是徐伟的

“老学!”了，“我从本科毕设C始跟着徐老p，I

几年?益匪浅”。据翟雁

冰介绍，徐伟一直鼓]

学!A主、有效地W科

研，从未规定固定的科

研时间，出现问r，随时

沟通、随时解决。“我_

很喜欢I种方式，<常

灵活，完全不会影响科

研进度”。事实也确实如

此，徐伟团队中的两"

博5包揽了今年学院的

全.博5国奖"额、团

队每年发表文章数量保

持在 10 篇左右……“除

了科研，徐老p也会参

加 我_团队的各种活

动，集体出游、日常聚餐，他基本都会出现。”翟雁

冰认为“亦p亦友”I四4字应该E以准确形容A

B的老p。

面对科研与$学的双重挑战，如此高强度的

工作量并未令IK年轻$%感y疲惫，徐伟表示

一"$%在理想状态下应该E以指导 10 K博5

!，按I样的数据来看，ABW的还远远不够。在

北理工，徐伟为p勤奋，I是一种精神0的创业。

低调、谦逊、务实，I都是徐伟给人的k一印

象，典型的科学R形象。多数人认为科研工作乏味

又沉闷，但徐伟的想法<常简单，他说如同创业者

的原始动力，AB也是在根据兴趣W事，从蕴(想

法y把它变为现实，不i成[与否，都是有意义的

事，|一4想法的失败只会催!更多新鲜的念头，

每一c都不枯燥。在北理工，徐伟正在U实'行动

来实现AB的梦想与事业。

正是怀抱I样的纯粹想法，徐伟在北理工已

经度过了四年的科研时光，I或许也是一K青年

学者创业阶段中宝贵的四年。30 岁至 40 岁，I是

公认的科学R黄2创造期，b谈及现在是否处于

最好的状态时，35 岁的徐伟依旧低调，“I大概要

等y我 50 岁、60 岁的时候才能回答I4问r，但

我相信‘b下’永远都是最好的时候。”

（文 / 宣传部 王筱桐 王征

图 / 新闻中心 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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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团中央、全国学联主办

的 2015 年度寻访“中国大学!A强

a星”活动结果正式揭晓，北京理工

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在读博5!刘

迪同学获得“中国大学!A强a星”

称号（北京市仅有 4 所高校 4"同学

获得此项=#）。

2015年度寻访“中国大学!A强

a星”活动以“青春A强·]志华

章———我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代;”

为主r，寻访为实现梦想A立A强、

努力拼搏的b代大学!典型，引导广

大青年学!积极进取、拼搏奋进，努

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E靠接班人。

北京理工大学以“青春北理”年

度榜样评选活动为依托，发掘和培(

出一大批E亲、E信、E学的优秀青

年榜样，在校内外引M了广泛关注。

2012年度“A强不息”榜样张大奎同

学获“中国大学!A强a星标兵”称

号，2014年度“A强不息”榜样程源同

学获“中国大学!A强a星”称号，充

s展示了我校在青年榜样寻访和人才

培养工作中良好的(人成效。

A 2012年C展“信仰·青春·阳

光”主r$(活动以来，校团委在全校

团员青年中选树青年榜样，建立了校

院两级青春榜样库，并评选年度青春

榜样人物和团队，旨在U榜样的鲜活

事迹传递正能量，在广大团员青年中

营造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良好氛围，\]、引导青年学!奋发6

0，作出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业绩。四年

来，共计推选校级榜样人物（团队）268
4，年度榜样人物（团队）34 4，累计

辐射带动 60000x"同学`近榜样、

学习榜样、争b榜样。

附：入选人员情况简介

90 年出!的刘迪面庞中还带着

D许稚嫩，他是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

车辆学院在读博5!，也是 2014年在

北京*办的首届 FE 大赛中唯一的中

国工程p。2009年，刘迪考入北京理

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车辆工程q

业，2011年正式进入学院方程式赛车

队发动机组进行研发工作，2014年 3
月，在学校和学院团委老p的支持

下，刘迪同A动化q业的两K同学一

M创立了北京京工赛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半年内获得投资额五倍以0

的收益，先后研发了纯电动汽车能量

监测设备与车载计时模块并收y众

多厂商的合作意6。刘迪有两4梦

想，一4是希望AB的公司能够长远

发展，另外一4是希望未来 10年内，

FE 中国队能够完全实现“中国制

造”，中国队在 FE0的成绩，能够冲

进世界前五，甚至，前三甲！

（校团委 纪惠文）

（上接第二版）

光电学院院长薛唯：光电学院作为具有一

定办学传统的“老学院”，始终重视人才培养，从

马5修$%y周立伟院5，“创新”二字融入学

院的办学传统，形成了“基础牢固，团队精神，拓

宽视野，勇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方针。面对

新时期、新局面，创新仍然是学院人才培养的核

心理念，并将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团队作

为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面6"十三五"，学院将
深化光电$学实验中心及光电创新实践基地在

培养创新人才工作中的重要作U，围绕创新创

业，形成新的培养内涵；发挥高层次人才在培(

建设创新团队中的积极作U，瞄准学科前沿方

6，将人才培养与p资队伍建设相结合，W好学

科优秀人才的引进工作。

“教学、学生工作、国际化三管齐下，成体系

培养各层次创新人才”

信息与电^学院院长龙腾：创新人才培养

是高等学校重要的任务NO，信息与电^学院

在综合改革方案中，就是以$学和人才培养作

为主要方6，不断深化、细化改革*措，力争培

养本硕博各层次创新型人才。主要措施包括：优

化$学课程体系，压缩课堂学时数，避免因人设

课；把学!工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培养

学!正确的人!观和高尚品质；加强学!国'

)流，包括本科)流学!、硕5和博5!联合培

养等；设置本、硕、博贯通的课程体系，成体系培

养各层次创新人才。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打造关联贯通、相辅

相成的课程体系”

机电学院副书记副院长杨瑞伟：“十三五”

C局，综合改革的扎实推进，于学院|;更应该

真抓实干解决根本问r。校长mn中指出了全

面推动人才培养的一体化进程，学院要W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