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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头稚子跃龙门，从心所欲逍遥人。三尺讲

坛乐布道，扁舟科海醉创新。实业兴邦抒奇志，国

是争鸣报寸心。花甲不是归田日，老骥奋蹄下一

轮。”回望自己 62 年的人生经历，刘忠范用一首古

体诗作了总结。

“在科研上，我就两点，一是爱钻研，二是爱折

腾；在从教上，我喜欢谈点‘刘言扉语’，这也是每

年给一年级研究生上的第一堂课，希望大家和我

一起打开心扉、畅所欲言。作为政协委员，我的履

职也大多是围绕科研和人才建言。”采访一开始，

刘忠范便将自己的形象勾勒了一番，亲和有礼、儒

雅文气，带着科学家的认真严谨，又透着几分幽默

诙谐。

翻开刘忠范长长的履历，一卷粲然。一如五

年前“感动工大人物颁奖词”上的一段描述：“是院

士，胸怀祖国，在石墨烯的世界里托起时代重器；

是 老 师 ，桃 李 芬 芳 ，在 未 名 湖 畔 滋 养 国 之 栋 梁

……”

见微知著三十年

1983 年大学毕业后，刘忠范赴日留学，先后

在日本横滨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取得了硕士和博

士学位，并继续在东京大学和分子科学研究所做

博士后。

1993 年，纳米科技在全球兴起。刘忠范带着

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导师井口洋夫和藤岛昭馈赠的

厚礼——60 余箱仪器设备和实验用品，来北京大

学报到，创立了北京大学光电智能材料研究室（现

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前身）。

“1998 年年底开始，碳纳米管开始进入我们

的视野，启动了我们的低碳纤维材料之旅，第一项

工作是碳纳米管的有序组装，不知不觉成为了‘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开辟了准一维纳米材料的化学

自组装领域。”刘忠范回忆道。

在刘忠范的带领下，实验室的课题组攻克了

很多难题——发展了低维碳材料的化学气相沉积

（CVD）生长方法学，建立了精确调控碳纳米管、

石墨烯等低维碳材料结构的系列生长方法，发明

了碳基催化剂、二元合金催化剂等新型生长催化

剂，提出了新的碳纳米管“气-固”生长模型。首

次将有机小分子的自组装概念拓展到准一维碳纳

米管领域，建立了多种化学自组装方法，实现了碳

纳米管在各种固体表面的有序组装，并开拓了碳

纳米管电化学和基于扫描探针显微技术的针尖化

学研究方法。

刘忠范也因此在世界科研领域享誉盛名，成

为世界纳米材料研究领域的先驱。

刘忠范在 2020 年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

段讲话，如今听来仍觉振聋发聩：“我亲眼见证了

30 多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尤其在科学技术和高

等教育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值得自豪的是，我

也有幸投身到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中，以绵薄之

力，参与助推这一伟大的发展进程。”从事微观研

究多年的刘忠范，从不缺乏对大局大势的精准

判断。

2004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两位科学家首次

发现了一种最薄材料——石墨烯。

“如果把厚度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十万分

之一的石墨烯，叠成保鲜膜那样厚，需要一头大象

站在一支铅笔上所产生的压强，才能刺破它。”刘

忠范说，这种目前已知最薄、最硬、导电导热最好

的材料，被发现不久便已成为各国科学界竞相关

注的新材料。

在“石墨烯热”的风潮之下，一向冷静、谨慎的

刘忠范选择了观望。“直至 2008 年，我专门花了大

半年时间，满世界参加石墨烯相关的学术会议，最

后才下决心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

2016 年 ，刘 忠 范 注 册 北 京 石 墨 烯 研 究 院

（BGI)，并于 2018 年 10 月正式揭牌成立，至今已经

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石墨烯研发机构，团队规模

达到 430 人。尽管在石墨烯领域的研究起步较

晚，但是借助于前期在碳纳米管研究领域的丰厚

积淀，刘忠范及其团队在石墨烯领域的研究进展

迅速。

“目前，我们研发的特种石墨烯材料已经在尖

端装备上应用，更多的应用也逐渐走进百姓生

活。”刘忠范说。

但是，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却是机遇与挑战

共存。刘忠范认识到：“我国石墨烯生产企业以初

创期的中小微企业为主，产品以实用性品种居多，

同质化竞争严重，高端研发方面相对欠缺。”

“我国是材料制备大国，但还不是制备强国。”

刘忠范认定：要有一批人做产业引领的基础研究，

要有工匠精神，做出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2023 年 3 月 9 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举行视频会议，刘忠范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

发言。

“主动布局未来战略所需工程科技人才培养。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和关键核心领域，超前布局未来

战略必争领域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围绕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先进材料、重大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低碳等未来发展新赛道，

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投身工程科技创新。”

“但是，光有科学家、工程师还不够。”在全国

政协举办的一次交流活动中，刘忠范直言：“企业

是一切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落地的主

体，‘卡脖子’问题只有通过企业家的积极作为才

能真正解决。我们要像尊重和重视科学家那样对

待企业家。”当刘忠范说完这番话，现场的委员们

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扎实严谨地探索创新和谋划布局中，刘忠

范不断尝试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之间搭建一座

桥梁。

“这样才能让理论转化，把实验室里的样品变

成规模化的产品，进而变成落地的商品。”2023年的

全国两会上，刘忠范的提案内容聚焦到产学研协同

创新机制的建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刘忠范又

提出了关于补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链条的提案。

“我在提案中建议，在建立国家实验室、新型

研发机构、技术创新中心等众多研发平台的基础

上，应着重从体制机制设计上布局产业落地环

节。这是科技成果走进市场的关键所在。以国家

实验室为例，可探索类似于‘一对一孵化’的企业

捆绑机制，依靠企业最终让产业落地。我们还需

要培育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骨干企

业。”

“从未来看，石墨烯将在电子信息、新能源、航

空航天、柔性电子及储能、海洋工程防腐等领域发

挥重大作用。我对石墨烯产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刘忠范说道，“石墨烯是我的中国梦，也是 BGI 人

的强国梦。被其魅力所征服，被其未来所吸引，义

无反顾地走到今天，亦将为之奋斗余生。”

“矢志不渝家国梦，敢凭烯碳赌人生。”一首自

勉诗中的两句话，道出了刘忠范的心声。

老树新枝惠黎民

“研究的乐趣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本身，

因为过程当中隐藏着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

目标，这也是科学家们乐此不疲之奥秘。”

“敢于质疑，勇于担当，勇于探索，这无疑是科学

精神的重要内涵。”

……

享受科研乐趣，感悟科学精神，这始终是院士刘

忠范的科研理念。

“知识是盘根错节的树根，融会贯通就能撑起一

棵大树。早晨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

“永远不要给自己设置天花板。”

……

这是师者刘忠范的“刘言扉语”，也是他的育人

之道。

“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作为科学家和师者，刘忠范对此感触尤为深刻。

2021 年 5 月 14 日，刘忠范在参加全国政协“在

重点领域加快启动新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双周协

商座谈会时，针对人才问题鲜明地提出建议：“迎难

而上，制定更为积极的全球人才战略。”“‘张榜求

帅’，扎实推进‘揭榜挂帅’。”“高度重视和尊重中小

企业创新创业人才……”

时隔一年，在 2022 年 7 月 19 日的全国政协“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专题协商会上，刘忠范

又围绕人才积极建言。

“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和淡化

人才评价。真正的创新沃土是让更多的心动起来想

做事，让更多的人安静下来能做事。”刘忠范的一番

发言，得到了现场委员、专家一致认同。

在现场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刘忠范发出呼吁：

“以举国体制重视人才，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现有

人才使用和评价机制，打造最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

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聚全球英才而用之。”

为何如此执着？因为刘忠范有一块初见成效的

“试验田”——北京石墨烯研究院。这里，不唯文

章 、 不 唯 帽 子 ， 提 倡 “ 科 学 精 神 ” 和 “ 工 匠 精

神”，为有志于石墨烯产业梦的创新创业人才提供

平台，也成为北京科技成果与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

示范区。

“很欣喜地看到，我的很多建议正在不断落实

中，科学领域也迎来更多新的变化、取得了更多的突

破和成就。”如今，从刘忠范的实验室里走出的很多

优秀科研人才，已经成为国内外各行各业的骨干和

精英，在不同岗位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这让刘忠

范颇为自豪。

“探索科学的道路并非坦途。要有长远的眼光，

朝着既定目标矢志不渝地前行，走过 20 年、30 年、50

年之后，蓦然回首，已经攀上科学的顶峰。这，才是

科学家的一生。”刘忠范言语中透着坚定。

刘忠范一直有一个希望：“未来影响世界的科学

家里，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名字。”

“这一天，应该不会太遥远！”刘忠范坚信。

4 月 10 日，刘忠范站在“科技创新院士报告厅”

活动的讲台上，用“前途无量、任重道远”八个字来形

容石墨烯新材料产业的未来。

如今，敢凭烯碳赌人生的刘忠范，在实现“烯碳

梦”的路上脚步愈发坚定。

欣喜不已的他又即兴创作了一首古体诗《石墨

烯赞》：“芳容初露化黑金，万千宠爱集一身。赓续碳

族红血脉，老树新枝惠黎民。”

刘忠范：忠于科学 乐为师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周佳佳 刘佳政 徐康辉

当严谨的科学遇上浪漫的科研人，会

发生什么？

在刘忠范的身上，记者看到了一层层

奇妙的涟漪。

初识刘忠范，白衣黑裤，戴着一副黑

边眼镜，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使严谨成为刘

忠范身上最典型的气质。采访中，他总能

抓住记者提问的要点，简明、扼要地回答。

“ 石 墨 烯 材 料 可 以 畅 想 的 应 用 前 景 很

多。想请您科普一下，目前已经实现的应

用前景有哪些？还有哪些应用场景可能有一

个美好的畅想？”作为外行，我们希望得到深

入浅出的解释。

他开始描述：“石墨烯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随处可见。比如铅笔芯就是用黏土和石墨做

成的。当用铅笔写字时，如果用力很轻很轻，

说不定就写下石墨烯来。未来石墨烯材料还

可 能 用 在 光 通 信 领 域 ，大 幅 度 提 高 带 宽 ，等

等。”

明白晓畅、清楚干净。

令人不由感叹：科学家当如是！谈到自己

擅长的领域，谈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是如此

投入和快乐，眼睛里也泛着光。

科研是一条严谨与浪漫并存的路。刘忠范

说，许多科学家都喜欢诗词歌赋，自己也不例

外，因为科学家和诗人之间似乎有着共通之

处。比如，唐代诗人贾岛的“僧敲月下门”之

“推”和“敲”之异便是典型的例证，勤于观

察、善于思考是共通的问学之道。

无论多忙，刘忠范没有丢掉诗意。他热爱

音乐，喜欢古诗词，还为此专门写诗赋词 229

首，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

刘忠范坦言，自己喜欢这

种 忘 我 的 状 态 ， 与 做 科 研 一

样。“心境使然，诗性使然。”

这是这位科学家最纯粹、

最忘我、最极致的浪漫。

一位科学家的诗意
本报融媒体记者 周佳佳

刘忠范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 （BGI） 院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

“ 通 过 反 映 社 情 民 意 信 息 ， 可 以 让

‘小信息’产生‘大作用’，可能让‘小人

物’实现‘大主张’。我要继续走好反映

社情民意信息这条路，为社会发展献计建

言……”

近日，在辽宁省本溪市政协召开的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推进会议上，平山区

政协副主席王丽丹作为先进个人代表发

言，分享了自己多年以来做好信息工作的

感悟和追求。

“信息大王”

在辽宁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战

线”，很多人知道王丽丹。

35 岁那年，王丽丹被本溪市政府办公

厅信息处录用，从此与信息工作结下不解

之缘。她每天最早到单位，最晚离开，把全

部心思放在写好信息上面。后来，王丽丹

又被调入本溪市政协机关，专门从事反映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这让她如鱼得水，做

信息工作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年都

撰写几十篇信息。2021 年底，成为平山区

政协副主席的王丽丹，仍然坚持不懈地撰

写信息。

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王丽丹想得

最多的就是从平凡的事情中发现有意义、

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撰写成信息。每一篇

信息的形成，王丽丹都要查阅大量资料，花

费很多心思。

日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引起了人

们对于海鲜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王丽丹

也不例外。因此，她在看到一则 《新疆阿

勒泰首批螃蟹“新鲜”上市》 的新闻后，

顿时眼前一亮：“原来可以利用盐碱地养

螃蟹！”

王丽丹马上查阅资料，前前后后浏览

了 10 余万字材料。当她了解到我国已出

台文件支持发展盐碱水养殖，便立刻想到，

辽宁省或许也能搞“海鲜陆养”。经过深入

调研，她发现辽宁省大面积盐碱地有待开

发利用，很快便撰写了《关于辽宁省发展

“海鲜陆养”产业，将 660 万亩盐碱地变成

“蓝色粮仓”的建议》信息，得到辽宁省副省

长的批示。

王丽丹在心里给自己确定了这样一个

站位：“信息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创造生产

力，我要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真金白

银’！”

2015 年是钢铁销售的低谷期。王丽

丹敏锐地捕捉到了钢厂、钢材经销商通过

发展钢铁电商进而拓宽钢材销售渠道的

“前沿”做法，写出《建议辽宁省钢企尽快

“触电”大力开辟新市场》信息，很快得到辽

宁省政府两位领导批示并被省政府纳入决

策，在全省推广实施。

由于自觉提升建言的站位，王丽丹递

交的信息频频得到重视。

她撰写的《建议辽宁省推广：本溪农民

改良版秸秆微生物发酵技术，年可增效益

数十亿元》信息得到辽宁省政府领导的批

示，建议得到落实，相关技术推广后理论估

算年增效益近 50 亿元。

她撰写的《辽宁省应加快“引保险资金

入辽”步伐》信息呼吁辽宁省开辟一条千亿

级之多的新融资渠道，该信息先后得到辽

宁省政府领导批示 5 件次，时任省长两次

作出批示。

她撰写的《关于辽宁省瞄准万亿级“蓝

海”加快发展壮大安全应急产业的建议》信

息得到辽宁省政府时任省长、副省长的批

示……

几年下来，王丽丹撰写各类信息数

以百计，其中被全国政协、民盟中央采

用 30 余篇，被辽宁省政协、民盟辽宁省

委 会 采 用 200 余 篇 ， 被 本 溪 市 政 协 采 用

190 余篇，得到国务院、辽宁省政府、本

溪 市 政 府 领 导 批 示 132 件 次 。 她 反 映 社

情民意信息采用得分在辽宁省各级政协

组 织 连 续 四 年 名 列 第 一 。 凭 借 优 异 成

绩，王丽丹被民盟中央授予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并连续多年

被辽宁省政协评为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

作先进个人。

“拼命三娘”

这样的成绩是怎么干出来的呢？王丽丹

的答案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信息工作，并全身

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

王丽丹是个“眼睛向上看”的人。为了做

到“建言建到点子上”，她经常浏览各级党委

和政府发布的信息，密切跟踪经济工作会议、

政府常务会议等作出的决策部署，从中研究

把握上级党政领导关注的重点问题。

比如，得知辽宁省政府提出实施“一圈一

带”战略，王丽丹写了《关于推进沈阳现代化

都市旅游圈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建议》信息，得

到辽宁省政府领导的批示。

王丽丹还是个“总爱找事干”的人。为了

做到“议政议到关键处”，她关注了近百个经

济参考类公众号和网站，只要有时间就海量

查阅研究各类资料，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先

进经验和可行做法。

看到接连发生多起燃气爆炸事件的新

闻，她写了《关于迅速推进可燃气体报警器安

装阻断燃气泄漏危险的建议》信息。看到“全

国果农联名要求取消苹果套袋”的新闻，她写

了《水果套袋年增成本逾 500 亿元，果农不堪

重负呼吁我国取消套袋技术》信息，得到全国

政协采用。

在写好社情民意信息的同时，王丽丹还

进一步拓宽履职方式。近年来，她先后围绕

本溪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搞好红色资源挖

掘利用等课题，参加市政协组织开展的专题

调 研 活 动 ，并 承 担 了 相 关 调 研 报 告 的 起 草

重任。

在向全市政协委员分享自己做好信息工

作的体会时，王丽丹说出了心里话：“把简单

的事情做好了，你就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

好了，你就不平凡。把所有精力都用到一件

事情上，肯定能把它做好。我要努力把平凡

的工作做到极致，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了解王丽丹心思的人们知晓，她最喜欢

的一首诗是清代袁枚写的《苔》：“白日不到

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王丽丹说：“这首小诗告诉我们，生命当以自

己所能企及的最美姿态绽放，即便只是一朵

小花也要如此！人这一生一定要有所奉献，

要让个人生命的最美姿态相伴家国的最美姿

态同频绽放！”

王
丽
丹
：
做
一
个
对
社
会
有
益
的
人

通
讯
员

李
方
凯

王丽丹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政协委

员，平山区政协副主席，民盟盟

员。

王丽丹王丽丹（（右四右四））在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杨靖宇司令部遗址调研红色资源挖掘利用情在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杨靖宇司令部遗址调研红色资源挖掘利用情

况况。。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32023 年年 66 月月，，刘忠范刘忠范 （（前排中前排中）） 在四川调研在四川调研。。（（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