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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天初：

追 赶 时 间 的 人
本报记者 刘松柏

100 年前，在 1915 年首届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上，我国的祁门红茶
便荣获金质奖章，将一缕清香带给
了世界。100 年后，在第 42 届米兰
世博会上，人们仍旧能够嗅到从中
国企业联合馆飘出的那缕茶香。

从巴拿马到米兰，祁门红茶演
绎的故事跌宕起伏。

传承与创新，揉捻“祁
门香”

“‘祁红’曾是欧洲市场上的名
牌。只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度
出现内销基本没有，外销持续萎缩，
祁门红茶陷入了困境。全县 2004
年祁红加工量只有 664.8 吨，加工
产值 644 万元。”安徽省黄山市祁门
县副县长陈亚亭说。

但去年祁红的数据却很漂亮：
加工产量 5000 吨、加工产值 7.01
亿元。“祁门香”为何再次声名远
扬？答案就是：传承与创新。

谢永忠是制茶高手，每天都在
祥源茶业的车间里表演制茶技艺。

“祁门红茶要经过 10 多道工序，这
也是‘功夫’所在。”谢永忠边说边拿
起筛子，抓上几把茶叶，演示精制中

“筛分”的技巧。随着他手型的变
化，不同形态的茶叶在筛面上跳起
了不同的舞蹈，各自集中，又透过网
眼彼此分离。

“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甚至初
制环节的细微差异，都会影响口感，
而把握这一切的是制茶师的技巧和
经验。越是顶级茶叶，越需要传统
手工制作。”谢永忠说，他希望能把
这手艺传承下去。

除此之外，祥源茶业还模仿制茶师傅的手法，研制出
一条全自动化祁红生产线。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进入
萎凋槽的茶叶鲜叶，正通过预先设置的温控传输带自动
转入下一道工序，几名技术员适时调节机械数控指标，查
看制茶进展。“这条生产线能日产 10 万吨鲜叶，实现了连
续变温萎凋、发酵，保证了祁门红茶品质的稳定性和标准
化，让我们占领了部分红茶市场。”祥源茶业副总经理姜
红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当然，在传承与创新这门功课中拿到高分的，不只有
祥源茶业。目前祁门县有重点红茶企业 30 余家、国家茶
产业百强企业 1家。

线上与线下，炒制“祁门香”

重新占领市场后，就要思考如何扩大市场的问题
了。祁门县的对策，是主动拥抱互联网。

据陈亚亭介绍，祁门县鼓励企业采取自建和利用第
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网上营销，祥源、祁
眉等一批企业均建成了网上直销店。去年，祁门红茶电
商销售额突破 3000 万元。“祁红”现货也于去年 8 月首登
电子交易平台，成为安徽省第一例上市交易的农产品。

作为一名“80 后”，天之红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李晓丹的日常工作，就是带领一支平均年龄 25
岁的团队，开拓着茶饮的电子商务市场。丰富线上产品、
夯实售后服务⋯⋯仅仅两年，他们就在线上打响了祁门
红茶的名号。“只有主动运用新生事物，才不会被时代所
淘汰。”李晓丹说。

线上日益红火，线下也是妙招不断。先是稳步推进
实体渠道建设，在全国新建各类旗舰展示店 100 余家。
然后，又打造种植、旅游观光等为一体的生态茶园，建立
生态产业链，促进茶叶经济良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祁
门县还引导祁红加工企业与营销大户建立网点，开办专
卖店；鼓励企业开发适合不同层次消费群体的茶叶特色
产品，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继续加强祁门红茶发展公
司的自营出口服务工作，重点帮助 2 至 3 家企业完成出
口卫生注册，获得自营出口权，稳定外销市场。

国内与海外，发酵“祁门香”

王昶是祁门红茶协会会长。最近，他的心情像坐过
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祁门红茶以 24.26 亿元的品牌价
值连续 6 年入选“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的消
息，让他高兴了一阵子；可一想到全县大大小小的商标多
达 125个，却缺少知名度高的名牌，就又兴奋不起来。

我国有些传统茶饮企业近年来产量一再降低，甚至
一度有名无市。在王昶看来，只有树立品牌意识，才能
扭转这样的局面。“必须在产业结构上作出调整，改变
粗放的加工制茶方式，打响祁门红茶的大品牌。”

于是，他们建立了集科研、生产、文化展示于一体
的红茶文化产业体系，对祁门红茶全产业链进行整合。
并在去年参加了中国茶叶大会、世界四大红茶论坛等
10 多个展会活动，提升了祁门红茶在行业内的整体形
象。今年，他们又“出征”米兰。当一箱箱红茶被搬上
竹筏，以传统的运输方式，沿着阊江河，向着当时“茶
马古道”的集散中心汉口顺流而去的时候，“祁门香”
也随之飘散于海外。

对于能否在米兰世博会上出彩，王昶很有信心：
“茶饮的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我国红茶的品质已经得
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只要我们在营销上也能形成合
力、推广祁门红茶的大品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会不
愁销量。”

一缕茶香飘海外

本报记者

白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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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天

初,一辈子学计量、干计量。今

年已经70岁的他，多次主持国

家科研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级

奖项，填补国内空白。去年 8

月，他带领科研小组研制的

“NIM5激光冷却—铯原子喷泉

钟”被接收为国际计量局认可

的基准钟之一，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少数几个参与驾驭国际标

准时间的国家。

青海省格尔木市检察院的检察官陈
永洁，19 年来在被喻为“生命禁区”的
青藏高原腹地，用质朴敬业描画着自己
的正义梦。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办理疑难案
件，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在陈永洁看
来，只要沉着冷静，找准突破口，不放
过任何蛛丝马迹，就能还原案件的本来
面目。

2013 年，陈永洁承办了格尔木市农
牧局蔬菜开发办公室原主任李某贪污、
私分国有资产案。该案时间跨度长，涉
案金额大，证据复杂，社会影响大。

在法庭调查阶段，陈永洁从证据来
源、搜集程序等方面全面举证；在法庭
辩论阶段，面对资深律师提出的改变定
性、删减犯罪数额及部分犯罪事实的无
罪辩护意见，她沉着冷静、思路清晰，
通过准确运用证据及法理有力地反驳了

辩护人的所有辩护观点。最后，法院的
判决采纳了公诉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
实和意见。

陈永洁法庭上的沉稳表现，与她在
庭审前审查证据材料、分析复杂案情上
所下的功夫分不开。“公诉工作就像长流
的水，不能断线。”年复一年的重复性工
作，难免有疲惫的感觉。“我们工作中万
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而言就是百分
之百的伤害。”陈永洁说，为了能将每起
案件办好，她时时抱着“自己是新手要
再学习”的心态，慎重对待每起案件，
从不掉以轻心，也不因案件疑难复杂而
畏难退缩。

钻研法学理论，关注最新司法解
释⋯⋯陈永洁对自己的专业要求从来都
是那么严格。站在法学理论前沿，为自
己“充电”，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庭答辩能
力。陈永洁明白，要做一名优秀的公诉

人，仅办案远远不够。她把学习作为生
活工作的一部分，从不放松专业上的点
滴积累。

2013 年 11 月，经过笔试、复试、
面试层层选拔，结合工作实绩，陈永洁
被青海省检察院授予“全省检察业务专
家”称号。她不仅成为最年轻的检察业
务专家，还是海西检察系统唯一的检察
业务专家。

在陈永洁的办公室书架上，记者看
到一套 4 卷本的 《公检法办案标准与使
用》，这是她经常翻阅的书。“我们团队
每人的办公桌上都放着两本书，一本是

《民法通则一本通》，一本是 《民事诉讼
法一本通》。”陈永洁说，他们每次开会
讨论案件都要带着这两本书，以便随时
查阅进行讨论学习。

“在办案中，陈永洁精准把握法律要
义，处理各种疑难案件不枉不纵，坚决

维护人民利益，执法为民，不离不弃。”
格尔木市检察院检察长苏国富说。

近年来，陈永洁办理了多起在本地
区有重大影响的疑难案件。“陈永洁的控
辩能力和水平让我很佩服。”格尔木市盐
城律师事务所主任马福收说。

陈永洁经常告诉同事，“办案质量就
是公诉人的生命线。”在陈永洁的带领
下，格尔木市的公诉团队不仅办理了整
个海西州 60%多的刑事案件，还追诉了
多起案件，准确率为 100%。他们在海
西检察系统首推的多媒体示证，使其在
办理重特大案件方面如虎添翼。

“检察官更应该通过公诉活动教育公
民遵纪守法，敦促犯罪分子悔过自新。”
陈永洁说，尤其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时，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教他们学法，为他们指明今后
的人生道路。

青海省格尔木市检察院的检察官陈永洁：

坚守公诉人的生命线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与最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时间频
率 基 准 的 研 究 还 有 较 大 差 距 。” 一 见
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量科学研
究院首席研究员李天初提到的不是成
绩，而是差距。

其实，我国的时间基准装置的准确
度已从每 30 万年 1 秒提高到 2000 万年
不差一秒，但在李天初看来，还不够。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了 NIM6铯喷泉钟
的研究，目标是 6000 万年不差一秒，
完成后，中国在时间频率领域才步入国
际第一梯队。”

70 岁的他，追赶时间的脚步从未停
止过。这一切，都是为了离时间近一
点，更近一点。

拥有自主的时间频率基准

在中国计量科学院一间实验室里，
有一台长相“奇特”的机器。同行的一
位计量院研究人员告诉 《经济日报》 记
者：“这就是目前我国最准确的原子钟
——NIM5铯喷泉基准钟。”

去年 8 月，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NIM)研制并运行的“NIM5 激光冷却
—铯原子喷泉钟”通过了国际频率基准
工作组的评审，被接收为国际计量局
(BIPM)认可的基准钟之一，参与驾驭国
际原子时。中国首次在国际标准时间的
产生过程中不仅具有话语权，更具备了

“表决权”，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参与驾
驭国际标准时间的国家。

不少人可能并不清楚提高时间的准
确度到底有什么用处。众所周知，现代
国际时间单位是原子秒，1 原子秒是由
铯原子跃迁振荡 91.9 亿多周所持续的时
间。在生活中，1 秒钟，对普通老百姓
来讲，不过就是“眨一下眼”、“张一下
嘴”、“接通一个电话”⋯⋯表面看来似
乎微乎其微，但对于航天、电子通信、
全球定位系统等领域来说，1 秒钟可是
天大的事。

以“神舟”系列飞船发射为例，飞
船发射前，在全球共设置了多个监控
站，这些站的时间都务必精确到微秒。
飞船在太空飞行时速度约每秒 8 公里，
差 1 秒，飞船的位置将会“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大到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

小至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时间频率计
量与我们息息相关。”李天初说，没有
它，时空无法和地面同步，卫星导航定
位无法实现；没有它，高速宽带通讯网
络将处于瘫痪，所有的计算机都不能上
网；没有它，手机机站间由于频率时间
无法同步，也将无法正常工作，我们的
手机也无法通话⋯⋯

“建立独立自主的时间频率计量体
系，关乎国家基础科学，关乎国民经
济，关乎国防建设的核心利益。”这一
沉甸甸的使命一直藏在李天初的心里，
不管外界有多大的诱惑，始终没有动摇
过。

困难面前永不言退

李天初和课题组同事们研制的“激
光冷却—铯原子喷泉时间频率基准装
置”采用了当今国际最先进的“激光冷
却—原子喷泉原理”实现的时间频率基
准。

“激光冷却原子系统中，10 个光子
作用于原子的反冲动量，使原子产生大
于 1 厘米/秒的运动速度，我们要做的是
要将原子从室温的 150 米/秒冷却到运
动速度 1.5厘米/秒。”李天初说。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使原子
的冷却温度下降。李天初陷入了困境。
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还能深切地体会
到那时的沮丧。

一天又一天，李天初反复思考，晚
上 12点还在实验室工作。终于发现，原
子冷却光束的直径不够大，导致原子还
没有充分冷却，就已经飞出冷却光束范
围。将光束直径加大，难题迎刃而解。

在实现冷却原子云后，接下来就是
上抛原子，形成喷泉，只有形成上抛下
落的喷泉运动，才可能得到高信噪比的
信号。然而，好事多磨，新的问题又出
现了。实验发现，探测到上抛下落原子
的信号远低于锁定频率需要的信噪比。
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实验所用的仪器设备和部件太多
了，每个仪器设备、部件、甚至连线，

都可能出问题，特别是每个仪器设备和
部件的性能指标虽然都相当不错，但在
激光冷却原子这种高度尖端的实验中，
其技术指标是否够用，只能靠反复实
验，一点一点查，一点一点摸索总结。

再三分析后，李天初坚持自己的研
究方向，大胆决策，重新研制激光稳频
系统电路，将其激光调制频率从 10 千
赫兹提高到每秒 80 千赫兹，果然彻底
解决了这个难题。

类似这种过后看似简单的一个又一
个难题在科研过程中不断出现，极大地
挑战着李天初的信心和毅力。困难面前
永不言退。李天初和同事们在 NIM4 和
NIM5 铯原子喷泉钟的研制中，提出并
成功实现了一系列自主创新的方案和技
术。

NIM4 和 NIM5 铯原子喷泉钟的研
制，将我国的时间频率基准水平向前推
进了一大步，中国成为国际少数具有独
立完整时间频率计量体系的国家之一。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铯喷泉课题组也因
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机遇垂青有准备的人

研制 NIM4、NIM5钟，可谓十年磨
一剑。有人说，如果没有像李天初这样
的人，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果。但李天
初却说：“我只不过是机遇把握得好一
点而已。”

此前，他主持的“光纤损耗/长度
和光纤 OTDR 标准检定装置”，2002 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主持的

“1.5mm 光 通 讯 波 分 复 用 波 长 标 准 装
置”建立了我国光通讯波分复用光波长
标准，填补了国内近红外波段没有波长
标准的空白⋯⋯

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成果，铺就了李
天初的“机遇”。

1997 年，“激光冷却—铯原子喷泉
时 间 频 率 基 准 装 置 ” 项 目 开 始 启 动 。
1998 年，多年前在英国参与过相关工作
的李天初，几乎是自告奋勇地成为了该
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第二任课题组
负责人。

刚迈入新世纪，李天初意识到飞秒

光学频率梳技术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
景。2002 年，他推动参加“锁模飞秒
脉冲激光—微结构光纤—光学梳状频
率/波长标准装置”课题立项启动。

2005 年，“飞秒光梳”技术获得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2006 年，计量院的
飞秒光梳课题已经通过了成果鉴定。如
果计量院在‘飞秒光梳’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之后，才开始开展此项研究，那
么，我国在这一领域至少要晚好几年才
能出成果。

2005 年，李天初规划参加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锶晶格原子光频标课题正
式启动, 并列入了国家“973”计划。
即便如此，李天初依然淡淡地说：“在
正确的时间提出了正确的科研方向,是
我追求的理想。”

在他担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量子
部 主 任 的 10 年 ， 先 后 有 约 瑟 夫 森 电
压 、 NIM4 铯 喷 泉 钟 、 量 子 化 霍 尔 电
阻、碘稳频 532nm 激光、飞秒光梳 5
项 重 大 科 研 成 果 在 研 或 通 过 技 术 鉴
定，并先后获得国家级奖项。而在他
担任科研管理工作的 10 年，他从来没
有脱离一线科研工作，一直坚持在实
验 室 亲 自 动 手 做 实 验 ， 一 贯 提 出 问
题，和同事们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提出目标，和同事们一起向研究
目标努力。

面对掌声和荣誉，李天初很淡定。
他说：“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
的职责是，尊重课题组的每一成员，努
力创造一种发挥每个科研人员聪明才智
的和谐氛围，让想干事的人干事。”

多年来，李天初积极推荐、培养青
年科研骨干。他也极力参与引进有国外
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优秀科研人员到计量
院工作。对错过和流失的优秀青年科研
人员，他总是遗憾，自责，也无奈。在
研究工作中，他主张给青年科研骨干机
会，也给他们重担；在科研实践中历练
他们，同时也考验他们。

如今的李天初已是从行政岗位退下
了，回归全职研究员。他参与推荐、培
养和引进的不少同事已成为科研一线的
中青年科研带头人和技术骨干，而李天
初依旧行走在追赶时间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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