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
镇文化站站长沈亚秋除了亲生
父母外，还与丈夫精心照顾着
6 位“父母”：丈夫前女友的父
母、自己的公公婆婆、丈夫的伯
父伯母。十多年来，她就像照
顾亲生父母一样照顾着这 6 位
老人。近年来，有 5 位老人相
继离世，又是她一手操办后事，
演绎了一场跨越血缘关系的人
间大爱。

沈亚秋的丈夫张恒俊是如
东县交警大队掘港中队中队
长。两人相恋时，张恒俊告诉
沈亚秋，前女友莫小惠因白血
病去世，自己答应要把她的父
母当成自己父母一样孝敬，沈
亚秋决定跟张恒俊一起兑现他
的承诺，跟莫永鉴、马桂兰两位
老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

2006 年，马桂兰患了白血
病，沈亚秋先后两次带老人到
上海的医院治疗。回到如东
后，马桂兰长期住在医院做康
复治疗，沈亚秋从早到晚在医
院陪护，并给老人送饭。连年的治疗中，老人花光了自
己的积蓄，沈亚秋就取出自己的工资悄悄地将费用交
上。2011 年，马桂兰弥留之际，两眼含泪，望着病床前
的一家 4 口。“妈妈，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放心不下爸
爸，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爸爸，为他养老送终的！”
沈亚秋哽咽着说。老人这才放心地合上眼睛。看着无
比失落的莫永鉴，沈亚秋说：“爸爸，跟我们一起去县城
住吧，大家在一起也方便些。”“行！”莫永鉴果断地答
应，从此和“儿子媳妇”共同生活。

张恒俊 7 岁时父亲去世，妈妈张玉独自一人拉扯
着 3 个孩子，为表养育之恩，张恒俊随了妈妈的姓。后
经人介绍，她与郁兆祥重新组织了家庭。在两位老人
心中，张恒俊与沈亚秋是他们的依靠。2012 年 1 月，
张玉中风摔倒，股骨破裂，从此卧床不起；11 月，郁兆
祥查出肺癌晚期。沈亚秋与丈夫带着老人辗转南通、
平潮等地治疗，还专门请了保姆照顾老人，自己一下班
就赶回家，尽心尽力服侍着公婆。

由于过度的劳累，沈亚秋病倒了。2013 年 1 月，
沈亚秋患上了乳腺癌，开始进行化疗。对于沈亚秋来
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但即便如此，只要一有空，
她就要拖着沉重的身体，赶到家中，老人想吃点什么，
她都会去做。保姆张士英动情地说：“我在 10 多个人
家当过保姆，就没看到过这样孝顺的儿媳妇！她自己
身体不好，还天天给老人翻身，给老人做很多好吃的。
真是难得！”

张玉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吃不下饭，沈亚秋就用手
抠出婆婆嘴里的黏痰，用针管将流食送到老人嘴里。
老人大便困难，她就用手一点一点地抠出来。“能服侍
一天是一天，让她感受到温暖，让她没有遗憾！”沈亚秋
说。张玉临终前一天，拉着沈亚秋的手，艰难地说出一
句话：“亚秋，你真是我的好闺女！”

张恒俊的伯伯石启然、伯母王登鸿最清楚张恒俊、
沈亚秋的孝顺。石启然和王登鸿一直在湖北黄石工
作，无儿无女的二人将张恒俊的妹妹过继来当女儿。
叶落归根，退休后二老回如东生活，后来双双中风，留
下了偏瘫的后遗症，行动不便。女儿不在身边，张恒俊
和沈亚秋便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家里要买米买油，
家中的药吃完了，老人就打电话给沈亚秋。看到伯伯
家离县城太远，照顾起来不太方便，沈亚秋做主为老人
买了一套房子，将老人接到县城郊区住，“这样更方便
我们来照顾老人”。如今，老人身体越来越差，妹妹也
辞去湖北的工作，来到如东照顾老人。“只要我们一起
努力，就一定能让老人安度晚年！”沈亚秋夫妇深信这
样一个理儿。

沈亚秋一家人的感人事迹在江苏省口口相传，感
动并带动了千万户家庭奉献爱心。

人物小传

33岁的刘若鹏是深圳光启高

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光启科学董

事局主席。2009年，他在美国首

次实现了宽频带超材料“隐身衣”

的设计与制备。这一成果刊登在

美国《科学》杂志上，引起全球轰

动。2010年，他毅然回国创业，带

领团队几经努力，实现了我国超

材料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

发展，抢占了超材料源头创新科

技的国际竞争制高点。

刘若鹏带领团队在超材料领域实现了一系列颠覆式创新，拓展着人们对未来的想象——

把 未 来 带 到 现 在
本报记者 杨阳腾

26 岁在深圳创办民办科研机构，创
业 6 年旗下拥有 3 家上市公司⋯⋯在美
国学成归国的青年科学家刘若鹏，如今不
仅是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还是
光启科学董事局主席。从最初创立“隐形
衣”概念，到打造超材料 WiFi，再到光子
支付，他一直在用创新拓展着人们对于未
来的想象，并以此推动现实生活的改变。

携原创技术归国创业

刘若鹏自幼对科学创新非常痴迷，被
保送到浙江大学后，他就投入到诞生仅 3
年的超材料学科研究中。

2006 年本科毕业后，刘若鹏师从超
材料学科泰斗、美国杜克大学史密斯教
授，并于 2009 年首次实现了宽频带超材
料“隐身衣”的设计与制备，让超材料首次
具备了工程化应用的可能性。这一研究
成果刊登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在全球引
起轰动。2010 年，《科学》杂志将超材料
评为过去 10 年人类最重大的 10 项科技
突破之一。

读博期间，刘若鹏与实验室几名同学
及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张洋洋等几位博
士经常共话人生。刘若鹏认为，不能让科
研成果躺在实验室睡大觉，要回到祖国，
真正干出一番事业。基于对未来超材料
产业的预测，2010 年，大家决定回国，在
深圳筹备建立光启公司。

他们自筹 20 万元启动资金，决定进
行科研和创业。“光启成立后，我们将自己
的定位明确为超材料技术。一切与驾驭
电磁波相关的技术都可以称为超材料技
术，而超材料仅仅是驾驭电磁波的手段之
一。”刘若鹏说。如今，刘若鹏带领团队实
现了我国超材料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发展，抢占了超材料源头创新科技的国

际竞争制高点。光启的专利申请总量超
过 3000 件，其中，在超材料领域的专利
具有压倒性优势，占全球超材料领域过去
10年申请总量的 86%。

用“超材料”改变未来

创立至今，光启一直在用创新拓展
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近年来，光启还
将目光投向天空。无论是其自主研发
的高空平台“云端”号、临近空间飞行器

“旅行者”号，还是投资并购的马丁飞行
喷射包、太阳能方舟等，都是在布局空
间领域。

对于光启的产业选择，刘若鹏说，“我
最喜欢看历史正剧和科幻片。熟读历史，
可以知道人类如何选择道路，以此去看未
来，会非常有根基；而科幻片中有对未来
的准确判断，有很多理性的思考”。

在 2012 年到 2013 年间，光启在商业
化道路上经历了挫折。刘若鹏意识到，隐
形衣的概念也好，超材料的技术也好，都
需要有实实在在的产业和商业模式承接
落地。如果说隐形衣是光启在“抬头看
天”，那么，光启更需要“脚踏实地”，根据
超材料原理设计出成熟的产品并找到合
适的商业模式。

2013 年，光启决定重新规划其产业
模式和市场定位。刘若鹏表示，“超材料
的核心技术需在应用中发挥作用，使产品
方案、形态更加符合用户需求”。

刘若鹏还不断致力于科技源头创
新，形成“研究院+企业+其他创新平
台”的发展模式，在源头创新的科研和
产业化道路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在 6
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从一支海归创新团
队发展成为一个横跨全球的创新共同
体。这个共同体横跨 5 大洲的 12 个国家

和地区，共有 1300多人，主要包括马丁
飞行喷射包、太阳能方舟、“云端”号、
临近空间飞行器“旅行者”号、海容宽
带、超级 WiFi、空间悬浮站、智能光
子、指纹卡、超级数据链等。刘若鹏认
为，创新是把未来带到现在的活动，光
启的创新就是通过“设计未来、实现未
来、分享未来”实现的。

如果说隐身衣的工业应用与人们的
生活相关性不大，那么，光子支付、光子认
证、超级 WiFi 等光启的尖端技术已经离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其中，光子支付以
光为支付介质，利用手机闪光灯实现数据
从手机到 POS 机的传输，用户无需更换
SIM 卡或者添加设备，只需要安装软件即
可使用，还可以绑定上百张银行卡、会员
卡，无需手机网络就可以付款。

2014 年 4 月，光子支付软件嵌入了
中兴“星星 1 号”手机；当年 6 月，光启与
平安集团签署战略协议，推动光子支付的
解决方案。“我们将在新材料技术的基础
上，结合很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让
大家体验到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很多场
景。比如，用可见光做很多事情，用更智
能的 WiFi 让无线网络信号更好、上网更
快等。”刘若鹏说，光启早期推动的很多产
品和方案都是新材料（超材料）的工业应
用，现在则更加靠近个人应用，给大家带
来全新的体验和服务。

以创新“方法论”指导创新

从早期借 20 万元创业，到如今光启
科学在香港借壳上市，马丁公司在澳交
所上市，以及拟入主 A 股上市公司，光启
动作频频。今年 5 月 5 日，光启全球创新
共同体孵化器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成立，
这是中国科技企业首次在以色列设立的

科技基金及孵化器。“未来，光启将实现
三大技术特征，即深度空间、机器自觉和
终极互联。”刘若鹏表示，“未来的供给与
需求都是全球化的，因此创造未来、交付
未来的资金、团队与活动也应该是全球
化的”。

对于短时间内取得的这些成绩，刘若
鹏曾表示，这是在经历了“技术上的巨大
成功和市场上非常大的失败”后探索出的
一个创新公式。在光启发布的《颠覆式创
新操作系统 1.0》中，他将光启的创新基因
进行解码并公式化，提出了颠覆式创新的
量子原理即产品市场二象性原理、产品市
场测不准原理、能级最低原理和能级跃迁
原理。

为什么要把创新作为一个方法论来
研究？刘若鹏表示，除了作科学研究，他
还研究“如何研究”。“我们不是第一天把
创新当成方法论来研究，光启的创始团队
都是从早期介入到一个领域研究探索，做
理论、搭建实验室、做实验、工程化，到产
业化，再到建立专利标准，基本上走了完
整的源头创新路径。”刘若鹏说，这套颠覆
式创新操作系统充满了光启对新科技、技
术和未来的思考，“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而
是做第一步时就能看到二十步以后。一
个公司要做大做强，需要这种哲学思想和
方法论来指导”。

在这一创新公式和方法论的指导下，
刘若鹏推动光启建设了一系列源头创新
和产业化平台，不仅推动自身创新，还为
我国超材料技术发展和标准制定提供支
持。比如，组建我国首个超材料技术的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超材料电磁调制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光启还承担了科技
部 863 主题项目“超材料及其相关器件关
键技术研发”、国家发改委新材料专项、广
东省核心攻关项目等重大科研及产业化
项目，在超材料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方
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此外，全国电磁超材料技术及制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也设在光启。
由光启领衔，检测监管机构、十余家科研
院所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共同起草的全球
第一份超材料领域的国家标准《电磁超材
料术语》已经发布，并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
起实施。

刘若鹏表示，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
中国在超材料领域的进展打破了欧美发
达国家在前沿技术上领先和垄断的惯例，
实现了技术、专利和标准的同步领先。标
准的出台也将为航空、通信等众多领域带
来新的变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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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皮影雕刻老人的坚守

6 月 5 日，天津蓟县皮影雕刻艺人张奎老人在屋外

的墙上耍皮影。

张奎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从 11 岁

起和哥哥随父亲从事皮影工作，68 年来一直以雕刻皮

影为生。张奎因为先天性的语言障碍，患有严重口吃，

一生未娶，而曾经收下的两个徒弟也因为皮影市场不

景气而另辟生存之道。但张奎老人从未间断过皮影制

作，常年独自坚守，与画笔刻刀为伴，按照纸质模板雕

刻上色制作皮影，现在已经存有上千张纸质模板。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刘若鹏(中)和光启创建团队在实验室内。 （资料图片）

成都，这座泡在茶缸里的城市，无处
不洋溢着茶的芬芳。人们印象中的成都
茶馆“长”这样：低矮的藤编桌椅三三两两
散落在古香古色的茶室里，旧式的戏台上
有精彩的川剧表演，三五茶客扎堆摆龙门
阵，可以从早一直坐到晚。

而今，成都锦江区的部分茶馆“变脸”
了。“现在进了茶馆不打麻将、不打牌，改
成听戏、听讲座。平时，只有在电视上才
能见到的各种专家、教授会不时出现在茶
馆里，借身边小事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最
后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
关键是，高大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接地气的民俗民事，两者对接在一起竟然
毫无违和感。”曲艺爱好者廖筱群赞叹
不已。

成都市锦江区结合成都茶馆文化特
色，通过整合全区 800 余家茶馆和每日 3
万多名茶客资源，选取 7 家茶馆作为试
点，积极探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茶馆文化试点工作，让人们在生活
实践中感知、领悟和接受，达到了潜移
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6月6日上午，《经济日报》记者来到被
称为“川戏窝子”的悦来茶馆。进入大厅，
只见三两茶客围坐桌边，喝着盖碗茶、嗑着
瓜子，十分悠闲。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横梁
上，挂着数个小灯笼，每个上面都以四字为
一组，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我算是爱逛茶馆的，这家茶馆很舒
适！这里把茶文化与川剧文化很好地结

合，演出剧目都是充满正能量的经典桥
段。”家住锦江区的付大爷是悦来茶馆的
忠实粉丝，周末还会带上孙女一起来品茶
看川剧。

自从去年底被列入试点茶馆后，悦来
注入了不少“新”元素。除了印有“富强”

“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灯
笼，还有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的
川剧经典唱词、“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栏。“让人们不出茶馆就能体会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全新的变化
也为我们招揽了不少生意。”悦来茶馆负
责人伍榴告诉记者。

文艺爱好者杨大姐家住书院街，今年
春节前，书院街道办邀请她参与到在活水
茶楼举办的一场文化活动表演中来，活动
的主题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
到邀请的她坐不住了，立即投入到紧张的
排练活动中：白天吊嗓子，晚上压腿。“我
们街道老年人特别多，当时又临近年关，
我给大家唱了一首《常回家看看》，呼吁儿
女要多回家看望老人。”杨大姐告诉记者。

锦江区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茶馆活动这种群众易于接受、主动接
受的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小小
茶馆里快速传播开来。

除了在茶馆里搭建传播平台外，成都
市锦江区还通过引导社会志愿者当好组
织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带到
街头巷尾。

刘家花园茶楼负责人刘端元热心公

益、乐于助人。他在成都市率先成立了
“刘端元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推动刘家
花园成为锦江区“志愿服务基地”。

黄进、黄川是三圣街道幸福社区五组
的双胞胎兄弟，自小父母离异，一直由母
亲李艳独自抚养。2011 年，李艳患癌症
需要治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探病、组
织捐款⋯⋯还在李艳生病期间，刘端元就
为其积极奔走。2013 年 1 月，李艳去世
后，刘端元承诺承担黄进、黄川兄弟俩的
学费，直至成年。

“三圣花乡的变化大家都看得见，我
是城乡统筹的受益者，做公益是反哺家乡
的好机会。”谈及多年来的爱心义举，刘端
元十分谦虚。

“双创”在眼下的成都是一个热门词
汇。位于镋钯街 88 号的“88 青年空间·创
客茶馆”以“敬业、诚信”理念为核心，以

“创投孵化”为载体，通过实践养成、创新
创造，让青年创业者感知、内化、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践行在无形中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得更远⋯⋯
2015 年，在成都市锦江区创新创业

热潮吸引下，青年创业者黄小眠将视野从
国外转向国内，在锦江区 88 青年空间·创
客茶馆租用了 100 平方米文创空间，创立
成都牧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旨在打造国
内自主奢侈品牌，通过将皮料与竹、藤、刺
绣等传统工艺相结合，传承中国元素。

“今年 10 月，我们会应邀出访卡塔
尔，寻找新商机。创客茶馆位于市中心，
闹中取静，让我们很好地实现了生产和销
售的链接。”黄小眠告诉记者。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茶馆文
化是一次全新的探索，这样的探索收效几
何？一组数据足以说明：目前，已有 240
余名文艺工作者入驻 7 个试点茶馆，表演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文艺节目 60
余场，吸引观众 4000 余名。近半年，在试
点茶馆已开展近百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系列活动，吸引万余名茶客现场参
与和十万余人的网络点赞。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杯清茶一杯清茶““烹烹””出满满正能量出满满正能量
本报记者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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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茶馆活动川剧演出

专场

。

王鸿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