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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营造积极热烈的学

考和期末考备考氛围，6月18日，乳

山市西苑学校在报告厅召开考前

教师动员会和共同研讨如何有效

地进行考前教学和辅导工作。

首先，学校党支部书记宋洪

涛提出了作为教师的责任和使

命。教师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

更是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期

末考试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一个重

要途径，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自己

的责任重大。其次，希望大家在备

考过程中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长和潜

力，作为教师，要善于发现和引导

学生的潜能。在备考过程中，要注

重个性化教育，根据学生的不同

情况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和教学
方法。同时，教师在备考过程中要
保持良好的心态，注重培养学生
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让他们
具备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
评价的能力。备考期间全体党员
教师要发扬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想在前面、干在前面、行在前面、
冲在前面，利用课间休息、周末及
其他课余时间深入开展以“立足
岗位、创先争优”为主要内容的党
员志愿者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
擦亮党员身份，践行岗位职责。相
信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西
苑学校一定能够做好这次考试的
准备工作，让每一位学生在考试
中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张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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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的眼中，薛其坤严慈相济、
没有丝毫架子。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他极其严
厉、认真，对学生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
的地步：要把烧杯洗到自己以为最干
净的程度；进组五六年之后，操作大型
的物理实验仪器要像骑自己的自行车
一样，闭着眼都能骑；学生写报告时，
不能有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

薛其坤认为，物理实验的成功建
立在扎实的基本功之上。“这有两个好
处：一是有科研机会来的时候，你有足
够的技术水平去争取它；二是在掌握
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仔细分
析数据，寻找规律，训练科学眼光。”

严师的另一面是慈师。当实验过
程非常艰难或者缓慢时，薛其坤会多
多鼓励学生，告诉学生“你很厉害”。

他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我们
去国外开会，薛老师拿自己的钱给学
生发零花钱。他手里存不住东西，经常
有哪个学生夸他的东西好，他当场就
送给人家。”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团队成员王亚愚说。

他鼓励学生努力去发现实验的乐
趣，“比如你学自行车，刚开始学，没有成
就感。等你学会了，骑自行车速度快了，

就觉得很愉快”。在薛其坤看来，做实验
不是简单重复，它每一步都是变化的，都
有意外，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做有挑战性的实验，压力大是一
种常态。作为导师和长辈，首先就要给
予精神上的鼓励。”薛其坤表示。

“要有学术自信”“要敢于挑战重
大科学难题”。他对科研的激情深深感
染着身边的人，鼓舞着青年人才。

薛其坤十分注重培养团结合作能
力。每次得奖，他都“往后缩”，把年轻人
推上去，也注重平衡每个人的机会。他
让这些科学界的新生力量明白，做科研
不能“单打独斗”，只有紧密协作，才能
发挥“1+1>2”的奇效。

如今，薛其坤的团队成员和学生
中，已有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30
余人次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

6月24日，薛其坤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了媒体采访。当被问到“对在考试中暂
时发挥得不是很理想的年轻人有什么
建议”时，薛其坤说：“其实人生的道路
非常漫长，不可能一帆风顺。我希望年
轻人把这种不顺利当成锻炼自己的机
遇，在这种考验中成长，不要一下子丧
失了斗志。”

综合央视、中国新闻教育网等

“皮实”山东人
沂蒙山走出的孩子

性格乐观坚强，态度积极向上

笑脸盈盈、热情谦逊、质朴的山东口
音……这是薛其坤给人的第一印象。1962年，
薛其坤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他靠着努
力与坚持学习知识走出大山，考上了山东大
学。1984年毕业后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任
教，他一边工作一边考研，最终考入中国科学
院物理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自喻为“一
艘从沂蒙山区驶出的小船”，并多次提到了山
东人的特质与性格对他科研路的帮助。

“我从小就造就了咱们沂蒙山区人民那种
比较‘皮实’、比较坚强的性格和人生态度，使
我一路走来没有被打（趴）下，很顺利地越过了
一个个的小坎，走到了今天。”薛其坤表示。

2016年，薛其坤在接受山东台《五洲四海
山东人》节目采访时就曾表示，“本科在山东
大学读书的时候，在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非
常好的氛围下，（我）对人生养成了一种积极
向上的态度，这也是山东人一种比较朴实乐
观的特质。”

“我可以说是个孝子，这是咱们山东人比
较讲究的一点。只要有机会，我还是尽量回蒙
阴看看我父母，他们还生活在蒙阴。”薛其坤告
诉记者。

坎坷科研路
考研3次、读博7年

曾被认为“不是做科研的料”

如果只看获奖履历，很多人会以为薛其坤
院士的科研之路顺风顺水。然而，在2000年之
前，他曾在学术之路上屡屡受挫，甚至被认为

“不是做科研的料”。
2019年4月8日，薛其坤院士做客山东大学

首期育贤校友讲坛时分享了他“三次考研”的
经历。“1984年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考研失败，
高等数学只考了39分，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大学
物理系教书；1986年再次考研，再次失败，大学
物理只得了39分；1987年，毕业三年以后第三次
考研，终于实现了研究生的理想。”1987年，25岁
的薛其坤考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终于迈出了
科研生涯的第一步。

然而，考验并未就此止步。别人5年就能读
完的博士研究生，薛其坤整整读了7年。读博期
间，薛其坤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学
习交流，因为一不小心弄坏了实验室的仪器，
还被日方导师“善意”劝退。

薛其坤说，因为英语不好，在日本学习之
初，他过得尤为艰难。学校实验室里的仪器要
比国内的精密得多，因为刚接触，又听不懂导
师说什么，常常做错事。“有时候老师要使用
仪器，让我给他递扳手，我递成钳子；让我给
他递十字花螺丝刀，我只听得懂螺丝刀，就拿
平头的给他。老师会气得把工具一摔走掉。”
在这种情况下，薛其坤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起码不能给中国留学生丢人，一定要坚持”。
抱着要做出成绩的信念，薛其坤不仅不说

苦，更分外珍惜每分每秒吃苦的机会，终于在
化合物半导体砷化镓和氮化镓的一些基本规
律方面做出了世界领先的科研突破。这是日本
东北大学近三十年里最重要的成果，也让薛其
坤的科研之路更加清晰。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但在前
进的过程中，我学会了科研的手段、科研的技
能。至于能不能做成科学，会随着我不断地学
习、不断地追求、不断地设立目标而实现。”薛
其坤认为，科学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天才，但
有些人不一定是天才，却能通过后天的努力，
通过自己用到的实验工具，加上自己学习能
力和判断能力的不断提高，有可能做出重要
的科学发现。

“7-11”院士
不分昼夜地工作

要对得起国家和百姓的支持

薛其坤有个外号，叫“7-11”院士。熟悉他
的人都知道，早上7点进实验室，一直干到晚上
11点离开。他的“7-11”作息规律延续至今，只要
泡在实验室，他不敢浪费任何一点时间。

“7-11”的养成源自薛其坤读博期间在日
本学习时接受的“魔鬼训练”。1992年，到日本东
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报到的第一天，薛其坤
就拿到了一份实验室内部规则，除了一些注意
事项，上面还明确规定了作息时间：早7点，晚
11点，全员遵守，不得违反。

从2009年起，薛其坤院士就带领其团队开
始向量子反应霍尔效应的实验发起冲击。就像
当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样，薛其坤院士始终保
持每天早上7点到实验室，晚上11点才离开的
工作习惯，所以很多同事也因此称呼他为“7-
11”院士。在钻研科研的这几十年间，薛其坤不
睡觉的时候几乎都是在工作，有的时候一天只
有两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

在薛其坤眼里，这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
里，每台昂贵的仪器都是来自国家的支持，也
是老百姓的支持，他要对得起这份支持。“我们
确实把实验室的仪器用到了团队能力的极限，
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工作，不分昼夜地工作，争
取不枉花国家一分钱，对得起国家对这个实验
室的支持。”

为了提升扫描隧道显微镜的观测效果，
他曾亲手制作一千多个扫描探针针尖；为了
赶实验进度，他曾深夜出差回来就直接赶往
实验室。

量子追梦人
成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震惊全球物理界

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前沿领域。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认为是量
子霍尔效应家族最后一个重要成员，是探索更
多量子奥秘的重要窗口，同时推动新一代低能
耗电子学器件领域的发展。

在实验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多
国科学家竞逐的目标。然而，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观测难度极大，自1988年被理论预言之后
的20多年里，国际物理学界没有任何实质性
实验进展。

“做基础研究，要把握世界科学前沿的主
流发展方向。当重大科研机遇出现时，我们一
定要抓住，力争取得引领性的原创成果，助力
国家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对薛其坤而言，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就是这样一个重大科研机
遇。

“谁率先取得突破，谁就将在后续的研究
和应用中占得先机！”薛其坤带领团队分秒必
争，历经4年时间，先后制备测量1000多个样品，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2012年底，他们
在实验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世界首次！该成果于2013年3月在美国
《科学》杂志发表，审稿人予以高度评价，称之

为“凝聚态物理界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这
一中国科学家在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重要物
理现象，被视为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科
学发现，是世界物理学界最为重要的实验进
展之一，为后续国际凝聚态物理研究引领了
新的方向。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说：“这是从中国
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
学论文！”

薛其坤和团队抓住的另一个重大科学机
遇是高温超导。超导是一个典型的宏观量子现
象，因巨大的应用潜力而备受关注。寻找更多
高温超导材料是科学界孜孜以求的目标。

经过多年努力，2012年，薛其坤和团队首
次发现了界面增强的高温超导电性，这是
1986年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被发现以来，常
压下超导转变温度最高的超导体，同时也为
探究高温超导机理开辟了全新途径。

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异质结界面高
温超导电性后，荣誉和奖项接踵而至。薛其坤
淡淡一笑说：“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我国科技
实力的持续壮大和基础研究的长期深厚积
累。荣誉属于团队中的每一位研究者，更属于
国家。”

如今，薛其坤仍奋战在科研第一线，带领
团队为解决高温超导机理、高温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和拓扑量子物态的应用、拓扑量子计算的
实现等前沿科学问题持续攻关。

“遨游在世界科学的海洋，我始终是一艘
从沂蒙山区驶出的小船。”他乡音未改，初心
依旧。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清华新闻网、山东
大学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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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其坤，这是一个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
科学界，都叫得响亮的名字。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菲列兹·伦敦奖、未来科学大奖、巴克
利奖；35岁当教授，42岁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
轻的院士之一，50岁攻克量子世界难题……
亮眼的履历在6月24日又增加了一项，61岁获
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山东斩获35项国家科学技术奖

获奖数量创近五年之最
6月24日，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

揭晓，共评选出2位最高奖、250个项目奖、10
位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山东共35个科技成果获奖，获奖数量创
近五年之最。其中，我省单位或个人牵头完成
的共7项，包括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科技进
步奖6项；参与完成的项目共28项，包括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3项，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
等奖2项、二等奖22项。

此次获奖的35项科技成果，覆盖新能源
新材料、现代高效农业、高端装备、医养健康、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轻工纺织、现代海洋、
高端化工等产业领域，其应用推广有效赋能

产业发展。
此次获奖项目，“企业力量”表现突出，我

省企业牵头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27项，占
我省获奖总数的77 . 1%。山东能源和海尔智家
分获矿产开采和家
电制造行业全国唯
一奖项。

获奖项目中，
有31项成果由高校
院所与企业合作完
成，占获奖总数的
88 . 6%。
据大众新闻客户端

“登山至峰”者，山东籍科学家薛其坤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6月24日，薛其坤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他的介绍词是：薛其坤是凝聚态物
理领域著名科学家，取得多项引领性的重
要科学突破。他率领团队首次实验观测到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学
术影响；在异质结体系中发现界面增强的
高温超导电性，开启了国际高温超导领域
的全新研究方向。

薛其坤是一个和“大山”有缘的人，生于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高都镇西峪村，一直致
力于攀登科学高峰。薛其坤本次获得中国科
技界崇高荣誉，可谓登上了新的科学高峰，
这也让笔者想起两句和“山”有关的话。

一句是孟子的话：“孔子登东山而小

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薛其坤的求学和科
研路就是一个从“小鲁”到“小天下”的过
程。东山和泰山，都是薛其坤山东家乡的
山，其中蒙山正是其出生地蒙阴的一座高
山。薛其坤从蒙阴出发，先在山东大学学
习，后在曲阜师范大学工作，后考研到中
科院物理所，再到日本和美国留学工作，
再回国在中科院和清华大学工作，直到去
年获得巴克利奖——— 国际凝聚态物理领
域的最高奖，这是该奖设立70年以来，首次
颁发给中国籍物理学家。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
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站得越高，视野就
越宽广。随着视野的转换，人们会有新的
发现和领悟。薛其坤从小山登大山，最终

“一览众山小”，得到世界科技界的承认，

获得中国科技界崇高荣誉，可喜可贺。
一句是马克思的话：“在科学上没有

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
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考研3次、读博7年”、“7-11”院士、“4年攻
关，失败无数次”……“薛其坤的人生经历和
科研之路，就是一个“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
路攀登的人”。是什么支撑着薛其坤如此坚
韧不拔地搞科研？回答是“沂蒙精神”。2023年
11月，薛其坤在获得巴克利奖后接受家乡媒
体记者采访时说：“我从小就养成了沂蒙山
人那种比较坚强的性格，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怕，考研不顺利，到国外读研究生不顺
利，但都克服了一般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以
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生活，直至走到今天。”

薛其坤的家乡蒙阴，有科学求索的传

统。蒙阴是我国东汉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
学家刘洪的故乡，刘洪发明了珠算，还提
出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理论，被后世尊为

“算圣”。薛其坤的出生地高都镇西峪村，
只有村民476人、耕地1076亩，却先后培养
出1名院士、7名博士、14名硕士和30多名本
科人才。如今这个村建设有蒙阴县图书馆
西峪分馆，2018年投入使用，1000多册藏书
全天免费向村民开放；建成西峪青少年教
育示范点，其中的知识改变命运展厅，重
点介绍了薛其坤院士的经历。

登山至峰者不忘其根。薛其坤正是一
位沂蒙赤子，他说：“作为一个从山村走出来
的学子，无论走到哪个角落、取得何种成就，
始终难忘西峪村的一草一木，是家乡的一方
水土和尚学的传统赋予他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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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薛其其坤坤在在清清华华大大学学的的实实验验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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