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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激发热爱，刻苦后发制人。不论
你考了什么样的学校，读什么样的专业，都
应该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心无旁骛做好一件
事情。”这是第25届广西青年五四奖章获得
者、广西大学教授聂双喜想对万千学子说的
话。

聂双喜对于造纸事业的热爱，是在大学
里泡实验室后发现的。他说，自己不算天资
聪颖，学习更靠努力和勤奋。来自湖北农村
的他，在 2006 年高考报考广西大学轻化工
程专业时，更多是觉得容易就业。

在广西大学，因为专业学习需要，经常
要做各种化学实验，聂双喜从中找到了乐
趣，明确了未来要以造纸行业为发展方向。
造纸行业关乎国计民生，但一度也是“污染
大户”。聂双喜的导师——广西大学王双飞
教授团队研发成功首套二氧化氯制备系统，
打破了欧美国家对行业技术——二氧化氯清
洁漂白技术的垄断。

这让聂双喜坚定了走科研道路的决心。
成为王双飞教授的学生后，他专攻清洁造纸
课题，并开始研发新一代二氧化氯制备及漂
白技术。

他与实验室为伴，享受凌晨的校园，把
枯燥乏味的实验数据当作成长进步的最好见
证。在科研前辈手把手传带教下，聂双喜取
得了很大突破：参与研究的项目“造纸与发
酵典型废水资源化和超低排放关键技术及应

用”，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骨干成员完成的项目“大型二氧化
氯制备系统及纸浆无元素氯漂白关键技术及应用”，先后获得2017年度广西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2018年度教育部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和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

“每份喜人的成绩，都是汗水浇筑而成。”聂双喜说。他把这份感悟带到教书
育人中。他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找准目标，脚踏实地向前走。尤其要端正学
习、工作态度，认真打好专业基础。每周，他都会举办“茶话会”，和学生聊科研
谈人生，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为他们量身定制科研方案。

在教学过程中，聂双喜提出创新创业教育与“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科人
才培养模式，强调根据生产需求开展研究。他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大赛引领作用，
融育人于比赛，提高学生职业素养。他组建并指导的广西大学纳赛科技团队，多
次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西青年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奖。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这是聂双喜赠给青年人的两句诗。他
说，追求进步，是青年人最宝贵的特质；但科学研究没有捷径，要耐得住寂寞，
要亲力亲为，用恒心和韧劲不断探索未知、发现创造。他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并
在这过程中收获累累硕果：入选广西高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博世科
青年教师创新人才培养奖励计划，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教
育部技术发明奖、广西青年科技奖、广西创新争先奖。

（作者奚振海，本文转自《广西日报》2022年6月27日第6版）

“心无旁骛做好一件事情”
——记第25届广西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聂双喜

聂双喜教授研究团队

黎静华，是广西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导
师。17 岁考上大学，29
岁获得博士学位，32岁成
为广西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她主持和参与了多项
国家科学基金项目，多篇
科研论文发表在国内外顶
级期刊。在旁人眼中，她
的成长似乎顺风顺水、一
路开挂，其实光环之下、
荣誉背后，是无数个刻苦
钻研的不眠日夜，还有不
服输的勇敢和坚持。

“我父亲曾在电站工
作，他觉得在电力系统工
作不愁没饭吃，因为在老
一辈的人看来，无论谁家
都得用电，电力行业不会
倒闭。我自己也觉得还不
错，因为我的数学和物理
学得蛮好，所以当时没有
排斥，就依了父亲，选了
这个专业。”

如果说一开始选择电
力专业，是出于现实的考
虑，接触到这个领域之
后，黎静华觉得自己幸运
地早早就找到了理想所

在。因为热爱，所以无惧前方艰难。2006年，当时24岁的黎静华进入广西大学电
气工程学院任教。

在教学上，她对学生是出了名的严格认真；在科研上，她敢想、敢做。她所
理解的勇敢，就是 不被定义，就是 要把别人眼中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对科研的赤诚之心，激励着黎静华夜以继日地在学术上刻苦钻研。黎静华工
作起来从来没有定点，“996”“007”对她来说都是浮云。

2014年年底，黎静华到丹麦奥尔堡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访问。这一
年里，她无暇顾及丹麦童话般的风景，如何抓紧时间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才是她
的执念。实验室和住地之间，是黎静华几乎两点一线的生活。

“丹麦的风电做得非常好，我认为新能源发电肯定是以后的一个发展趋势，所
以非常渴望学习他们在风电领域的先进技术。我那一年在丹麦，（后来陆续）发表
了8篇论文，其中包括一篇高被引论文。”

刻苦的钻研和学习，让黎静华的科研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她先后主持了国家
级项目4项，以第一作者发表SCI、EI论文51篇，以第一发明人获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22 项、软著 8 项；获得广西科学技术发明奖、中国电力创新、宝钢优秀教师
奖、广西勤廉榜样、广西青年科技奖、广西青年五四奖章等多个荣誉。

在黎静华的字典里，没有“躺平”二字。“我也在很多场合讲，我想通过努
力，为能学院的年青教师做个样子，凿出一束光，在许多地方实现0-1的突破，
想让年青的老师们看到努力和坚持的希望，想让电气学科能够慢慢走向良好的上
升发展方向。”

不仅敢做，更要勇于肩负起重任和使命。糖业是广西在全国最具优势的特色
产业，是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家底”，以甘蔗渣为原料发电，是制糖循环经济综
合利用产业链的重要部分。黎静华所在团队研制的装备，解决了糖厂发电系统不
稳定的问题，这套设备在超过50家工业系统应用，每年为企业节约支出至少1000
万元，助力广西清洁能源的发展。

“糖厂一般燃烧甘蔗渣来发电，我们做这个装置就是要稳定这个发电系统，为
什么这个系统不稳定？因为我们榨糖系统中有分蜜机和压榨机，这类负荷频繁启
停，导致系统的电不稳定，甚至引起厂内跳闸事故。事故就耽误时间，影响生
产，从停电到恢复用电往往要6-8小时，一年如果发生3-5次，停电的损失不小。
因此，我们开发这套装置，把糖厂发电系统控制好，让它稳定运行。实际上这套
装置，我到学院之前，学院已经有团队在做了，1995年是第一代设备，我是2006
年以后加入团队的，我到了之后，就对控制技术进行改进，使得控制速度更快、
控制效果更好。（这套设备） 在越南、海南、贵州、云南等糖厂都有应用，此外，
还应用于一些小水电站、酒精厂和造纸厂。”

在黎静华看来，使命感，是科研人员坚定前行的动力。在国家“双碳”目标
的背景下，新能源的高效转换及稳定并网消纳，是国家的重要需求。从实际需求
出发，与自身才能的交汇处，就是自己的使命所在。黎静华的研究随之转换“赛

道”，研究起了新能源高效转换与并网。2018年，在攻克新能源的电源和负荷的平
衡问题难关时，黎静华再次展示了“拼命三娘”的风采。

“这个项目刚开始不久，我就发现怀上了老二。生完孩子当天，刚推出了产
房，我就收到了学生的短信，说老师项目 （我） 卡住了，进展很慢，怎么办？马
上就要结题了，合同限期马上到了，电网公司想马上投入运行，这样下去怎么
行？我也是非常着急，刚刚到病房，挪到床上后，就马上支起电脑桌，拿出电
脑，和学生语音交流卡壳的地方，从上午10点，一直在思考解决方案，到了晚上
10点多，我终于想明白的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立即给学生讲明白，安排抓紧
编程去实现。编好程序之后效果不理想，我们又一起调程序、调参数，后来看实
在不行，我就直接找到学生，跟学生一起调程序、做仿真。大概搞了一个多礼
拜，我们终于把这个技术攻关了。”

黎静华说，现在有些人常把“躺平”“摆烂”放在嘴边，但实际上，拒绝诱
惑、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青年人不在少数，“奋斗”依然是当代青年的主旋律。
吾辈何以自强？使命感、不放弃、勤思考，就是黎静华的答案。

“你要突破，凤凰涅槃、破茧成蝶，都是很辛苦的，要有一定的意志力。我经
常也受到很多的挫折，比如说也不是发表论文一写就被录用，写项目一写就中，
报奖一报就中，我经历过过太多的失败。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动

摇，看着周围许多人都慢慢放弃、躺平，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有
的时候，坚持和等待，是通往成功唯一的道路。”

（作者刘庆，本文转自广西广播电视台《吾辈何以自强》）

黎静华：爱拼才会赢

黎静华

（来源：中宣部宣教局 中央文明网）

学术动态

我校林学院博士研究生庄军莲从球形棕囊藻具有单倍体和二倍体可变的生活
史出发，模拟海洋底层弱光和中、上层光照，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比较不同倍
性球形棕囊藻细胞生长、抗氧化酶活性、光合色素和光保护色素以及光系统II最
大光合效率等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揭示了球形棕囊藻双重倍性的生活史在营养
盐和光利用方面的优势，对于了解球形棕囊藻的低光照适应性及其形成的赤潮防
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相关研究结果于近日发表在海洋学领域国际主流期刊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近期，我校电气工程学院黎静华教授研究团队在新型电力系统源-荷平衡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团队历经10余年的探索，破解多重概率约束求解难题，辨
识到满足多重概率约束的边界点，将难以求解的概率平衡问题转换为易于求解的
确定性问题，并通过协调资源优势互补，提高电力系统平衡能力，为新能源电力
系统源-荷平衡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技术支撑。该成果发表于电力系统旗舰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准确预测新型电力系统负荷变化，是
实现电力系统源-荷随机平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但是由于负荷变化受众多因素
影响，且关系复杂，准确对其进行预测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为了提取影响因
素和负荷的关联特征，研究团队采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反复模拟和试验，
开辟了将高维样本空间映射到低维空间进行预测的新思路，既保留了关键信息，
又降低了计算量，提升了负荷预测精度。该成果发表于电气工程及人工智能领域
顶刊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团队
成员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在IEEE Trans.汇刊、Applied Energy以及《中国电
机工程学报》等能源领域高水平期刊上发表SCI/EI论文52篇，授权发明专利28
项，转化发明专利成果2项，研发国内首套针对自备电厂大阶跃扰动的稳定控制
装置，实现了“垃圾电力”友好并网。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有限公司等近60家单位。

6月3日至5日，由我校经济学院/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和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联合承办的亚太应用经济协会 （Asia-Pacific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第六届国际金融会议在线上举办。主题为“新兴市场的
金融科技”，副校长田利辉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国内外相关高校近百名师生
参会。迪肯大学Susan Sharma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学肖亚军教授、清华大学陆
瑶教授等分别作主旨报告，就金融科技公司是否影响印尼银行的劳动力产出、中
国债券市场的气候变化风险、股票市场与劳动技能需求、数字鸿沟对中国居民消
费的影响、盈利季节性与管理层盈利预测等作交流发言。

5月30日，第九届广西青年学术年会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轻工与食
品工程学院教授王双飞线上出席，并为年会作报告。报告分别从国家的要求、广
西的使命、扎根广西谱写科技新篇章和青年应勇担重任，为科技自立自强努力等
四个方面进行阐述。他还通过回忆在我校20多年来制浆造纸的科研与教学经历，
说明广西是适宜创新创业的热土，鼓励广西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要踏实创业，勇担
重任，在建设壮美广西中建功立业。

5月28日至29日，由我校主办、文学院承办的新文科视野下中文与中文教育
学术论坛举行。论坛共收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各高校研究生
稿件470余篇。经评审专家遴选，共120余名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入围，分
别于四个分论坛作学术汇报。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马自力教
授、复旦大学盛益民教授、南京大学曹贤文教授等专家学者作了精彩的学术讲
座。

6月10日，经济学院/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2022年第4期“致新大讲坛”
举行，广西财经学院校长夏飞教授作题为“新格局下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
些思考”专题讲座，系统梳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脉络和内涵，重点阐述广西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思路。（电气工程学院 曹坤芳
经济学院 李莹莹 文学院 彭雪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