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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什么时候绽放都不晚！”

科技加速，催生地域经济“化学反应”
3名“中原学者”扎根儿许昌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不久前，许昌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提出：“坚

定信心、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华山一条
路’。”

“中原学者”被誉为我省培养两院院士的“摇篮”。许昌学院培养
和吸引3名“中原学者”。那么，“中原学者”扎根儿许昌，又为许昌学
院、许昌地方经济带来了哪些“化学反应”？

□ 记者王利辉张铮通讯员钟伟平

【培养人才】郑直和他的纳米钧釉材料

许昌学院副院长郑直教授，是一位
地地道道的许昌人。他 1998 年获得清
华大学硕士学位，2003 年博士毕业于香
港中文大学化学系。2005 年，在香港中
大、上海交大和许昌学院三个院校中，
郑直教授最终选择了许昌学院。

“选择许昌学院，一是想利用所学
报效家乡，二是被河南省重视科技的决
定所感动。我回到许昌学院后，学校投
入上千万元，在许昌学院率先组建了表
面微纳米材料研究所。”6 月 30 日，郑直
告诉记者。

扎根儿许昌，郑直教授近年来取得
了累累硕果。近年来，郑直教授和其科
研团队将纳米材料与传统釉料相结合，
成功开发了纳米材料改性钧瓷系列产

品。此外，郑直团队利用纳米技术，把
纳米材料与传统的钧瓷烧制工艺相结
合，研究开发了具有独特艺术效果的钧
陶瓷釉——结晶釉。

目前，以郑直为主任的河南省微纳
米能量储存与转换材料重点实验室面
向清洁能源、新材料前沿领域，集中开
展功能性纳米结构的设计与构效关系
研究，获授权国家专利 70 多项，获河南
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3 项，河南省专利奖 1 项。与
许昌诸多企业开展金刚石制品、钧瓷产
品、电缆桥架等研发合作，持续为企业
提供技术支持，推动企业技术更新与产
品升级。

【集聚人才】黄继红让学问走出书斋

提起黄继红，我们要先“科普”一下
她和“河南小麦”的故事。几十年前，

“莲花味精”是通过发展食品工业拉长
“小麦产业链”的生动实践。在黄继红
担任河南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期间，当时的单厂味精产量居世界
第一。虽然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莲花味
精风光不再，但由黄继红研发的生产技

术却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国内
厂家至今仍然占据着味精产量世界第
一的位置。

去年，许昌学院食品与药学院全职
引进“中原学者”黄继红教授。在未来
五年内，黄继红教授将围绕生物药物研
究与应用领域的国际研究前沿，结合河
南省生物药物产业的实际需求，带领食

【服务地方】姚致清助推许昌电气行业向前走
开普检测董事长姚致清还有一个

身份：许昌学院教授、“中原学者”。姚
致清与许昌学院结缘，还要从 2015 年
说起，那年，许昌学院与“中原学者”姚
致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面指导许
昌学院电气与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科专
业建设工作。

姚致清教授进入许昌学院之后，
协助许昌学院全面梳理教师的专业分
布和学科背景，确定了新能源发电与
控制、智能电网信息技术以及电气装
备智能制造与控制三个研究方向。

产品开发、服务地方经济是应用
型高校建设高水平学科的又一标杆。
姚致清经常深入一线，先后与郑州豫

能通信设备公司、许昌中意电气公司
数十家企业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承担
了高压开关计量一体化、智能电子技
术实验设计开发平台、遥控型电动跌
落保险等 35 项产品的开发与设计，带
来横向课题经费 700 余万元，为企业带
来上亿元销售收入。

姚致清教授的成绩，只是许昌学
院立足服务区域经济，主动融入河南
省“三区一群”国家战略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许昌学院围绕材料化工、食品
生物医药、电子装备与制造三大区域
重点产业链，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师资高地，打造形成“领军人才领军重
点专业集群”的学校新名片。

向女儿学习，选择迎战高考

有人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也有
人想弥补年少时的遗憾，圆一个大学
梦。

随着高考成绩的公布，考生们都
在忙着报考志愿，为自己选择心仪的
大学，开启梦想的大门。

57岁的葛蔓尽管第一次参加高
考，但却考出了 296 分的成绩，超出
大专线 100 余分。她却选择了放弃
填报志愿，准备明年冲刺本科。

7月4日，记者与葛蔓取得联系，
听她讲述自己奋战高考的精彩故事。

□ 记者 张铮文/图

“今年不打算报志愿了，我的目标
是河南大学心理学专业，准备再复习一
年，明年再次参加高考。”葛蔓说，57 岁
参加高考，对她来说是人生的一次重新
规划，也是一次挑战。

如果不参加高考，葛蔓或许会和大
部分退休人员一样，在家带带外孙，去
菜市场买买菜，晚上再到广场上跳跳广
场舞。但这一切在葛蔓报名参加高考
后改变了。其实，在同龄人中，葛蔓的
学历并不低，是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中
专生，毕业于许昌商校。中专毕业后，

在单位做财会工作的葛蔓经历了商业
系统最辉煌的年代，也赶上了下岗潮。
下岗后，葛蔓走上了创业路：摆地摊儿、
开复印社、干印刷厂、开服装店……数
次跨行业的创业之路，没有挫败葛蔓的
斗志，反而让她越战越勇。

生活中，葛蔓是家里的顶梁柱，日
常她要照顾 4 位 80 多岁的老人和 2 个
年幼的外孙。

很多人不理解葛蔓为什么在退休
之后想重返校园？葛蔓说，她的两个女
儿都是双一流大学毕业生，在家里她的

学历最低，而且在她心底一直有一个未
圆的大学梦。于是，在小女儿报考研究
生时，葛蔓决定参加高考，还把目标定
为河南大学。

“两个女儿都很支持我，这是我参
加高考最大的动力。”葛蔓说，自从有了
考大学的心愿，这个愿望就像一团火焰
在心里不断燃烧。

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后，葛蔓还做
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无论付出多少
努力，我都要上大学！”

品与药学院骨干教师凝练学科方向，
组建河南省精准营养与绿色生物制造
创新团队。

目前，许昌学院聘请院士、长江学

者等学术领军人才 30 余人，集聚了一
批学术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组建形成多个科技创新团队，培养

“双师双能”型教师 500余人。

再次“起跑”，明年继续参加高考

目标一旦明确，学习就成了一件非
常快乐的事。“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从来
没有觉得苦和累，反而特别开心，时刻
充满了力量。”葛蔓说，为了监督自己学
习，她经常开着直播学习。

在葛蔓的书房，记者看到书桌上堆
满了各种复习资料，旁边放着一个直播
架。“学习时我会把直播打开，目的是为
了督促自己学习。”葛蔓说。

让葛蔓感到欣慰的是，她在学习平
台开着直播学习，给平台上的学生起到
了模范带头作用。

葛蔓坦言，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
最大困难就是现今的高中教材变化很
大，等于是重新学习。另外，记忆力也
不如年轻的时候，很多知识背完了就
忘，忘记后再重新背……

当被问及遇到困难有没有想过放

弃时，葛蔓说，自从下定决心准备参加
高考那时起，她便没有再想过放弃，每
天坚持自学 3个小时。

为 了 自 己 的 梦 想 ，葛 蔓 选 择 再 次
“起跑”：明年再战高考，争取过本科线，
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梦想，什么时候绽放都不晚！”葛
蔓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葛蔓
说，她会一直朝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行。

学习中的葛蔓。

郑直教授（左二）与学生探讨纳米结构对钧瓷“釉色”和“釉质”的影响。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