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 6月 15日，年仅
43岁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筑英
在出差成都的过程中，因过度
劳累而病逝。

蒋筑英身上有什么值得学
习的地方？蒋筑英的同事、中科
院院士王家骐认为，蒋筑英身
上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为科学
事业献身的精神，一种攀登精
神和奉献精神。他那种不图名
不图利的高风亮节，他那种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
事业、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
神值得每个人学习。

蒋筑英的一生平凡而短暂。
1939年，他出生在杭州一个旧职
员家庭。1956年，蒋筑英以优异
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
大期间，他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

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门
外语。1962年，蒋筑英大学毕业
后来到长春，成为中科院长春光
机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
研究生，并选定了光学传递函数
这一开创性研究课题。

1965年，年仅 26岁的蒋筑
英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我
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
置。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
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
要成就，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
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
上世纪 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
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
失真严重。蒋筑英与王大珩一起
攻关，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
的新方案，最后攻破了这一技术
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
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成功的背后，更多的是汗水
与辛劳。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至
今对他从未陪自己完整地休过
星期日“耿耿于怀”。一到星期
日，蒋筑英就让路长琴带着孩子
去她的哥哥家玩，而他自己则早
早地就去了实验室。

“有追求，头勤、嘴勤、手勤、
腿勤”，这是蒋筑英的同事史光
辉对他的评价。在攻克变焦镜头
技术难点的时候，由于当时这是

国内第一次对这项技术进行攻关，
因此，当所有技术攻关结束后，要
把国内生产的仪器和日本的仪器
进行对比检测。蒋筑英做得非常仔
细。结果发现，我国研制的镜头和
日本的相比，传递函数质量差距不
大，但是颜色偏红，有点失真。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蒋筑英对所有数据
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终于发现，
他们使用的玻璃质量存在缺陷。这
一发现非常重要，对以后的工作有
很强的指导意义。

蒋筑英一生坎坷，因家庭出
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但他
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
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
心。他常说：“一个人的生命是短
促的，但党的事业是永存的。”他
爱帮助人，心里总是想着别人，
很少想着自己。他总说：“我就是
一块铺路石，我愿意别人踩着我
顺利走好人生之路。”

在利益面前，蒋筑英总是最
后一个想到自己。所里盖了一个
小楼，当时分给蒋筑英一套，但
是他三番五次找到所里，说还有
比他更困难的同志，他不想要；
几次提职和提工资，他也都主动
打报告说要往后排；蒋筑英掌握
五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
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

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
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
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
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
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
的同志去。

1982年 6月，在蒋筑英生
命的最后四天里，他收拾了新
建的试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
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
理了下水道，又忍着腹部的疼
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
同事出差。飞抵成都的当晚，他
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
深夜 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
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
路程到达工厂，忍着病痛开展
工作。

6月 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
忍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他长
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
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
因抢救无效，蒋筑英于第二天下
午去世。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一再
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去世前不久
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
书》。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
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
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蒋筑英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
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
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
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挽诗。朱德
赞誉左权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
得的人才”。周恩来称他“足以为
党之模范”。

左权，1905年 3月 15日生
于湖南醴陵一个农民家庭。中学
时代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
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 1期学习，
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
之一。1925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任排
长、连长，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
的两次东征。同年 12月赴苏联，
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
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
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
红军学校第 1分校教育长、新 12
军军长。1931年 12月奉命参与
联络指导国民党军第 26路军举
行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 5军团后，任红 15
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
员，努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
神，教育改造部队，率部参加赣
州、漳州等战役。1933年初任中
革军委作战局参谋，后任副局
长。同年 12月任红一军团参谋
长，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五次
反“围剿”作战。1934年 10月参
加长征，参与指挥所部进行突破
国民党军 4道封锁线、强渡大渡
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
达陕北后参与指挥直罗镇和东
征等战役。1936年 5月，任红 1
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
征和山城堡战役。土地革命战争

期间，左权注重研究军事理论，
撰写了一些军事论文，并翻译了
若干有关苏联红军建设和作战
的文章。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
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
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 2纵
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
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
武装，创建根据地。1938年 2月
在山西临汾地区指挥警卫部队
伏击日军，掩护八路军总部机
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同年 11月
主持召开八路军晋东南部队参
谋长会议，制定八路军各级司
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
令部的工作机构，促进了司令
部业务建设。从 1939年起，先
后 3次组织整军，并注重对新战
士的政治教育和利用战斗间隙
整顿部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在此期间，领导创建黄崖洞兵工
厂，生产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
备，有力地支援了敌后军民的抗
日武装斗争。1940年 8月，参与

指挥百团大战，经过 3个多月的
作战，共歼灭日伪军近 4万人，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
胜的信心。1941年 11月指挥八
路军总部特务团抗击日军第 36
师团一部的疯狂进犯，保卫黄
崖洞兵工厂，经 8昼夜激战，以
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
央军委誉为“1941年以来反‘扫
荡’的模范战斗”。在敌后抗日
战争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左权
仍然提倡学习军事理论和研究
战术问题，先后撰写数十篇论
文，对战略战术、军队建设、司
令部工作和后勤工作等问题，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与
论述。

1942年 5月，日军对太行
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
大“扫荡”。25日，在山西辽县麻
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
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
转移时，于十字岭战斗中壮烈
殉国，时年 37岁。为纪念左权，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名
为左权县。

窦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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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他是一名只有
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如今他
已经成长为掌握现代电力施工
技术的专家型工人。他先后主
持安装大型铁路变配电所 53
个，解决施工技术难题超过 50
项，为所在企业创造和节约资
金超过 1400万元。他就是全国
劳模、中国中铁一局电务公司
电力工高级技师窦铁成。

几十年来，窦铁成以只争
朝夕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
力，不断勤学苦干，实现了由实
干型工人向知识型工人的跨
越，走出了一条自学成才、岗位
成才之路。

窦铁成生于陕西渭河边的
一个农家。1979年，23岁的窦
铁成通过招工考试，成为中铁
一局一名电力工人。他很快就
和工友们转战全国各地参与建
设。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
自己从事的铁路电务工作对技
术要求很高，拥有技术和知识
的人往往在工地上备受尊重。

“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但
不能没有知识和技能。”只有初
中文化程度的窦铁成，暗暗发
誓要成为一名好电工。从此以
后，他抓紧一切机会学习电工
知识和技能。

每天干完工作后，窦铁成
顾不上休息就凑到老工人身
边，递工具、打下手，通过观察
施工过程暗暗“偷师”。下班后，
许多工友不是打牌就是喝酒，
他却抓紧时间看图纸。深夜别
人进入梦乡时，他还偷偷躲在
被窝里学习。他给自己定下了
一个目标：通过自学达到大学
知识水平。

从那以后，购买电工专业书
籍成为窦铁成生活中的重要开
销。《高等数学》《电工学》《电磁
学》《电子技术》《电机学》……30
多年间窦铁成还记下了超过 60
本、100多万字的工作学习笔记。

在年复一年的学习中，窦铁成的
理论功底日渐扎实。

2002年，京珠高速公路开
始修建，中铁一局电务公司承
担了广东境内某标段的系统机
电设备安装工程。窦铁成被“点
将”前去增援。他和工友们查阅
资料，对照说明书边学边干，很
快完成了安装任务。

然而，就在进行交工送电前
的空载实验时，意外发生了，一
个变压器开关不断跳闸。窦铁成
冷静地翻开图纸，通过各种仪器
的检查测试，大胆地提出，问题
出在进口设备的设计环节。然
而，专门赶来的外国专家坚持
说，设备是国际最先进的，不可
能出问题。然而最后的检查结果
验证了窦铁成的论断。外国专家
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中国工
人了不起”。

从电磁保护到晶体管保
护，从微机连锁保护到四电集
成保护，从手工绘图到电脑制
作，随着中国铁路电力变配电
技术的升级换代，窦铁成也在
不断地充实着自己的知识库，
逐渐成长为能独立主持大型变
配电所施工的专家型工人。

“一个人的能力终归有限，而
集体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如果能
把自己有限的知识传授给尽可
能多的人，就等于把一个人的能
力成倍放大，这样才能更好地促
进铁路事业的发展。”窦铁成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共有职
工 406人，窦铁成带过的徒弟
就有 308人。全公司 42名电力
技师中，窦铁成的徒弟就有 35
人。特别是全公司最顶尖的 7
名电力高级技师，有 5人曾师
从窦铁成。

在电务公司，许多一线工
人都知道窦铁成的手机号码。
他的手机成了公司的热线电
话，工友们遇到难以处理的技
术难题就拨打窦铁成的手机求
教。他的电话也被大家戏称为

“技术 120”。
如今的窦铁成，依然保持

着劳动者的本色。已经年过半
百的他依然不知疲倦地转战于
全国铁路、地铁的电务施工现
场，并且在施工中不断创新工作
方法。他说：“荣誉只能代表过去。
掌声落下，礼服应叠起，勋章该
珍藏，鲜花要放下。我就是个工
人。只有在火热的工地上，我才
能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我的人生才有价值。”

左权

第七届浙江山水旅游节暨第十三届中国
（新昌）天姥山文化旅游节（简称 2011浙江·新
昌山水文化旅游节）将于 2011年 10月 21-27
日在新昌举行。为使这次盛会更具参与性和
互动性，特推出“博友论新昌———天姥山游记

（博文）评选”、“摄友看新昌———天姥山风光
摄影网络大赛”活动，并作如下公告：

一、天姥山游记（博文）参赛要求
1.由参赛者原创的已在本人博客中发表

的文章，如发现抄袭则取消其参赛资格；
2.以游记为主，反映在新昌旅游、考察时

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3.以文字叙述为主，字数在 800字以上。
二、天姥山风光摄影作品参赛要求
1.由参赛者原创的数码作品，格式为 JPG

文件，500K以内，黑白、彩色不限，不收组照；
获奖时需提供数码作品原始文件，否则取消
其获奖资格；

2.谢绝经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
品（照片仅可做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
适度调整，不得加边框、水纹、签名等修饰，不
得做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
理）；

3.参赛作品必须是拍摄于新昌县境内的
风光摄影作品。

三、大赛流程
作品征集日期：2011年 9月中旬新昌新

闻 网（http://xcnews.zjol.com.cn/）网 上 投 稿
平台开通起，至 2011年 10月 10日结束；

作品评选日期：2011年 10月 11—13日；

拟获奖作品公示日期：2011年 10月 14—
20日（共 7天）。

公示结束后，通过新昌新闻网等媒体公布
获奖作品名单。

四、奖项设置
天姥游记（博文）、风光摄影作品大赛各设

一等奖 1名，奖金 1000元；二等奖 3名，奖金
500元；三等奖 5名，奖金 300元；优胜奖 10
名，奖金 100元。

五、参赛方式
本次比赛采取网络上传的方式参与，登录

新昌新闻网进入“新昌天姥山博客拍客大会”
专题页面（目前尚在制作中），将参赛博文或
摄影作品按照要求上传至指定投稿平台，并提
供相关信息。

六、其他事项
1.本次比赛不收参赛费，所有作品在投稿

平台展示时不付稿费，所有获奖作品主办及
承办单位有权在报刊、杂志、展览、画册、网站
等使用并不另付稿费。

2.对于作品中可能出现的肖像权、著作权
等问题由作者自负；

3.谢绝已在县级及以上比赛中获奖（入
围）的作品参赛；

4.主办及承办单位拥有本次活动最终解
释权。

主办单位：2011浙江·新昌山水文化旅游
节组委会

承办单位：新昌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
2011年 9月 7日

新昌天姥山游记、风光摄影大赛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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