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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义乌市科协与华灿
光电保持密切联系，义乌市科协
相关负责人走进企业开展“三服
务”活动，详细询问公司在人才、
技术、项目等方面的需求，介绍了
义乌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政策，
并希望企业在前期初步达成共识
的基础上，引进叶志镇教授及其
研究团队，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光
电产业技术创新方面争取重大突
破。

叶志镇教授于 2019 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宽
禁带半导体材料及关键技术研
究，在LED发光器件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创新成果，是国际光电领
域的主要引领者。此前，叶志镇院
士任华灿光电独立董事，为公司

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发展创新发
挥了积极的指导和引领带头作
用，任期届满以后也积极参与公
司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和器件领
域前瞻性技术的探索和开发工
作，为推动公司技术进步做出积
极贡献。

7月8日，在义乌市科协的指
导下，华灿光电院士工作站在义
乌制造基地正式挂牌。华灿光电
院士工作站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叶
志镇教授领衔，华灿光电研发团
队支持，这将助力华灿光电在第
三代半导体材料和器件领域加速
提升核心技术，为地方经济及国
家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叶志镇教授是我国 LED
领域的权威专家，叶志镇教授
及其团队的加盟，为华灿注入

强大的科技支撑和强劲的发展动
力。”王江波说。目前，叶志镇教授
在华灿光电设计倒装与垂直结构
GaN-LED 芯片及其制备技术方
面给予指导，解决芯片光功率不
高难题。设计倒装结构克服蓝宝
石散热慢的缺点，采用布拉格反
射镜提高出光率；发明垂直结构
克服横向电流局部阻塞问题，改
善载流子输运，提高输出光功率。
此外，还共同研究了侧向光子晶
体和复合透明导电膜等界面修饰
集成制备技术，侧向光子晶体与

复合透明导电膜增加了出光角；
优化图形化衬底减少界面损耗，
芯片出光效率提升50%。

此次华灿光电院士工作站正
式启动，将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在
高端人才引进和技术研发方面的
优势，重点研究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与器件领域的新技术与新产品；同
时，公司将加大与高校院所及业界
领先企业的深入合作，聚焦技术创
新与突破，成为公司技术创新发展
的加速器。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文/图

院士工作站为企业带来技术支撑

华灿光电院士工作站：
为企业注入强大的科技支撑和强劲的发展动力

“华灿光电技术进步不停
歇，在深耕 LED 芯片领域的同
时，公司密切跟踪长期产业技术
的发展方向，利用科研优势在第
三代半导体的前瞻性技术领域
积极探索开发，拓宽产品方向，
并且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华
灿光电一季度业绩部分内容，从
中可以看到华灿光电对未来市
场的信心和底气。华灿光电副总
裁王江波说，而这一底气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来源于他们背靠院
士、专家这棵大树。

走进位于义乌信息光电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的华灿光电 LED 芯片生产车间
外，记者透过玻璃看到的车间内，逾千台
高精尖设备正开足马力飞速运转，身着
白色防尘服的工人们则各司其职，忙碌
在各条生产线上。王江波介绍，华灿光电
自成立以来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及
研发人才培育，不断加大产学研技术合
作力度，为公司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
的技术基础，目前公司已成立浙江省第
三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博
士后工作站、企业研究院等创新平台。

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持，尤其像
华灿光电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引
进至关重要。自2016年华灿光电落户义
乌开始，华灿光电为全市企业做出了表
率，不仅引进集聚一批顶尖、领军人才，
还培育了全市首个浙江省领军型创新团
队、创建了浙江省重点实验室。2011-
2017年间，华灿光电规模化增长进入快
车道，公司登陆资本市场，积极整合
LED 上游资源，实现规模优势，快速成
长成为国内第二大LED芯片制造商，外
延和芯片技术持续提升并积极布局新兴

市场，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在此期间，浙
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为华灿光
电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发展创新发挥了积
极的指导和引领带头作用。

人才队伍建设
为企业发展汇聚强大智力支撑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这个8月特别热，而且热得持
久。这次“高温热浪”一直从8月9
日持续到了8月26日，整整18天，
每天都是晴热高温。终于，出伏
了，高温天气也紧跟着结束了。

从 7 月 16 日到 8 月 24 日，今
年夏天这个长达40天的三伏，总
结起来就是：初伏雨偏多，中伏高
温发力，进入末伏高温全面发展。
今年的 8 月为什么这么热？还热
这么久？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
石妍表示，常年7月中旬到8月中
旬是长江中下游等地高温集中时
段。今年由于超长梅雨期，长江中
下游降水偏多，导致 7 月高温偏
少。进入8月以后，副热带高压明
显北抬，长江中下游实现气温逆
转，高温集中“补课”。

好在，今天起，我们可以暂时
缓一缓了。是台风“巴威”来降温了
吗？不是，今年第8号台风“巴威”
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过去了，接下去

第9号台风“美莎克”胚胎在酝酿
中了。气象部门分析称，这个菲律
宾以东洋面的台风胚胎，相对来说
水温等条件是不错的，虽然目前路
径还没法预测，但根据副热带高压
发展情况，未来有可能是西偏北移
动，我国东部沿海和日韩朝都可能
是它的最终目标。根据目前情况，
第9号台风或将于9月1日前后影
响我们，带来降水过程。

而这次降温主要是受高空槽
东移和低涡切变影响，我市有一
次降水过程，气温回落。其中，今
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
分雨量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到
多云，最高气温只有 30℃左右；
周末，副热带高压将加强，多云，
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
温或将回到35℃“高温线”。这是

“秋老虎”吗？市气象台工作人员
表示，“秋老虎”在气象学上是指
三 伏 出 伏 以 后 短 期 回 热 后 的
35℃以上的天气。目前来看，“秋
老虎”确实“蠢蠢欲动”，但就算热
起来也不会像之前“高温热浪”那
样持续那么久，也不会那么热。不
过，按照常年情况，真正凉快下
来，要到秋分（9月22日）之后了。

雨来了！降温了！

“秋老虎”已蠢蠢欲动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实 习 生 周昕玥 文/摄

近段日子，一则“义乌连续三年
获评美丽浙江建设工作考核优秀单
位，并荣获‘五水共治’（河长制）工作
优秀市县‘大禹鼎’银鼎”的喜讯，让
所有义乌人为之振奋。

“现在碧水蓝天已然成为义乌的
背景色，森林绿色已融入我们的生
活，我当年的愿望都圆满实现了，甚
至超过了我的预期。”说到这里，今年
79岁的张希盛感慨万千，“相信未来
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绿色将会
成为义乌发展中最动人的色彩。”

赞今朝：绿色福利众人享

8 月 24 日下午，初见张希盛，他
与妻子正在楼顶的空中花园乘凉。提
起这些年义乌城市绿化的发展，老人
打开了话匣子。

张希盛是一位林业科技星火传
播的多面手，他不但身体力行，试验、
推广先进林业科学技术，而且还用手
中的笔撰写实用科技文章和科普文
艺作品。自1968年大学毕业后，已在
林业战线辛勤耕耘了 30 多个春秋，
不但用自己掌握的科技知识指导抓
好林业生产基地建设，更注重面上的
普及推广工作，通过宣传，使更多的
农民群众掌握、运用林技知识，实现
科技兴林的目标。

“1972 年，我调回义乌时，义乌
很多地方还是一片荒山，街道上基本
没有绿化，不像现在，道路两侧有茂
盛的行道树，每个小区、公园都有别
致的绿化景观，尤其是一些标准地里
的美丽稻田，欣赏价值非常高。现在
行走在义乌，无论你走到哪，都是绿
意盎然的。”在提到现在的城市绿化
时，张希盛眼底里是藏不住的笑。“现
在的城市多好呀！当你在十字路口，
等绿灯通行时，头上有片树荫，让你
免遭烈日暴晒；当你在公交站台等车

时，依然有片绿荫可以带走你的烦
躁……”老人不禁感慨，炎炎夏日，
在室外活动时有一片绿荫遮挡无疑
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

这些年，我市加大城市绿化提
升改造力度，大力推进公园广场建
设和道路绿化建设，营造生态绿地、
城市片林和环城林带，进一步深化
森林城市建设，让绿色浸润到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使生态文明的种子
播种到每一个人心中。

循着生态文明的脚步，21 世纪
的我们走进了大自然的“氧吧”。今
天，当我们翻开《义乌市森林资源分
布图》，映入眼帘的是四周郁郁葱葱
的山林，蜿蜒绵亘百余华里，由东北
向西南递减，形成一堵绿色围墙。一
个“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城市与森
林交融”的森林义乌已呈现在眼前，
商城人无不在尽情享受大自然绿色
的恩赐。

忆往昔：染绿涂彩情自浓

然而，30 多年前的义乌并非如
此。“当时，上到政府，下到基层农
村，对荒山育林的政策并不明朗，一
直到提出生态环境建设这个口号
前，大家对生态保护都不够重视。”
在张希盛的记忆里，在世界“小商品
之都”还未崛起前，义乌人主要经济
来源都是农林经济，村民大多靠种
植果树为生，社会经济相对滞后，山
林里还存在大量砍伐毛竹等情况。
直到 1990 年 1 月，市政府在全市林
业工作会议上，根据省政府提出的
目标，作出“两年准备、四年消灭荒
山、十年绿化义乌”的决定。1994 年
9月，义乌实现了绿化合格县（市）的
消灭宜林荒山达标。1997 年 11 月，
义乌通过了省级平原绿化初级达标
验收。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2008年12
月，我市获评浙江省首批森林城市
后，又实施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

2015年11月，义乌被授予国家级森林
城市。几辈人的积累和努力，让义乌成
为宜居、宜商、宜游的山水生态型国际
商贸城市。

“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森
林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做好林业
工作至关重要。”张希盛深知，思路决
定出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将大部
分精力花在了科普教育上，工作之
余，他进行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创作，
投向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白天，他
跋涉在山沟林间；夜晚，他又把躬身
实践的体会、经验写成文稿。从 1993
年至今，发表在《义乌商报》（含原《义
乌日报》）上的科普文章就达60余篇。
此外，他还在《森林与人类》《华东森
林经理》《浙江林业科技》《浙江林业》
等省级以上杂志发表科技论文 15篇；
在《金华科普》《枣林》刊物上发表科普
文艺作品8篇。

从张希盛撰写的科普文章中，读
者可以感受到一位科技工作者对社
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1990 年，
张希盛发现我市东河乡殿口村毗邻
砖窑厂的枣林发生大批落果的现象，
他多次赴杭州等地请教专家，查阅资

料，并进行化验，找到了氟化物致使
落果的原因。接着他又对多处砖窑厂
附近的枣园进行观察、调查，发现了
同样现象，遂写了《农业开发应注重
环境质量的评估》《创造良好的生态
环境迫在眉睫》《义乌生态环境现状
及对策》等一系列保护环境与农业、
林业关系的文章，发表在媒体刊物
上，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看到科技
染绿了大地，结出了硕果，张希盛感
到无比欣慰。他决心再接再厉，为义乌
大地添绿增彩。

“他就是个‘工作狂’，退休后还一
门心思惦记着山里的那片枣林！”面对
妻子的“抱怨”，张希盛始终觉得心有
亏欠，在岗的几十年里，他每天都与绿
色为伴，利用自己所学专长，对义乌的
一些名特土产、林木花卉、园林绿化等
寻根溯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退休
后，张希盛依旧没有闲下来，他几乎每
周都会参与林业局组织的相关活动发
挥余热。作为义乌青枣协会的老前辈，
他悉心指导农户种植青枣，大大提高
了青枣的产量和质量。每年植树节，总
可以在人群中发现一位头发花白老者
忙碌的身影。

“现在碧水蓝天已然成为义乌的背景色，森林绿色已融入我们的生活”

一位七旬老人的“绿色愿景”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本报讯“我的车遭人偷啦。”
近日，市公安局后宅派出所接到
群众报警，称其车辆停在后宅街
道北站四区楼下，但车内东西却
不翼而飞。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报警人的车辆外观完好，车
窗、门锁亦没有被撬痕迹，凭经
验，民警判断系“拉车门”盗窃车
内财物案件。调取案发现场周边
的监控时，发现几名男子有重大
作案嫌疑。随后，民警在义乌火
车站附近将犯罪嫌疑人周某某、
黄某某抓获。不久，又在江东街
道大湖头村附近将另一名犯罪

嫌疑人徐某某抓获。
据了解，几天前的凌晨，周某

某与黄某某两人在北站四区附近
拉车门“碰运气”。黄某某拉到一辆
黑色商务车时，车门开了，两人配
合“默契”，一个望风，一个找值钱
的东西。但“遗憾的是”，车上只有7
元零钱。“7 块钱也是钱，拿走再
说。”两人拿钱后，又到了江东街道
大湖头村继续以拉车门的方式行
窃，同样被他们找到一辆白色轿车
没有锁门，并被翻出了两个钻戒。
偷到钻戒后，两人找到了徐某某，
让其帮忙销赃。

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对盗
窃等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三
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拉车门“碰运气”
7块钱也要偷

天气早知道

退休后，张希盛经常回到枣林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