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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鉴史鉴

■文/图 记者 周缅
通讯员 张华燕 朱成聪

本报讯 昨天是第 22 个世
界知识产权日，信宜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4月20日至26日以“全
面开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新征
程”为主题，开展多形式丰富知
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规范商标使用助力农产
品品控溯源

4 月 22 日，为更好推动三华
李产业发展，建立银妃三华李
品控溯源体系，积极参加在钱
排召开的三华李产业大会。该
局就银妃商标的商标品牌提升
在会上举办了培训班，详细解
读保护知识产权有关商标保
护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现
场签订 126 份《商标使用风险
提示书》，对商标使用的风险
防范进行了提示，对“银妃”商
标的使用、许可、广告宣传、包

装等方面作了规范性的行政
指导；指导“银妃”商标持有人
钱排镇经济联合总社进一步
完善商标使用管理，巩固商标
维权意识，推进商标战略，对
银妃商标的品牌溯源进行有
效保护，提高市场竞争力，将

“银妃”商标打造成“信字号”
“信宜出品 信誉保障”的优质
农产品品牌。

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进校
园活动

今年 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
的主题是“知识产权与青年：锐
意创新，建设未来”。昨日，该
局与信宜中学携手在校园开
展 了 知 识 产 权 日 宣 传 活 动 。
活动以开主题班会、播放宣传
片、共读中国知识产权报、举
行 知 识 竞 赛 等 多 样 形 式 进
行。宣传活动让同学们明白
知识产权在党和国家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理解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纲要的重大部署，了解
知识产权发展现状，增强了尊
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认
识到作为最具创造力的“千禧
一代”，在我国向知识产权强国
迈进的征程中要勇担使命，发

掘潜能，创造不凡。

多形式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该局通过本地主流媒体、
微信公众号、现场宣传、户外
广告显示屏等各类载体，采取

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视频
和宣传标语、张贴主题海报等
方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线上线下宣传活动，并在

《中国知识产权报》报道本市
特色品牌带动乡村振兴取得

的成果。
通过一系列宣传知识产权

法律法规、相关知识以及报道信
宜市知识产权建设成效，在全社
会营造了浓厚的尊重、运用和保
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信宜市场监管局走进校园

多形式宣传知识产权知识

■通讯员 房亚金

本报讯 前日晚上7点左右 ，
化州市纪委领导一行在该市河西
街道主要领导以及驻镇帮镇扶村
全体干部一行10多人，深入河西
街道禾化村委会丹山村开展“走
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的走访

夜访活动，禾化村全体干部以及
丹山村干部群众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化州市纪委领导首先
向全体与会人员讲明前来目的，
然后耐心听取干部群众对如何
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前疫情
防控工作，道路建设、污水处理、
集中供水、复耕复垦、水利建设

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夜访组耐
心听取并一一作详细记录，并就
干部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
一研究分析，对当场能解决的问
题当即提出解决方案，对一时无
法解决的问题，作了详细记录，
现场叮嘱在场领导干部会后带
着问题思考研究，择日拿出处理

方案及时回复。并强调：夜访不
是作秀，要广泛听取呼声和意
见，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我
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
工作中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敢于
揭短、亮丑，及时发现问题、改正
问题、纠正工作方式、全力全面
彻底高质量推进历史赋予我们

的各项工作。
会后，夜访组走进丹山村的

村头巷尾，询问脱贫户生活质量
巩固情况，要求大家在做好乡村
振兴、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的同
时，不忘对脱贫户的关心。当晚
还看望慰问了驻镇帮镇扶村全体
工作队员。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梁郁文
通讯员 李良添 胡东

本报讯 化州市石湾街道党工委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中心工作，多措并
举，多点发力，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
优势，从不同角度、不同路径为乡村振兴
贡献统战力量。

搭沟通平台，畅通建言献策渠道。
该街道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将统战工
作纳入党工委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统
战工作室（站），夯实工作阵地；组织统
战成员围绕民生热点问题实地走访调
研、建言献策，为助力乡村振兴贡献智
慧和力量。

聚商业资源，服务乡域社会事业。该
街道以商会为抓手，建立沟通联系机制，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投
身社会公益事业。到目前止，乡贤们共捐
资 200 多万元助力乡村振兴，为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添砖加瓦。

结乡情纽带，倡导乡贤返乡创业。
该街道以“乡情”为纽带，召开返乡人才
座谈会，引导乡贤们充分利用技术、资
金、人脉等资源优势参与家乡建设，在实
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中发挥积极
作用。

送暖心服务，打通工作最后一公里。
该街道发挥统一战线智力密集、人才荟
萃、联系广泛等优势，整合资源，凝聚力
量，为辖区内企业、扶贫产业、生产合作
社、农民群众等开展用工推介、科普宣传、
农技指导、电商培训、医疗义诊等形式多
样的服务活动，扎实为群众做好事、办实
事，使各类惠农惠企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为石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活力、添助
力、强动力。

化州市纪委到河西街道开展走访夜访话动
广泛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化州石湾街道

发挥统战优势
助推乡村振兴

“中国有吴仲华，还要引进航空发动
机？”上世纪70年代，当得知中国要引进英国
罗罗公司的斯贝发动机，英国人诧异道。要
知道，斯贝发动机的研制，得益于中国科学
家吴仲华提出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并
且，世界上主流航空发动机的研制都利用了
该理论。

如果要列一个“加速世界文明进程的中
国科学家”榜单，吴仲华一定会留下名字。
而他一生的追求则是：“中国人搞出的理论，
首先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青年求学 荣登高峰

二战之后，航空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为提高飞机发动机性能，各国都投入重
金。但航空喷气发动机（燃气轮机）技术含
量极高，求解其内部流动的控制方程组，即
使在今天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谁也不
曾想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会解开这道
难题，做出影响整个工业界的理论突破。

上世纪 40 年代，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
生。当时人们并未预料到其变革性的影响，
吴仲华却洞察先机，成为国际大规模科学计
算的开拓者之一。1950年，他经过严格的论
证分析，做出两大颠覆性突破：一是摒弃当
时公认的视叶片为孤立翼型的方法，将难以
计算的黏性选项代之以熵的梯度，提出吴氏
方程；二是抛弃当时流体力学界推崇的解析
求解方法，把复杂的三维空间流动分解成几
个简单合理的二维计算，使得利用计算机进
行数值求解成为可能。

这项工作一经发表，掌声和质疑声纷至
沓来。这位博士毕业3年的年轻人何以敢挑
战权威、挑战经典？40 年后，吴仲华当时的
主要争论对手——加州理工学院教授Frank
Marble 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微笑着说：“吴是
对的，我当时错了。”

国外学者曾总结，上世纪 50 年代初，叶
轮机械界发生了两件大事：电子计算机的发
明和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的创立。此后，
航空发动机发展走上“快车道”，世界三大飞
机发动机制造商罗罗、普惠和通用电气的先
进发动机纷纷实现商用。吴仲华 1992 年去
世时，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在新闻中罗列了
采用其理论设计的一系列先进航空发动机，
称他为“叶轮机械先锋”。

“这个理论完美结合了丰富的想象力、
清晰的物理概念、严格的数学演绎和方便的
工程应用，体现了工程科学之美。”吴仲华的
学生和多年的助手、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建中
说。三元流动理论应用广泛，三峡水利枢纽

工程水轮机的设计也应用了该理论。

创立学科 利在千秋

辉煌的学术成就留不住吴仲华的心。
1950 年 11 月 28 日，吴仲华高大的身影出现
在纽约街头。他专程前来，为的是到联合国
安理会聆听中国代表伍修权控诉美国在朝
鲜战争中侵略中国台湾的发言。

义愤填膺的吴仲华夫妇先后辞去 NA⁃
CA（NASA前身）的工作到大学教书。当时，
二人是极少数能为美国军方工作的外国人，
他们多次尝试离美都未成功，还被劝说入
籍。直到 1954年 8月的一个星期日，趁着纽
约机场移民局休息的机会，吴仲华全家以旅
游为名绕道欧洲，终于在年底辗转回到北
京。后来，这对伉俪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

归国后的吴仲华在母校清华大学创建
了我国第一个燃气轮机专业。那时，清华航
空系已划分到北京航空学院，他与筹建小组
想方设法广揽人才、组建教研组，攻坚克难
地建设实验室。后来活跃在我国燃气轮机
领域的很多技术骨干都是吴仲华的学生。

1957 年，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
星；1961 年，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
太空……吴仲华和任新民、梁守磐、史绍熙
等老一代科学家认识到航空发动机和航天
推进动力装置的重要性。1963年，吴仲华牵
头提出创立工程热物理学科，将工程热力
学、气动热力学、传热传质学和燃烧学几门

“古老”学科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一门崭新
的学科工程热物理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发展，工程热物理学在航空航天推进、能源
高效清洁利用、新能源开发、环境保护等领
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责任所在 拼命为之

“中国人搞出的理论，首先要为中国人
服务！”这是吴仲华一生的理想与抱负，亦是
他回国之后的行动指南。

燃气轮机系国之重器，是衡量一个国家
工业水平和科技能力的标志之一。吴仲华
最大的理想，是在中国独立自主发展航空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徐建中回忆，当时全世界
都在开展两机研制，吴仲华心急如焚。

但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并未
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1975年，中国引进斯
贝发动机。1977年，王震副总理写信给吴仲
华，希望由中国科学院派出技术力量，完成
斯贝发动机的改进工作。就这样，吴仲华带
着 12人去了西安，后留下 10人，又派两人去

英国罗罗公司学习，研究斯贝发动机。考虑
到航空发动机技术难度大，应用要求高，吴
仲华提出发展工业用燃气轮机和舰用发动
机的思路。1983 年，这项工作圆满完成，后
获中国科学院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982 年，吴仲华敢为人先，联合西安航
天发动机厂组建了中华燃气轮研究与开发
公司，在历史中扮演了改革者的角色。

整个上世纪 80 年代，吴仲华以“责任所
在，拼命为之”为座右铭，全身心投入燃气轮
机的科研和推广中。一位原国家计委领导
曾评价：引进斯贝发动机虽然不是吴先生建
议的，但后来他到处促进其应用，则完全是
从国家利益出发。

老骥伏枥 福泽后世

“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2017
年，吴仲华诞辰百年纪念，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用“船骥之托”比喻吴仲华托起国家
民族大业的贤能。

“能的梯级利用与总能系统”是吴仲华
另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论遗产，现已成为能
源科学发展的主流思想，被写入国家能源
规划。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经济高速
发展时代，此时能源供应尚不紧张。作为
一位战略科学家，吴仲华敏锐地指出：能源
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重点。1980 年，他在
党中央书记处举办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上
提出著名的“温度对口、梯级利用”用能思
想，后被《红旗》转载，成为县团级干部必读
教材。

1990年，73岁的吴仲华应邀赴美国讲学
4 个月，由美国宇航局录像，出版专著，作为
培训教材。1992年，在与病魔斗争的最后岁
月里，吴仲华还在病床上工作，同妻子李敏
华一起向有关领导提交“在我国发展 IGCC
洁净煤发电技术的建议”。

回首1943年，作为一位怀揣工业救国梦
的年轻人，来自农业大国的他最心仪的专业
是农业机械，阴差阳错，想开拖拉机的他却
走上了一条“开飞机”的道路。但是回顾吴
仲华的一生，一分一秒都未曾偏离“科技报
国”的初心。

去世前，他叮嘱去看望他的学生：“好好
干，把三元流动理论搞下去。”后来他几乎说
不出话了，有人来看望时，便看着一生琴瑟
和谐的伴侣李敏华说，“我想说的她都知
道。”在场的人都明白，吴仲华心底的那句话
一定是：中国人搞出的理论，一定要为中国
人民服务。

来源：《中国科学报》

吴仲华：船骥托起一片天
街巷的名字讲述着城市的故事，包

含着市民的记忆。苏州有一条书院巷，
近来因为疫情的原因，出入书院巷接送
家人的机会多了起来。此巷并不是很
长，约 500 米，步行只需三五分钟便可
走完。巷子两边店铺林立，以售卖吃食
居多，既有本地人喜欢光顾的传统老字
号，也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的新晋
网红。

查阅相关史料得知，书院巷所在，
唐代称南宫坊，宋代起称南园巷。得其
今名，源于南宋魏了翁及其创办的鹤山
书院。在这个遗迹众多的古城里，书院
巷并不起眼，但确是一条别有风味的街
巷。我喜欢这味，不单单是充满烟火气
的美食味，更是因为氤氲于历史长河中
的书香味、文化味。

魏了翁是谁？他是南宋著名理学
家，字华父，号鹤山，自称“白鹤山人”，
世称“鹤山先生”。魏了翁是邛州蒲江
（今四川省成都市浦江县）人，曾来苏州
做官，明人吴宽在《敕祀鹤山先生魏文
靖公记》中称其“立朝大节及讲明道学
之功，当时与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

‘真魏’并称”，这位“真文忠公”就是写
下《大学衍义》的真德秀。

魏了翁一生宦海沉浮，为人刚直不
阿，敢于坚持原则，也因此得罪了不少
人。南宋开禧元年（1205 年），韩侂胄
积极谋划开边。魏了翁审时度势，不同
意韩侂胄提出的北伐之计，于是上表朝
廷，认为“边备废弛，财用凋耗，人才衰
弱”的情况下，当务之急不在北伐收复
中原，而应该“急于内修”“不然，举天下
而试于一掷，宗社存亡系焉，不可忽
也”。此番言论，引得众人大惊。后来，
韩侂胄出兵北伐，因为策略失误、人才
不济而功亏一篑。

开禧三年（1207 年），韩侂胄被害，
奸臣史弥远把持朝堂，由于韩侂胄任内
禁止理学，史弥远便试图以崇奉理学、
起用名人来为自己壮大声势，魏了翁自
然也在其收召之列。然魏了翁对其所
作所为十分厌恶，不愿屈服，“三辞聘
召”以“迁延岁月”。不久，魏了翁的父
亲去世，他回到家乡，在白鹤山下一边
筑庐守制，一边建鹤山书院，著书传道，
宣扬理学。他以“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为治学准则，采用个人精读、
互相答问、集众析疑等教学方法，在四
川培养了许多学生，一时间，“蜀人尽知

义理之学”。
魏了翁每到一处为官，均以兴建

学堂、讲授理学、培养人才为要务。
他先后在湖南靖州、四川泸州和苏州
等地建书院，都冠以“鹤山书院”之
名 。 他 还 常 常 到 书 院 中 为 学 生 讲
课。在长期的学术和教育活动中，以
魏了翁及其弟子为代表，形成了理学
史上的“鹤山学派”，这一学派主张

“讲明义理，涵养气质，以成其材，而
待国家之用也”。

及至绍定六年（1233 年）史弥远离
世后，魏了翁在仕途上才有一些起色。
端平二年（1235 年），魏了翁兼领督视
江淮军马，这才来到了苏州。当时“边
警沓至”，魏了翁既要带领属地军民抵
抗蒙古军队南下，还不忘延续文脉，建
苏州鹤山书院。是书院，就少不了藏
书。魏了翁是藏书家，藏书是大儒的

“标配”，藏书家应该是他引以为豪的一
个称呼。

魏了翁要建一个天下最大的图书
馆，不为炫耀，不为藏私，只为天下人读
书明理。为了这个目标，他耗费了大量
财力和精力。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叶梦
得，其藏书之所东山宝俭堂，当年规模
也十分宏大，但所藏之书多为“独乐乐”
之用。后世天一阁藏书极其丰富，后人
谨遵先人遗志，藏书秘而不宣，天下读
书人看不到。许多私家藏书到最后变
成一堆植物纤维和石墨组成的“死书”，
它们的价值无法有效发挥。魏了翁创
办鹤山书院，把毕生收藏的十余万卷各
种孤本、古本都捐献出来，供生员学习
之用，此等胸襟为世人称道。

嘉熙元年（1237 年），魏了翁因病
客逝苏州，葬于苏州城外高景山金盆
坞，即现在的白马涧生态园入口东北
侧。朝廷下诏追封魏了翁为太师，谥号
文靖，累赠秦国公，赐宅苏州。

明朝永乐年间，鹤山书院被改建为
巡抚大臣行馆，直至清朝最后一任巡抚
程德全在此宣布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期
间都作巡抚衙门之用，故巷子又称抚署
前或抚辕前。

鹤山书院历经元、明、清三代，延绵
数百年，“书院巷”也因此名留青史。我
想，这自然有其巡抚衙门旧址的影响，
但更多的则是因为苏州人依然不忘一
代大儒魏了翁及其创办的鹤山书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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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巷里识了翁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在信宜中学开展知识产权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