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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柔和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洒进西南大学的物理
实验室，一个忙碌的身影正在桌子旁反复进行着实验，玻
璃仪器上倒映出少年严肃认真的脸。

他叫段皓严，今年16岁，是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
学生。小小年纪的他已七次代表重庆出征国际国内大赛
等，并斩获各项荣誉。今年7月，他的个人科技创新成果在
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金奖及北理专项奖。
至此，他已连续3年代表重庆进入全国总决赛，取得1金2
铜6专项奖的骄人成绩……

如今，他被市教委命名为“科技小能手”，被同学们推
选为学校第六届学生学术委员会主席，带领小伙伴们走在
科技创新的道路上。

段皓严的科创经历始于初中物理老师讲的一个“水中
叉鱼”的故事。物理课上，老师告诉大家，观察水中的鱼时，
鱼看起来要比实际位置高一点，这是因为从鱼反射出的
光，在水面处发生了折射，折射光线向远离法线的方向偏
折，我们看到的是鱼的虚像，它所在的地方不是鱼的真实
位置。因此，有经验的渔夫在用鱼叉捕鱼时，总是瞄准所看
到的鱼的下方位置叉去，而不会将鱼叉对准他看到的鱼。

“那么，鱼像比真实的鱼具体要高多少呢？”充满好奇
心的段皓严开始较上了劲。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问，段皓严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高
中的数学知识，算出了一个具体的定量公式来表达像与物
的位置关系。之后他又想到在实际捕鱼的过程中，往往面
对的是一群鱼而不是一条鱼。为了解决一群鱼的定位问
题，他利用人工鱼群算法，实现了通过折射光线对鱼群进
行定位。

如何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段皓严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他想出了鱼群定位装置的设计方案和节能型
驱鱼实验装置设计方案，这是他第一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研究。

“在装置设计过程中，我还去西南大学实验室拜师，去

识别电子元器件、学习焊接和电路设计，反反复复做实验。
多少个周末泡在实验室，弄坏了多少个盆，多少次去江边
观察，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此外，段皓严还对“无人驾驶”情有独钟，他设计的“鹰
眼”系统已经做到可自动识别交通标志。

为了设计这个“鹰眼”系统，段皓严使出了浑身解数：
不懂编程，他就找相关书籍自学，搜集网上的公开课自行
揣摩；面对更加深奥的机器学习理论，段皓严找到了西南
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实验室，观摩相关实验，诚恳请
教……

终于，“鹰眼”系统逐步建立起来了。他开发的“鹰眼”
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仍能够清晰地识别交通标志，对一些
比较倾斜、模糊的交通标志也有很高的辨识度，值得一提
的是，他设计的算法识辨精度达到99.75%，超过目前最高
准确度99.65%。

如果说“水中叉鱼”让他初涉智能算法，“鹰眼”交通标

志识别则让他对算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经过这两次的
科研探索，段皓严体会到了智能算法的奇妙，开始思考这
些算法在什么机器上运行更加有效。

作为英才学员和雏鹰学员的他，一次去大学实验室学
习时，老师带着他认识了一个神奇的器件——忆阻器。用
它设计的电路有仿生功能，能够实现类似人脑神经网络的
结构和功能，大大提高了运算效率。

去年暑假，段皓严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了实验室
里，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用蛋清做出了一个有机的柔性忆
阻器。

“通过测试的那一刹那，我简直激动得流泪，开始期待
着有一天在人工智能上用我设计的元器件。”

尽管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在科学研究的浩瀚世界，段
皓严犹如一株刚刚破土的小苗，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正
在努力向上生长。

（原载2019 年 12 月 08 日《重庆日报》4版）

平素忙于生活和工作，已无暇坐下来，
静 心 读 读 书 了 。没 有 阅 读 的 日 子 ，感 到 枯
燥 乏 味 ，没 有 自 信 和 动 力 。阅 读 可 以 带 给
人 心 灵 的 平 和 ，精 神 的 慰 藉 ，让 我 们 永 葆
青春活力，带给我们最隽永的乐趣和最恒
久的力量。

其实阅读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十

分 钟 ，就 可 以 让 我 们 收 获 很 多 。每 天 坚 持
阅 读 十 分 钟 ，每 分 钟 读 三 百 字 ，十 分 钟 就
能 读 三 千 字 ，一 周 读 二 万 字 ，一 个 月 可 以
读近十万字，而书籍的篇幅按十万字左右
计算的话，我们一个月就能够读完一本书，
一年可以读十几本书。

每个人应该都体会过瞬间被文字改变

的时刻，那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直击心灵的
文字、段落，教会我们思考、感悟生活，点燃
人生的希望，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进。几乎每
一个成功 者 ，都 离 不 开 阅 读 ，每 天 十 分 钟
的读书习惯，也许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阅读是幸福快乐的，能够使你的生活
丰 富 多 彩 ，你 可 以 在 阅 读 中 愉 悦 身 心 ，与

古今中外名人对话，与智者交谈。阅读，是
一件可以渗透到生活中的事情，只有通过
经 常 性 接 触 书 本 ，才 能 对 学 习 产 生 兴 趣 ，
对知识充满渴望，才能在不知不觉中增长
知 识 ，才 能 跟 上 时 代 的 步 伐 ，跟 上 社 会 的
节拍。

无论你有多忙，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

心中有书，想着阅读，你总可以挤出十分钟
的时间。只要每天坚持十分钟，日积月累，便
可以厚积你的人生。面对阅读，我们需要热
情和兴趣，必须把它当作陪伴一生的习惯。
一个有远见的人，再忙再累，也会抽出十分
钟阅读，因为，书才是一生的朋友，它将陪伴
我们一步步走向成功。

上世纪 50 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中国人
民大学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当天，学
校特意请 80 岁的老校长吴玉章观看演出。演
到“哭坟”一场时，工作人员发现前排正中一
直笑容可掬的老校长表情变了，只见他微微
低下头，眼睛闪出泪花，进而泣不成声。

“吴玉章之所以哭，主要因为他触景生
情，想起了去世多年的妻子游丙莲。”近日，市
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简奕指着电脑上
的一张吴玉章的照片，对重庆日报记者讲起
了吴玉章与妻子游丙莲之间的故事。

分居44年不离不弃

“1896 年，18 岁的吴玉章按照家人安排，
与出生于普通农家的游丙莲结为夫妻。”简奕
介绍，虽然游丙莲裹过脚，几乎也不识字，但
婚后两人却互敬互爱，先后育有一女一子。

好景不长，为谋求强国之策，吴玉章于
1903年东渡日本。自此，吴玉章开始了与妻子
游丙莲44年的分居生涯。

在这 44 年的时间里，吴玉章虽然和妻子
游丙莲有过短暂的相聚，但大部分时间，两人
都是分居两地。“即使如此，吴玉章身边始终
未有别人。”简奕说，当他人问及婚姻状况时，
吴玉章总说自己的婚姻非常幸福。“在吴玉章
看来，他的婚姻幸福并不是世人普遍羡慕的

‘富贵双双到白头’，而在于他和游丙莲尚健
在，待到革命成功，便可家人团聚。”简奕说。

“可惜的是，吴玉章最终却没能等到与游
丙莲团聚的那一天。”简奕说，1946年，游丙莲

突患重病，家中赶紧托人传书给在重庆工作
的吴玉章，希望他回家一探。“但受限于当时
的局势，吴玉章只能一边命儿子回乡侍母，等
待转机，但这一等，却等来了游丙莲去世的噩
耗。”简奕说。

吴玉章忠贞不渝的三个原因

“如今，在四川荣县的吴玉章故居内，依
然挂着两张游丙莲的照片，一张是全家福，另
一张则是她和吴玉章的合照。”简奕说。

记者发现，这两张照片中，吴玉章均身着
西装，显得神采奕奕。游丙莲在第一张全家福
照片中还表现出较好的精神状态，但第二张

合照中，游丙莲却微微佝偻，显得较为沧桑。
“这两张照片分别拍摄于 1911 年和 1920

年。”简奕说，游丙莲的变化则记录着她对这
个家庭的付出。

“游丙莲的默默付出也打动了吴玉章。”
简奕说，在分居的那些年里，吴玉章虽颠沛流
离，但从未起过再娶之意，而是把游丙莲作为
自己婚姻的最后归宿。

“吴玉章对游丙莲的敬重还体现在文学作
品之中。”简奕说，例如在《六十自述》一文中，
吴玉章就谈及了自己把游丙莲作为婚姻最后
归宿的原因。

“首先是出于对游丙莲的感激。”简奕说，
在这篇文章中，吴玉章写道：“因为我既从事

革命，不能顾及家庭。我有一儿一女，家里又
穷，全仗她为我教养儿女。我在日本留学时，
家曾断炊数日，终赖她勤俭得以使儿女长成。
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何忍负之？！”

“其次则是由于吴玉章本人自然养成的婚
姻道德观念。”简奕说，吴玉章在文中指出：

“乡里贫贱之人一到都市，或稍有地位，则狂
嫖烂赌，抛弃妻子，另纳新人，往往使可怜的
原配孤苦伶仃或饮恨而死，为世诟病。我为挽
救此种恶风气，以免青年人受到家庭的阻碍
而不让其远行，故以身作则，以塞顽固者之藉
口。到了我相信共产主义，并听到以共妻来诬
蔑共产党以后，我更以共产党的道德，坚强我
的操守，以打破敌人无稽的谰言。”

“最重要的则是吴玉章希望通过这段婚
姻，来打破人压迫人的制度。”简奕告诉记者，
吴玉章说：“真正要以共产主义打破人压迫人
的制度，除了消灭财产私有而外，还有男子压
迫女子、欺负女子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这是数千年习惯的问题，不是空言解放女子、
男女平等就可以转移风气，必须有一种坚忍不
变、人所难能的毅力以移风易俗才会有效。”

“在这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吴玉章自然对
游丙莲充满了敬意。”简奕说。

良好家风传后人

今年 3 月 1 日，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的《谢谢了，我的家》栏目中，吴玉章的长孙女
吴本立走上前台，用充满感情的嗓音，朗诵了
爷爷吴玉章写给奶奶游丙莲的悼文——《哭
吾妻游丙莲》，言语之间饱含深情，让在场观
众潸然泪下。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无疑可以感受到吴
玉章与游丙莲之间深厚的情谊。”简奕说，但
吴玉章 1946 年首度得知游丙莲去世的消息
后，只是愣了一下，又像日常一样投身于工作
之中。

为何吴玉章会是这样的表现？“这要和当
时的大形势有关。”简奕说，游丙莲去世时，恰
逢国共合作破裂，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
章一方面要安排撤退，一方面要坚持工作，故
只能把儿女情长放在心中，镇定自若地展开
工作。

“但当夜深人静之时，吴玉章的哀思就喷
薄而出。”简奕说，吴玉章挥笔写下《哭吾妻游
丙莲》一文，就是为了寄托他对爱妻的哀思。

在这篇文章中，吴玉章不仅用“不幸噩耗
传来，你竟舍我而长逝，能不痛心”语句来表
达自己的悲伤，还通过“我只有以不屈不挠、
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
儿女，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繁荣
的新中国”语句表达自己坚持革命的崇高理
想。

“吴玉章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简奕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曾先后出
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
任等职位，并通过制定实施《汉字简化方案》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语拼音方案》等
方案，为我国文字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玉章和游丙莲相濡以沫的爱情背后，
我们更该学习的是吴玉章对家风的重视。”简
奕说，吴玉章虽身居高位，但从未忘记对子女
的教育。在他写给亲人的书信中，都再三强调
了勤俭持家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事事莫存虚
体面，行行当立好规模”的良好家风。

“家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
良好家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吴玉章和妻子游
丙莲之间的感人爱情，以及吴玉章对家风的
重视，为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
样。”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
研究馆员王浩说，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向
以吴玉章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学习，通过
建设良好的家风，涵养家庭美德，进而做到修
身律己、廉洁齐家。

（原载 2019 年 12 月 09 日《重庆日报》3
版）

吴玉章 相濡以沫显真情
重庆日报记者 黄琪奥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学生段皓严

“水中叉鱼”引发少年的科学探索之梦

阅读十分钟，就能让我们收获很多
■周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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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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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药养生逐渐成了一股潮流。很多人都认为中药安
全、没有副作用，甚至能“有病治病，无病健身”。基于这种认识，
不少人爱到药店买些中药来“自治”疾病，有些老病号甚至将一
些含有参类的中药错当“补药”长期服用来达到保健的目的。据
青年时报报道，浙江一中年女子10年间痴迷自己购药治病，自
认为选的都是中草药或中成药，不大有副作用，结果导致多器官
损伤、衰竭。

药物的两重性是药物作用的基本规律之一，中药也不例外。
日常生活中，不少喜欢擅购中药治病、保健的人本身多缺乏足够
的医学常识，易因辨证不准、重复用药、超量滥用引起不良反应，
甚至导致病症加重，特别是有基础病的患者以及老人、小孩和孕
妇，服用不慎更容易伤身，应当引起警惕。

比如有些人一觉得有点腰酸背痛，就吃六味地黄丸补一补。
其实六味地黄丸并非人人适用。六味地黄丸只适合阴虚患者，肾
阴不足的人，特别是中年人适宜服用。年轻人或者肝脾湿热、肺
热的人服用六味地黄丸，不但会加重湿热，还会导致口舌生疮、
小便发黄等现象，还可能越补身体越不适，甚至使原有病情加
重。所以服用六味地黄丸前一定要咨询医生，弄清是否对症，千
万不能当成补品随便吃，也不能过量吃。

很多有便秘、痤疮的患者，为了泻火解毒，缓解症状，自行大
量、长期地服用牛黄解毒片，结果却出现了皮疹、剧痒、发热、哮
喘、胸闷、心悸、腹泻等不正常现象。这是过量服用牛黄解毒片发
生的不良反应。牛黄解毒片服用不要超过三天，否则会引起慢性
砷中毒，对神经、血管、心脏、肝、肾、脾都能造成损伤，重者危及
生命。

重庆市北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都是安全无毒的吗？

本报讯 12月18日，我市将举行主城区第29次公租房摇号配
租，位于歇马街道的缙云新居公租房将参与此次摇号配租，凡在12
月11日前到申请点提交申请并符合公租房保障条件的申请人均可
参加摇号。

本次摇号配租共有19个公租房小区的房源，房源主要集中在缙
云新居、幸福华庭、樵坪人家、学府悦园等小区。各公租房小区的具
体房源和对应申请人数可在申请点咨询了解，建议申请人结合自身
需求和房源情况，合理选择申请房源。

本报提醒，一定要到各区公租房申请点提交申请，切勿相信任何
中介或个人“代办申请包配租”的承诺，谨防上当受骗、钱财受损。

（本报记者）

缙云新居公租房本月18日摇号配租

吴玉章（右）与游丙莲合照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供图）

重庆日报记者 李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