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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笼罩之下，有序推动复工

复产成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紧迫任务。连

日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学院

张而耕教授带领科研团队为 20 余

家著名刀具和重工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技术支撑，为科学战“疫”和推

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上应智

慧与力量。

“硬核”技术为企业复工按下

“加速键”

张而耕教授领衔的上海物理

气相沉积（PVD）超硬涂层及装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的纳米多

层高硅硬质涂层，可以耐 1400℃

高温，维氏硬性达到 HV4500，能

够切削加工钛合金、高温合金及

HRC65的淬硬钢，对于航空航天

设备加工、精密仪器及模具成型制

造极为重要，其涂层技术已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

硬质涂层是各类切削工具的

最后一道工序。由于疫情影响，众

多刀具企业和重工企业面临技术

难题，大规模复工复产无法正常开

展，急需耐高温纳米硬质涂层。接

到企业的求助后，在学校和学院领

导的全力支持下，张而耕教授带领

团队成员放弃春节休假，第一时间

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技术支持和

生产研发中，给企业复工复产服下

“定心丸”。

为了最大程度地支持企业完

成生产，在人员缺乏和条件匮乏的

情况下，张而耕和团队的 3位老师

在中心轮流值班，保障机器设备不

“停工”。晚上，两把椅子一拼就成

了他们的“床铺”。疫情面前，科学

技术不再是冰冷的机器或枯燥的

实践，散发出浓浓的温度和情怀。

“这期间，柯勤飞校长前来看

望慰问我们，并送来了关心和鼓

励。后保处每天派专人送来可口的

饭菜。特殊时期，大家守望相助，共

克时艰，我们倍感暖心，也深感责

任在肩。”张而耕说。

一个月以来，中心夜以继日，

连续为上海名古屋精密工具（世界

非标刀具排名第一）、苏州吉恒纳

米科技、昆山欧思克精密工具（世

界 500 强山高刀具全资子公司）、

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气集团）、济

南重工（央企）等 20 多家著名企业

提供硬质涂层生产服务，总计交付

各类刀具 4 万只，总重量达到 5 吨

左右，为企业复工复产按下了“加

速键”。

“复工就是战‘疫’！以技术支

持、服务企业，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经济发展总体战贡献力量，

这是一名上应大科研工作者的初

心与使命。”张而耕说。

把科研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上海物理气相沉积（PVD）超

硬涂层及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作为上海市级工程中心，目前研发

的硬质涂层有 10 个品种在 200 多

家企业应用，年产生经济效益达

20 亿元，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知

名度很高的研发机构。

走进企业、对接需求、科研攻

关、成果转化，这些是张而耕教授

团队开展科研工作的“法宝”，平日

里往返于学校、企业之间已经是他

工作的常态。

“纳微米涂层”作为高新科技，

运用于刀具、各类模具以及机械零

部件表面，可使这些刀具等的寿命

提高 3-10 倍以上，具有超高硬度、

更强结合力，且环保零排放。只要

有制造业的地方，就有涂层的用

武之地。

据张而耕介绍，工业发达国家

80%的金属加工刀具采用涂层处

理，国外涂层公司及研发中心掌握

着涂层的核心技术，占据着国际市

场的大部分份额。而国内的涂层

工艺、涂层技术及涂层装备尚不成

熟，必须依托国外的涂层公司，特

别被动。

研发高性能涂层技术，抢占涂

层市场的国际份额，成为张而耕的

科研动力和使命。于是，他一头扎

进企业，从
前近会近升的近司。公近升贸
文大研了张升的近司司公近升贸
生层查涂 年 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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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这个寒假注

定非比寻常, 一场病毒的肆

虐让原本轻松愉快的假期

变得漫长，令人窒息。与此

同时，网络课程大批涌现，

学生们纷纷在家中上起了

网课，各大学习平台网络崩

溃的消息频频出现在微博

热搜，期望开学的呼声越来

越热切。每每回想起曾经那

个厌恶开学的自己，放到今

天来看，竟是如此的幼稚。

因为一个不明来历的

病毒，中国乃至全世界期待

的 2020年被彻底改变。人

们绝对不会想到病毒会以

如此迅猛的速度成倍地增

长和传染，几乎席卷了整个

中国。由于疫情形势严峻，全国各类学校

不得不宣布假期延长、开学延迟。然而这

并不妨碍孩子们在家中努力学习网络课

程，孩子们也在无形中加入了这场全民

“战”疫，以另一种方式支持着抗疫工作。

2020年春节假期，一句“请告诉孩子，

成为像钟南山那样的人，是读书的终极目

的……”刷爆了家长和老师的朋友圈，新冠

疫情的暴发，让更多父母和老师意识到，把

孩子培养成像钟南山院士那般铮铮铁骨而

又不失学识涵养的人才是教育的本质目

的。而孩子们或多或少也已经意识到，能够

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朗朗读书、和同学

们课间无拘无束地奔跑在操场和草坪上，

那些平淡日子里看似再寻常不过的一件

小事，如今却是那么令人期待和憧憬。过

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颜回可以做

到不改其乐；现在，“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的

道理慢慢从教导变为体会，甚至影响孩子

们的一生。“在多元的成长面前，在对生命

的礼赞中，分数万能，何其狭隘。”人民网热

评曾如是说。

漫长假期或许难熬，网络课程缺乏师

生互动难免乏味，但漫漫人生路不可逆，管

他酸甜苦辣咸，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时间不

等人，再苦再咸，努力坚守，把握当下，终将

转化为幸福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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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一完，我便收拾行李回家了。到家

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老家的楼比魔都

的楼低很多，所以看得见星星。看着夜色

不错，我便放下行李出去转了转。烤猪蹄，

配着碗猫耳朵，我好像又回到了高中时期

下了晚自习的夜晚。那个晚上，我尽情享

用美味，却完全没想到这是我这个假期第

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品尝这熟悉的味

道了。

原本的寒假计划被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出不了门，每天只能与电脑和手

机为伴，时间长了，甚是无聊。终于，学校

通知要在线授课了，放飞了一个多月的心

也终于可以收一收了。随手翻开一旁的高

数书，脑子里却忽然想起了二食堂煮得刚

好的关东煮，大概是我之前总是边吃关东

煮边复习高数的原因。思绪放出去，便很

难收得回来了，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不

敲打着脑神经的每一个突触，静谧的图书

馆、考试周前人满为患的通宵自习室、排长

队的食堂……甚至还有化学老师严肃的面

孔，或许我是真的想念学校了。

翻出与辅导员的聊天记录，想问问确

切的开学日期，却无意中翻到了入学报到

时她说的那句话：“从高中到大学，变的是

环境，不变的应该是不断学习的你们。”初

看的时候应付了过去，现在又看到，却再也

翻不动屏幕了，变的是环境，不管是从高中

到大学，还是从平时到疫情，我们都该始终

保持那颗不断学习，努力奋进的心。

因为特殊时期，我们暂时无法踏入学

校开始新学期的学习，但宅家并不等于放

飞自我。学校和老师为我们准备了详尽的

网络学习资料，我们为什么不保持本心，把

网课当面授，或许在网络学习中我们能找

到另一番全新的天地。

新冠肺炎从暴发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

多少天没出过门了。窗外的阳光、微风，哪怕

是淅淅沥沥的小雨，都让人想要出去感受一

番。窝在家里这些天，我开始感慨平时那些

未曾注意的触手可得的安逸和幸福。

曾经，我想写一个主题，关于日常的声

音———爸爸车上雨刮器的声音、老师上课时

用粉笔写字的声音、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

……现如今，再加上一种声音———外卖小哥

的敲门声。很久没有听到外卖小哥的敲门声

以及那句热情的“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现在的状况，大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在路上骑着电瓶车风驰电掣的外卖小哥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虽然他们基

本都戴上了口罩和手套，但还是会有感染

的风险。说实话我在心里真的很佩服他们。

当然了，除了外卖小哥，还有出租车司机、

快递小哥、把守小区门口为进出人员测量

体温的保安和居委会干部等等，他们用自

己的力量维系守护我们的安全和安定，他

们值得世间的所有赞美和歌颂。

医护人员们太伟大了，不用我再写，所

有人的心里都会是满满的赞美和钦佩。此

文只是想记录一下我个人的感慨，在我们

的身边还有很多未曾注意到的美好与值

得。最后的最后，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安地度

过这段时光。

2020年才刚刚开始，一场疫情阻击战

就仿佛在提醒全世界要学会珍惜。在这个

加长版的寒假里，我有幸参加了多次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活动，成为了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的一名“战士”。

先说说我做志愿者的初衷吧。很简

单，我是一个上海人，一个金山人，我觉得

我应该尽我所能去为家乡疫情防控贡献

一份力量。同时我也是红十字会的一员，

有义务有责任去践行“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会精神。这不是官话套话，完全

是我的真情实感。作为一名“00后”，虽然

我有时会疑惑，会迷惘，但总有一些力量

从我的内心深处涌上来，成为一束光，照

亮我前行的方向。

看似简单的志愿服务，也有意想不到

的辛苦。在 S36 高速道口，我们志愿者的

工作主要是负责让司机与乘客扫码“健康

云”，录入个人信息。换班休息的时候，我

在朋友圈里发了两个字：“好渴”。当时就

有朋友在评论区问我：“你渴，那你为啥不

喝水呢？”我当时一愣，回复道:“我不敢多

喝水，我怕水喝多了我会想去厕所，那就

会浪费一套防护服。”其实没有人要求我

们志愿者减少喝水量避免去厕所，但所有

的志愿者都不约而同地遵守着这条“规

则”。

S36 道口的车流主要以货车通勤为

主，货车司机对手机操作相对不熟练，需要

志愿者手把手帮助。暖阳下，我穿着对我来

说异常臃肿的防护服在车流中穿行。本以

为司机们会感到厌烦，但很意外司机们都

非常配合，还有好几位师傅对我们表示感

谢：“我们不辛苦，你们志愿者才辛苦，这段

时间真的谢谢你们了。”听到这几句话的时

候，我的第一个直观感受是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我做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第

二个感受才是感动，我的工作得到了公众

的认可，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没有从天

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对

此，我深有同感。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希

望我能够尽可能地燃烧自己，为我爱的这

个世界加一点助力。

最后，致敬一线医护人员，春天会来，

花会盛开。愿山河无恙，众人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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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电影《小森林》属于清新治

愈系影片。小森是日本东北地区的一个村

庄，这里少有商店，如果要买东西，需要去

村公所所在的村中心。这里几乎没有年轻

人，大多是在小森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年

人。作为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向往者，小森的恬淡与安适亦让我无限

憧憬。

《小森林》分为夏秋和冬春两个部分，

相同的开篇独白，却展现了多姿静美的四

季之景。在小森，大家温馨而纯朴，纪子奶

奶会送来清爽香甜的水果，贩鱼大叔会分

享某天灵光一闪的作品糖煮板栗，如果要

问什么是美好，我想就是这每一个不经意

的瞬间吧。

看完影片，我不禁微微湿了眼眶。我想

起了我的童年时光，田间地头的你追我赶，

山野枝头的野蛮无畏，都成为了“珍藏经

典”。我记得稻田里捕蚂蚱的欢乐，也记得

泥路旁不知名野果的酸甜，可无论如何，我

终究再也无法回归自己的“小森”。成长就

是这样，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些什么。

总会被人问到我心中的文艺究竟是什

么，我想大概就是在这看似简单的生活里

所蕴藏的那些美好。是的，小森还是那个

小森，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是山腰氤氲缭绕

的雾气，是田间地头播种与收获的悠然自

得，是山野果蔬采撷的无限乐趣。简单，却

不刻意。或许，小森便是大多数人心灵最深

处的那方净土吧！

我心深处

阴 wx
看电影《小森林》有感

飞

阴 yz{平凡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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