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江杰休学后，专心在家
里搞科研。江其清并不清楚他
在忙些什么，但她知道儿子是
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

江其清没想到的是，张江
杰凭着满腔兴趣投入的研究真
的有了成果。仅仅一年以后，
他就研发出了一套“烟花无线
电子点火系统”，这套系统能
记录所有的燃放数据，有利于
故障检测，安全检测，出现事
故时能够及时调取相关数据，
并拥有事故自动分析系统，能
够有效分析事故原因。同时它
还拥有温度、火焰以及有害气
体传感器等，能够提前警告可
能存在的风险；拥有两套跳频
技术的无线模块，可避免无线
干扰，并且所有无线通信数据
都进行加密处理。在识别操作
人员方面，在主控制端搭载了
指纹识别系统，只有通过指纹
识别的操作人员才能进行相关
操作。它的安全性与操作性都
很高，还可应用于无线爆破等
方面。

这套由张江杰自主研发的
烟花无线电子点火系统获得了
国家专利。那一年，他才 17 岁。

巨大的成功并没有让张江
杰得意忘形。在梦想之路上收
获了第一枚果实后，他选择了
继续接受教育。为了不占用发
明时间，他选择了相对更自由、
也更能发展特长的中专学校。

2012 年 9 月，张江杰通过
参加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以
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

看着儿子的生活与学业终
于一步步又回到正轨，江其清
松了口气。然而不等她完全放
下心来，儿子又提出了一个惊
人的要求：他想开公司，希望
把自己的发明转化为实际的产
品。

为了帮助他实现梦想，江
其清和丈夫最终同意了他的要
求。从筹备资金、租房、购置
办公设备再到员工招聘，江其
清花了很多的心血。

经过准备，2012 年 10 月，

以张江杰的名字命名的“浏阳
市仁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成立。

从休学搞发明起，张江杰
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怪小孩”，
而帮助儿子开公司的江其清也
成了别人议论的对象。一般人
都难以理解她的做法，认为她
这样做是在溺爱孩子，也没有
多少人看好公司的前景，认为
是小孩子过家家，没多长时间
公司就会撑不下去。

张江杰关于发明的许多想
法都来源于他平时对生活敏锐
的观察。秋日的干燥空气很容
易引发森林火灾，张江杰决定
研发一个能够远程控制的森林
防火系统。为了让实验更精确，
张江杰带着几个员工到位于浏
阳市东北部的大围山收 集数
据。他带着帐篷和网购的军用
罐头，和员工一起翻山越岭地
做数据参数测试，从 12 月底
一直忙到除夕那天。山里情况
不明，江其清担心儿子的安全，
好几次要求他下山，可张江杰

坚持到最后一个数据检测完才
下山。

张江杰的努力得到了丰厚
的回报。这个前景并不被人看
好的公司在成立仅两个月后，
盈利就高达数十万元。

现年 20 岁的张江杰家住
浏阳市，从小就是个“好奇宝
宝”。他喜欢玩玩具，经常把
刚拿到手的新玩具拆得七零八
落，有时还会把几个玩具都拆
开，再拼接到一起。做中学老
师的母亲江其清不但不骂他，
还会主动引导他 ：“在小飞机
上装上小轮船的零件，飞机能
在水里游吗？给小轮船装上小
飞机的翅膀，船能飞起来吗？”

在江其清的鼓励下，小小
年纪的张江杰有了很强的动脑
和动手能力，并对电子机械方
面的东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从 10 岁开始，他就订阅 10 多
种国家 顶尖的电子方面的杂
志，有时候内容太深奥，他看
不懂，就去问，去查，一定要
弄明白。

虽然张江杰把很多的时间
花在科研方面，但凭着聪明的
天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进入高中后，由于课业繁重，
张江杰渐渐感到了吃力。一面
要应付繁重枯燥的课业，一面
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爱好，张江
杰在矛盾中感到异常痛苦，经
常一个人默默发呆。慢慢地，
他对学习产生了厌烦情绪，他
想停下脚步，去捣鼓自己感兴
趣的东西。

高二期中考试，张江杰又
考砸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绝
望。他对母亲说 ：“我不想上学
了，你能帮我在学校留档吗？
我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江其清一下子惊呆了。她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用尽量和
缓的语调问为什么。

张江杰小声说 ：“我对上学
没有兴趣，想休学在家里专心
做喜欢的事。”江其清劝他：“妈
妈知道你喜欢捣鼓一些小玩意，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现在不上
学，就只是个高中肄业生，学
历会成为你以后的障碍。”

张江杰坚定地说 ：“不上
学不代表我要放弃学习，我只
是要去学更感兴趣、更适合我
的东西。”

那时的江其清心里很乱，
让她同意孩子放弃学业，无疑
是个艰难的决定。江其清没有
马上否决，她劝儿子冷静下来
好好想想，也给自己留一点时
间好好思考。接下来的几天，
江其清夜夜都睡不着。她不停
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究竟哪里
出现了问题。她想起儿子初一

时写过的一篇日记《玩偶》。
在日记中，张江杰写道：

“中国古代封建教育的思想要
孩子一定要听家长的话，家长
让孩子做什么，孩子就要做什
么，不得违抗，这样才是别人
心中的好孩子、乖孩子，我认
为这样的孩子是生活当中的玩
偶。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
做法，我认为做自己喜欢做的
事情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
福。”

几天后，江其清再跟儿子
沟通，当张江杰依然坚持后，
江其清说 ：“那好，妈妈支持
你的决定。既然你已经考虑成
熟了，那就去做吧，妈妈不要
你做玩偶，妈妈希望你拥有幸
福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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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杰像是个有无限活力
的孩子，陶醉于科研世界，废
寝忘食。江其清很担心他的身
体，为了保证张江杰的健康，
她经常半夜的时候还要为他做
饭。一天凌晨 3 点多，江其清
迷迷糊糊地趴在桌子前休息，
房门被“砰砰砰”敲响了，张
江杰兴奋地冲进来对她说：“妈
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假
肢系统我有思路了！”

张江杰的爷爷因病瘫痪在
床，在他八九岁时，就想发明
一种可以让爷爷像正常人一样
行动的系统。这些年他一直没

有放弃这个梦想，这一晚取得
了突破性的进步，所以他兴奋
地第一时间跑来告诉妈妈。

经 过一 次次 的实 验与 努
力，张江杰终于成功了。使用
这套脑电波控制的假肢系统，
通常经过 1 至 2 周左右的训练
周期后，基本能够完成正常人
所能完成的动作。

今年 4 月，张江杰被中国
发明协会和中国发明科技部推
荐到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在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600 项发明
中，张江杰发明的脑电波控制
假 肢 系统一举 获得 金 奖，烟

花无线电子点火系统则荣获铜
奖。

张江杰终于从一个别人眼
中叛逆的怪小孩成为了一颗闪
亮的明星。

今年 6 月，受频发的校园
暴力事件的触动，张江杰又发
明了一种智能衣。穿上这种智
能衣，不仅可以“刀枪不入”，
避免被歹徒刺伤，还能检测出
歹徒行凶的工具种类，就连受
害人被刺部位、刺伤程度、被
刺地点等信息，都能在 2 秒内
发 送至该智能衣关联的手机
中。随后，张江杰计划将自己

的另一项发明“哑语转换系统”
转化为产品，帮助聋哑人开口

“说话”。这项发明已经于今年
上半年获得国家专利，能使聋
哑人完成手语与正常人语音之
间的转换，帮助他们与正常人
之间零障碍交流。

今年 10 月，张江杰组建了
自己的工作团队。他的工作团
队目前有 40 人，大多是本科
生和研究生。智能衣也于今年
11 月在上海昆山举办的中国国
际发明展上正式亮相，即将全
面推向市场。 

 （本文禁止转载、上网）

妈妈支持休学搞发明，
他在巴黎摘下世界金奖
浏阳小伙张江杰发明了“刀枪不入”的智能衣、脑电波
控制的假肢、让聋哑人开口“说话”的语言系统……
文 / 张雨

如果你家正在上高二的孩子忽然告诉你，他想休学去捣鼓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会答应吗？ 在浏
阳，张江杰在高二时就给母亲江其清出了这样的一个难题。她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在长沙，有一群智障儿童不但办起了画

展，而且其中有
百余幅作品被一
些机构和私人收
藏。而在这些惊
喜的背后，就有
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美术老师肖弋
和 她 的 40 多 名
学生们的辛勤付
出。 今 年 11 月
底，肖弋被湖南
省教育厅列入湖
南省“党和人民
满意的好老师”候选人名单。近日，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走访了这群有爱的师生。

 

教育部命题老师带学生做公益
12 月 29 日上午 9 时左右，在长沙慧灵智

障人士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慧灵中心），在
门边等候已久的几名智障儿童突然开心地欢呼
起来 ：“来了 ! 来了 !”原来，他们看到教他们
美术的公益美术教育服务队来了。这支服务队
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系 2011 级美术学一
班的学生们。

三年多来，他们之间这种愉快的相聚经常
上演。而能够让学生们坚持下来的正是他们的
班主任肖弋老师。

现年 36 岁的肖弋副教授是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美术教师，来自湖南永州新田，是一位
瑶族女子。从 2009 年起，她相继被湖南省教
育厅和教育部邀为相关考试命题老师，并在
2012 年成为湖南省“国培计划”首批专家库
人选，成为培训中小学老师的老师。

2011 年，肖弋带领所教班级的 40 多名学
生组建了美术学师范生公益美术教育服务队。

“2011 年时，在一个公益活动现场，了解
到长沙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心在做一些帮
助智障儿童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帮助内容中
就包含有艺术教育。”肖弋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我觉得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公益活动，
能够发挥我和学生们的特长来帮助别人。而
且，我班上的学生是师范生。他们很多人大学
毕业后会去做老师，他们会影响到很多的学生，
影响到很多的家庭。我希望通过关爱智障儿
童的实践活动，让他们在教书育人上，在艺术
追求上都能够更加完善。” 

 智障学员百余幅绘画作品被收藏
三年多的相处，在慧灵中心老师们的指导

以及师范生们共同努力下，智障学员的绘画水
平不断提高。他们的作品不但在长沙多次展出，
而且有不少被个人和机构收藏。根据慧灵中心
统计，近几年被海内外人士收藏的作品有百余
幅，其中，学员游环个人的作品售出了 35 幅。

“这主要得益于学员们自己的努力，以及
慧灵中心的老师们的辛苦付出。我和学生们只
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肖弋表示，孩
子们取得这样的成绩，她也很高兴，她的学生
们将更加明白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的重要性。

智障学员在成长，大学生们也从中得到了
进步。

三年里，肖弋带的班级获得了“先进班集
体”等省、校级荣誉多达 150 余项次，学生也
屡获奖学金和授课大赛一等奖等荣誉。今年 11
月 10 日，该班师范生黄朝阳，从做公益的活
动中得到启示，提炼了“温暖”这个主题，创
作出绘画作品《暖风来了》，并在湖南省第四
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获得一等奖。班长
张巧玉则获得了学校的“芳菲十佳女生”奖。
教学相长中，肖弋辅导师范生 100 余幅作品
发表选用于国家双阵方阵期刊《小学生导刊》、
国家级教育报刊《中国教育报》。

肖弋和同学们的行动也得到了湖南省第一
师范学院其他老师和学生们的响应。“我们的
队伍在壮大！”肖弋高兴地说。

高二男生休学搞发明

十八岁开公司

他把爱好变成了金钱

张江杰和母亲江其清。

美术老师激发
智障孩子的艺术细胞

百余幅作品被海内外人士收藏

肖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