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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5：58，天刚亮。汉寿县

爱心学院的一群孩子坐上大巴车，

15 分钟就能到达就读中学——这

是此前他们求学路上从未体会过

的便捷。

在来爱心学院之前，孩子们的际

遇各异，同时又有相似之处。他们

当中，有的人目睹了父亲自杀，有的

父母双亡成为了孤儿，还有的孩子

父母都患上了重病。他们来自渔村、

田野、山林，“不幸”曾是他们的标

签，但在进入爱心学院后，命运发

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得到了好的生活

条件，还学会了自尊、理想与爱。

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而

这群孩子的改变，也来自于一群“大

家长”的努力，他们是辅导老师、生

活老师，他们与孩子朝夕相处，既当

爹又当妈，架起了孩子与监护人沟通

的桥梁。对于这些孩子而言，这里

就像一个“家”，有伙伴、有食物，

有新的“家人”，也有家的温暖和归

属感。

在这两天的相处中，我最难忘

的是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尽管

他们基础普遍偏差，但他们没有放

弃努力，爱心学院和龙池实验中学

的老师也一直在背后默默关心支持

着他们。

儿童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在湖南，还有很多这样的困境

儿童。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工作，至

今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对于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

童而言，我们不仅要满足他们基本

的物质生活需求，更需要其他多元、

丰富和稳定的救助帮扶项目。汉寿

县爱心学院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

的尝试。

或许有一天，我们能看见这些

从爱心学院走出去的孩子，也能成

为风雨中庇护他人的参天大树，我

们更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地度过“彩色”童年。

多目标检测跟踪的研究，是万琴近

年来研究的新方向。“简单来说，就是

通过实验平台，捕捉到行人的行走轨

迹、车辆的运行快慢，助力实现智能控

制。”万琴说，“科研要与生产生活相结

合，科研的归宿，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科研和教学的结合，也是万琴尝试

的新方向。在给大三学生上专业课时，

万琴会以自己的科研项目为例，融入课

程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每次教大

三的学生，我都会让他们当中有科研兴

趣的同学来参观实验室。”

在教学中，万琴还带着本科学生解

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有一次，长沙一

家企业遇到了技术难题。收到求助后，

万琴带着学生往返于长沙和湘潭之间，

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解决了该企业数

字生产线的技术难题，“跟我一起做实

验的一位女生，最后留在了该企业，成

为了技术团队唯一一位非 985 非研究生

的技术人员”。

尽管科研和行政任务繁重，但万琴

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把传道授业解惑作

为自己的第一职责。她建立前瞻性的本

科生课程体系，将国际前沿成果引入课

堂教学，实现以科研反哺教学。她办公

室的门，也总是为学生敞开着。

万琴常说：“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她

会在研究生入学之初进行一对一沟通，

从学生的兴趣点出发给出个性化研究思

路，注重于学生创新思维及能力的培养。

她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是一块璞玉，只要

因材施教都能成才。

万琴时常告诉青年学者和学生，要

坚守“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初衷，

把寻求科学真理作为科研的目标，“要

真正坐得下来，把自己的科研工作扎

实推进，才能寻求到科学的真理。”

“我们要敢于给自己定目标，伸手就

能够得到的不叫目标，是要跳起来才能

够得着的目标，在创新研究的道路上，

我们不能走重复的路，要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研究。”万琴说，她会在机器视觉及

模式识别不断探索，做民族振兴的奉献

者，以“科技梦”助推“中国梦”，为祖

国科教事业的振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上接 05 版 )

全国获奖率不足千分之一
她带领团队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从不浪费时间在其他地方，一心埋头研究，扎根实验室……这是很多科
研工作者的状态，也是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万琴的日常。
她带领团队征服评委，获得了 2022 年高等教育（本科）《面向产业发展，校
企融合创新，地方高校电类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的国家级教学成
果二等奖，成为全国地方高校“电类”唯一获奖项目。

“该奖项全国获奖率不足千分之一。”万琴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新
工科强调的是以科技创新来引领教学人才培养，我们能够获奖，在于把科研
成果落到了实处，联合企业培养了很多业内卓越人才，“在申报奖项期间，
许多企业主动向学院写感谢信，感谢电气学院为企业输出了优秀毕业生，正
是这些感谢信，征服了业内专家和评委”。

反复退稿后，她在国际 SCI 源刊发表论文

 万琴出生于一个医生

家庭。成绩优异的她，本

打算学金融，却误打误撞

地调剂到湖南大学自动化

专业。

为了弥补差距，万琴从

早到晚都在图书馆学习，“学

习，是我唯一的爱好。”

本科毕业时，万琴的人

生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本没

打算继续读研的万琴在老

师的劝说下考研，并一路读

到博士毕业。读博时，她师

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

老一辈科学家严谨认真的

科学态度，深深影响了她。

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时，由于看了很多领域有影

响的论文，万琴深受启发，

决心要做出具有创新性的

研究。当她把自认为还不错

的文章投稿到权威刊物后，

不断地被要求改稿或退稿，

这样反复好多次。

“一项研究内容由于没

有及时总结发表，就失去创

新性，更难以发表。”后来，

万琴调整心态，从每个研

究思路的形成、程序的编制、

调试中及时总结与别人研究

的不同之处，尝试着用不同

的方法反复试验，发现难点、

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通过

不断地积累，撰写出的论文

质量越来越高，论文发表的

层次一步步提升，同时也形

成了自己具有代表性的系列

论文。

2019 年，万琴设计好

研究方案初稿，交给她带

的研究生进行实验研究。

其间，她与研究生们一起研

讨深度学习框架的每一个

参数、算法的编制，对实验

结果进行反复核对。

看似简单的论文论证过

程，万琴却困难重重，“研

一看不懂课题，研三准备

毕业设计，真正能够和我

一起研究论文的时间只有

短短一年，加上论文要反

复验证，申报后被退稿回

来又要重新修改研究，所

以花了几年时间才发表。”

万琴说，这篇论文被多次

退稿，她带了整整三届研

究生才完成。

论文撰写阶段，万琴也

不敢懈怠。“研究生们擅长

研究，但对于专业化领域

的高水平论文撰写他们是

第一次接触，所以需要一

步步慢慢摸索着前行。”经

过一个月攻关，万琴在国

际 SCI 源 刊《IEEE sensors 

journal》发表了论文。

她将国际前沿成果引入课堂教学

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生 胡婉柔  记者 江昌法

寒风料峭，冬韵渐浓，汉

寿县爱心学院里的孩子们却

感到格外温暖。放学归来，食

堂已经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饭

菜，孩子们一边吃着可口的饭

菜一边和身边的伙伴分享着一

天的收获与喜悦，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这是多部门联动的爱心

成果。”爱心学院执行院长刘

固友说，作为县重点民生工程，

早在汉寿县爱心学院成立前，

多部门的爱心接力就已悄然展

开——汉寿县财政专项拨付运

转资金 200 万元，县教育基金

会保障后续各项资金；县国资

中心提供 5 台校车每天早晚统

一接送；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米、

面、油、蔬菜、水果，县畜水

中心提供肉、鱼、禽类等；县

卫健局提供医疗服务，每年给

学生进行两次以上体检，县文

旅广体局提供体育器材；县民

政局提供校服、床上用品 ; 县

妇联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多

部门联动，全力保障运行。

今年 3月，汉寿县爱心学

院成立，学院探索“民政+ 教育”

双引擎，由一名县委常委担任

学院名誉院长，民政、教育委

派相关负责人任副院长，从全

县各学校遴选教职员工来学院

任教。

“经济水平决定城市的高

度，科技水平决定城市的速度，

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决定了城市

的温度，我们爱心学院就承载

着一座城市的温情。”刘固友说，

如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学院

的发展，每年提供充足的经费

保障；社会各界也对学院提供

了大力支持，开展爱心助学活

动，帮助孩子们在爱的呵护中

健康成长。

而这场爱心接力行动中，汉

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高位推

动，儿童优先原则，不仅常委会

专题研究部署，还整合资源，由

县妇联牵头开展营养关爱、结对

帮扶、情暖“衣”冬、书香传递

等关爱困境儿童十大行动，一

起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学校对爱心学院的孩子

开展了爱心校园结对帮扶活动，

长期探索有效德育，为他们提

供政策咨询、教学服务、物质

帮助等方面的支持，帮助解决

他们在学习中、生活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汉寿县龙池实验

中学党总支书记王兆国说，全

校教职工努力提高学生自理自

立等方面的能力，用爱心、真心、

热心帮助困境学子健康、幸福

成长。

如今，那些遭遇过噩运的

孩子在爱心学院免除了生活费

和学费，他们在多部门众人的

关爱下，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明年，又将有一批孩子来到爱

心学院，开始新一个轮回。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一座城一群人守护困境儿童成长

万 琴 给
学 生 上
实验课。

多部门联动的爱心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