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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艳摄影报道 伟大的
音乐家贝多芬失聪之后，尽管被命
运扼住喉咙，他却没有因此屈服，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希望

“到了天堂，我就能听得见了”。为
解除中重度听力障碍患者的痛苦，
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神经电子领域专家、诺尔
康神经刺激科学研究院院长孙晓
安博士，多年来致力于人工耳蜗
的研究，令全球超过万名听障患
者重获新“声”。

打破垄断，为爱发“声”

听力和语言能力是人类认识

世界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沟通
交流的重要媒介，但据世界卫生
组织估计，全世界存在听力障碍
的人数已超过 1 亿，我国也有
2800万名听力障碍人士。人工
耳蜗植入，是目前让重度及极重
度耳聋患者恢复部分听力唯一有
效的疗法。

人工耳蜗体积纤小却包含着
极为复杂的电子线路、语言处理
器、植入电极和专用集成电路芯
片等元件，是高度技术密集型、集
成度高的最成功的人工器官。

2006年之前，人工耳蜗市场
被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

外三家耳蜗公司所垄断，一个耳
蜗售价高达 25 万—30 万元，众
多耳聋患者被拒之门外。为了
做出我国聋人买得起、用得起的
人工耳蜗，在美国从事多年神经
电子领域研发、掌握人工耳蜗核
心技术的孙晓安博士，毅然辞掉
美国的稳定工作，从2006年开始
致力于研发中国“智造”的人工
耳蜗。

享受挑战，以苦为乐

人工耳蜗涉及电子学、神经
学、耳科学、材料学等多个学科，为
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知识产权纠
纷，整套人工耳蜗系统都得自主设
计。在研发之初，需要尽快设计出
技术方案，既要达到最新的国际先
进水平，又要避开已有的专利壁
垒，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技术特点，
作为首席技术官的孙晓安，责无旁
贷地担起了系统设计以及整个系
统硬件实现的重任。

人工耳蜗的电极是很精细的
部件，电极丝只有几十微米，26根
电极丝及其外面包裹的绝缘体加
起来直径仅1毫米，并且电极的制
作和焊接主要是手工，需在40倍
显微镜下进行操作。而这些电极
丝还要经过10万次的曲折试验，
检验其安全性、可靠性。

时间紧、任务重，孙晓安身兼
多职，从电路设计到临床测试，从

生产到报检，从专家到“杂家”……
没有节假日和周末，白天做设计和
调试，做仿真，跟团队和编外的顾
问沟通，晚上查资料、写报告和专
利，确保研发进度。

中国“智造”，造福国人

经过不计其数的失败后，
2008年诺尔康人工耳蜗生产出样
机，2011年拿到上市许可证。技
术参数与进口耳蜗相当，有些指标
甚至优于进口耳蜗，价格却只有进
口耳蜗的三分之一。诺尔康人工
耳蜗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投在市
场，成为世界上第四家可以规模化
生产销售人工耳蜗的公司。

孙晓安永远记得，2009年12
月25日，首例诺尔康人工耳蜗植
入手术在上海五官科医院进
行。他和技术团队特意从美国
飞回上海，为患者进行术中监测
和数据分析。一个月后开机，植
入者当天就打电话回老家“报
喜”。孙晓安颇为自豪：“人工耳
蜗这样高精尖的技术，即使国外
的产品也不能保证植入者开机
当天就能通电话。事实证明，我
们成功了！”

国外的人工耳蜗由于是西方
语言，没有声调，而汉语有四个声
调，所以对于中国聋人来说不是特
别合适。为此，孙晓安团队专门针
对汉语声调提出方法，并拥有专有

技术。
目前，诺尔康人工耳蜗已进入

近20个国家的市场，令全球超过
万名听障患者重获新“声”，并且使
国外进口人工耳蜗在中国市场的
价格降低一半以上，直接经济效益
每年超过10亿元。

精益求精，乐此不疲

如何让产品性能更好、耗损
更低？孙晓安和他的技术团队
一直在摸索研究，并取得了一系
列技术突破。他发明提出的人
工耳蜗系统自时钟信号和能量
传输编码方案，高精度灵活分辨
率神经刺激电流源设计，神经组
织电刺激安全防护措施，以及人
工耳蜗系统难点的无线能量传
输方案，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自主知识产权人工耳蜗产品的
成功研发，作出关键性贡献。

孙晓安作为第一发明人的相
关专利，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优秀
奖、省专利金奖，以及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今年，孙晓安获评省
劳模。

“我国神经刺激领域需要做
的还有很多，我们希望不断突破技
术瓶颈，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让聋
人听得见，让盲人看得见，让瘫痪
病人重新站起来。”孙晓安说，“为
了这份造福人类的事业，哪怕奋斗
毕生也义不容辞、乐此不疲。”

爱，让听障人群重获新“声”
神经电子领域专家孙晓安致力研发中国“智造”人工耳蜗

孙晓安在向记者介绍放大40倍后的电极丝。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陈群枥
报道 “北仑志愿者勇立潮头，服
务新时代，走在最前列。”每每想起
一年多前，中国女排主帅郎平为宁
波北仑区志愿者题词的这句话，张
飞坤内心都会激动不已。作为北
仑志愿者中的一员，张飞坤知道那
是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张飞坤是浙江海港集团下属
海港建设小车班的一名普通司
机。作为北仑区志愿者协会赛事
服务大队队长，他已从事志愿者服
务 14年，服务时长 4000多个小
时，他带领队友们收获了“第三届
中国志愿者交流大会推荐团队”。
他个人还荣获“北仑区十佳志愿

者”称号。
“做志愿者最开始是出于一种

新鲜感，14年过去了，现在已变成
了一份平常心。”拥有一颗平常心
的张飞坤就是这么一个暖心人，他
用对志愿服务的爱，感染着身边每
一个人，他用14年的无偿服务，传
递着最真实的温暖。

做中国女排的“追随者”

2004年，“中国女排主场”落
户北仑。随即，北仑组织起了一支
志愿者协会赛事服务大队。从
2005年至今，张飞坤服务中国女
排比赛50多场次，组织超过3万
名志愿者加入赛事服务，服务内容
涉及外语翻译、比赛播报、随队陪
同、场外安检、引导及主场拉拉队
等，他和他的团队总计服务女排比
赛时长超30万个小时。

在服务女排的14年中，每次
比赛，张飞坤都需要组织志愿者
做好安检及维护秩序工作，有时
遇到一些不文明行为，他会进行
耐心劝导。而在比赛过程中，张
飞坤会组织志愿者，用一声声锣
鼓，一声声呐喊助威，来表达他们
对女排深厚的爱。

他们的无私大爱让中国女排
备受感动。2018年，中国女排主
帅郎平利用女排集训间隙，为成立
两周年的“里仁为美”志愿服务团
和北仑志愿者服务队题词点赞，并
给志愿者们送上了祝福和期许。

“北仑志愿者勇立潮头，服务新时
代，走在最前列。”“希望以此为契
机，秉承志愿精神，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更上一层楼。”

郎平的题词点赞，让张飞坤深
受鼓舞，“这么多年过去了，幸好我
还在，‘红马甲’还在，作为北仑志
愿者中的一员，在今后的志愿服务
中，一路相随，共同成长，才是对女
排最长情的告白。”

当留守村里的“红马甲儿子”

丽水松阳三都乡中心小学所
在的里庄村，是一个典型的“留守
村”。这里，张飞坤前前后后来了
三次。既没有亲人朋友，也不是工
作的地方，但这里却有他一份割舍
不下的感情。在这里，张飞坤被村
民们亲切地称为“红马甲儿子”。

“第一次来这里源于一次偶
然。”郑飞坤说，“当时看到一张照片，
一个小孩在泥瓦房前边写作业边哭，

特别触动。”在中间人牵线下，2016
年，张飞坤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山村。
这趟行程，让他看到了山里人的淳
朴，也看到了这里的贫穷，“我当时就
告诉自己，要尽力帮助他们。”

之后每次来到这里，张飞坤
总会带上满满当当的礼物，一家
家、一户户地走访，努力把温暖传
递给每一个人。每当碰见那些留
守儿童，他总会给他们讲大山外
面的事，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
向前；碰到爷爷奶奶，他总会习惯
性地蹲下来，拉着他们的手，陪他
们唠唠家常。

在第一次走访中，张飞坤还和
村里一位老奶奶结对，对她两个孙
女进行帮扶。之后，每次听说张飞
坤要来，老奶奶总是早早地坐在门
口等待……

14年来，张飞坤所在队伍成长
为700人的团队，下设6个小组。
从最初的赛事服务，发展为敬老院
服务、助残、游步道及海洋垃圾清
理等多项内容。张飞坤心里充满
了成就感，对于未来，他也有了更
多的期盼，“志愿者是我的身份，希
望未来能用这个身份去感染更多
的人，用爱去传递温暖。”

那一抹温暖的“红”
“十佳志愿者”张飞坤14年坚持无偿服务社会

通讯员高海伟、陈卸女报
道 姜军平，一名普通的杭州
交通民警。有着七级伤残的他
却又不普通，十几年从警生涯
中，他历经过生死，他收获了无
数荣誉，曾获公安部二级英模、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
模范等。历劫归来的他始终怀
着一颗为民之心、爱岗之心，诠
释着一名人民警察、一名共产
党员的诺言。

姜军平至今还难以忘记
11 年前的那场劫难。2008 年
初的那一场雪，笼罩了大半个
中国，波及了 20 个省市。杭
州也被裹挟在这场令人窒息
的冰雪之中。2 月 4 日清晨，
经过一夜雨雪，马路上积起了
厚厚的雪。德胜快速路上不
少路段结起了冰，加上雪雾弥
漫，能见度差，在德胜路东往
西方向机场路出口附近，发生
了好几起交通事故。作为当
时杭州交警机动大队民警的
姜军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
被 一 辆 急 驶 而 来 的 车 撞 飞
……昏迷了 18 天的姜军平最
终打败了死神，但清醒过来的
他落下了七级伤残。

11 年过去了，再次见到
工作在一线的姜军平，而他
现在的工作岗位是杭州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
处 下 沙 服 务 站 检 验 科 查 验
员。工作岗位虽然变了，但
是姜军平一颗为民服务的心
却没有变。为了尽快熟悉新
岗位，姜军平努力学习车管
业务知识，工作中，他兢兢业
业、细致认真。即使新注册
的车辆繁多，姜军平始终秉
承着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地
进行查验工作。仅 2018 年，
姜军平负责注册查验的新车
达 11583 辆，查处各类问题车
116 辆，牢牢坚守住了防止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的“第一道
防线”。

“ 目 前 的 工 作 还 比 较 顺
利。”姜军平说，每每遇到恶
劣天气，自己总会情不自禁
地早起，即使因为身体原因，
已经不能再上一线执勤了，

“但每次看到交警们凌晨四
五点就来到工作岗位，查看
道路情况，心里就觉得特别
踏实。”

守好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
“杭州好交警”姜军平历经生死不忘服务为民

姜军平正在查验车辆。

通讯员金洁、杨眉报道
“入选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
任。”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浙江省
声学振动精密测量技术研究重
点实验室主任、省计量院声学振
动计量创新团队领头人姚磊博
士，不久前成功入选今年第二批
浙江省“万人计划”，成为省市场
监管局成立以来首位入选的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

在姚磊看来，计量科研是为
了更好更直接地服务产业、环保
及人体健康领域。近几年来，他
带领省计量院声学计量创新团
队深入开展环境噪声计量研究、
医疗超声声场计量研究、声学材
料计量测试研究，以及低频振动
计量、激光测振计量研究等，为
环境保护领域、人体健康、重大
工程建设、科学仪器国产化、高
端装备制造业中的相关计量校
准以及溯源需求，提供了紧密、
贴合的技术保障。

同时，姚磊深入开展声学振
动计量学科调研、规划、建设实
施及科研等工作，起草并形成了
省质监系统“声学振动十二五发
展规划”。经过近7年的建设和
发展，姚磊带领的声学振动实验
室被认定为“2019年度省级重点
实验室”，技术指标达国内一流
水平。

在姚磊的带领下，科技创新
团队成员主持及参与国家重大
仪器专项、国家NQI项目等多项

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制订国
家标准10项，发表论文23篇，授
权专利/软著9项，开展横向课题
6项。其中，环境噪声监测在线
计量技术、隔声/吸声材料检测
技术，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
供技术服务；产品噪声声源定
位、声品质分析以及声功率测试
分析研究，助力企业升级改造，
服务“浙江制造”；激光测振计量
研究提升国产仪器准确度，为国
产科学仪器打破国外垄断、占领
国内外市场提供必要技术支撑；
超声医疗设备计量校准研究为
提高设备准确度、安全性打下坚
实基础……今年“五一”，省计量
院声学振动计量创新团队荣获

“全国工人先锋号”。
虽然个人收获了省“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省青
年岗位能手、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但姚
磊始终认为，荣誉并不属于个
人。“优秀的人才离不开优秀的
土壤，院所构建的科技创新服务
体系和创新发展环境，助推了领
军型人才的成长。”

近年来，浙江省计量院致力
于创新、转型和协调发展，推进
一流品牌实验室、一流创新团队
的“双一流”院所建设。同时，开
展了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出台
《科技创新团队管理办法》，为高
学历人才提供了更多成长成才
的空间，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

科技创新人才姚磊入选第二批省“万人计划”

见习记者邹伟锋 通讯员陈
瑛报道 从杭甬高速上虞标段，
到如今的杭州绕城西复线湖州段
扩容段2标项目，26年里，浙江交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桥分公司
项目部经理助理郑海忠，参与过
16个大大小小不同的路桥项目
施工，从最初的一线起重作业工，
到现如今的项目施工部经理助
理，项目在变，岗位在变，但唯一
不变的是他“誓把天堑变通途”的
初心，精益求精的匠心，和那份永
远在路上的恒心。

1974年出生的郑海忠是兰
溪人，一直从事交通工程建设工
作，从浙江到福建再到新疆，跨
越了从东南到西北 5000 多公
里。“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好
了，大家回家就方便了。”26年
来，郑海忠的“交工梦”越来越
大，他始终把交通事业作为造福
百姓的使命。

“一辈子都要献给交通事业，
但力气总有用完的时候……”都
说四十不惑，当郑海忠望着比自
己个高16倍的路桥墩柱，和那一
眼望不到头的大桥时，突然觉得
自己很渺小，交通事业何以为
继？令他困惑。出于对交通事业
的热爱，郑海忠为此深谋远虑。

“培养一批新时代的交通建
设者，让交通事业后继有人。”从
2015年开始，郑海忠开始培养交
通事业传承人，从舟山北巷的陈

存辉，到杭州绕城西复线湖州段
扩容段2标的吴奕霖、黄宇轩，郑
海忠为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言
传身教，“做人真诚，做事认真负
责、务实肯干、敢于担责、持之以
恒。”是徒弟们对郑海忠的评
价。郑海忠私底下和徒弟们打
成一片，是徒儿们事业的推手，
也是他们生活的盟友。未来，这
批徒弟会成长，郑海忠将会不断
培养新的匠人，让工匠精神传遍
祖国大地。

“项目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轻伤不下火线”是对郑海忠生
活和工作最真实的写照。

2017年，郑海忠在义乌疏港
高速公路二分部拆除临时支座
时，不小心断了半截手指，十指
连心之痛，无法想象。出院一
周，还没来得及拆线，郑海忠又
一心扑到新路桥施工项目上。
今年6月21日，德清县暴雨，为
确保项目安全度汛，郑海忠第一
时间参与到防汛抗洪的队伍中，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工程建设

“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管理理念
落到实处。

26年的坚持，郑海忠把“誓
把天堑变通途”的梦想，落实到
了一言一行的实际行动中。他
也因此先后荣获浙江交工集团

“文明职工”、大桥分公司“闪光
之星”、杭绕高速西复线湖州段
指挥部“最美施工员”等荣誉。

“项目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最美施工员”郑海忠将“三心”筑在路桥里

工作中的郑海忠。

张飞坤和松阳结对孩子在一起。

姚磊（右）在声学实验室开展声学振动计量技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