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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人翁”意识，在其位谋其职

自入校以来，陈专红就接手了机房的事
务，谈起身后的那一大片机器，他的脸上满
是自豪：“我们这边机房的机器设备完好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甚至是百分之百。
一个学期下来，用在机器维护上的费用最多
也不会超过三千元。”说到这里他眼神明亮
通透，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些傲人数据的
背后，是陈专红闲不下来的映照。

电脑黑屏、蓝屏，显示器闪烁不停，应用
软件无法打开，浏览器等需要升级……东校
区教学机房里的设备相对老旧，各类问题层
出不穷，陈专红有时也会犯了难。“电脑设备
会出现一些疑难杂症，有时候我鼓捣一上午
或者一天都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直言自己是追求完美的性格，面对故
障难题，他说，“一台机器的一个故障可能就
要折腾好几天，甚至还搞不定，当下挺有挫
败感的。”当问题悬而未决时，陈专红在处理
机房其他事务时仍还惦记着那个被搁置的
故障问题。很多时候，在休息一晚后，脑袋
中会突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然，有时
候，一个问题也可能要在他心里搁上 2天、3
天，甚至更多天，直至最终解决。

对于自己的工作，陈专红有着独到的见
解。

“就像医生治病一样，久而久之，就对各
种病症了熟于心。我也是如此，现在对付机
房的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他的手架在
桌上，指尖不自觉地搓了两下，他坦言，管理
机房并不是一件难事，关键在于身上有没有

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
“在其位谋其职，既然在这个岗位上，我

就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定期巡视、维修
设备、日常清理、安排课表，机房里大大小小
的事，陈专红都会亲自上手，甚至凳子、窗帘
坏了也会自己修。

窗明几净，陈专红刚刚清扫完两个机
房。机房人手不够，他便亲力亲为，当最后
一个键盘上的落灰被抹去时，陈专红终于忙
完了手头的工作，他摸着光洁的桌面，满意
地笑了。

细节处见真章，每天都是“大考”前

2年前，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部分开设
在东院机房时，每次考试前，机房同样迎来
一场“大考”。

计算机等级考试采用上机测试方式，每
一台机器的功能与使用将直接影响考生的
作答与最终成绩。“只有平时多维护，出现的
问题得到及时解决，机房才能在‘大考’前经
受住考验并交出圆满答卷。”

功在平时的他，面对每个学期末的大规
模期末考试也同样能够从容应对。虽如今
计算机等级考试已不在东院机房进行，但陈
专红从未有过懈怠，仍以“大考前”的状态对
待日常工作。

他的“小工具”们见证了他工作的严谨
与细致。陈专红在巡查机房时，总随身携带
着一块橡皮擦。

“计算机的扩展卡、内存条上有一些金
属触角，叫金手指。如果灰尘、污垢积累过
多就容易氧化，接触不良时会出现故障。”每
每发现问题后，陈专红便用橡皮擦擦去金手
指上的氧化层，大多数故障也就随之消解。

摆在机房桌上的，还有一台专门用于清
灰的吹风机。外观形似普通吹风机，却是陈
专红的“法宝”之一。电脑主机常年处于封
闭的环境，灰尘沉积难除，而很多电脑故障
问题往往源于此。

打开每一台主机机箱，调好风力大小，
拿起吹风机对准机箱内部发力……这便是
陈专红的清扫工作，被吹出的灰尘飞扬开
来，常常钻进他的鼻孔，令他喷嚏不止。

“这样处理后，机器的运行环境可以得
到有效改善，一些故障也可以得到排除。灰
尘会对电子设备产生很大的影响，机房管理
大多就是在和灰尘打交道。”陈专红介绍起
如何维护设备，脸上带着些羞怯，但神情中
仍透着隐隐的骄傲。

而对那些替换下来的旧电脑部件，他从
不随意丢弃，这是他维修机器时的“后备零
件库”。

“比如这个主机，它不能使用了，但里面

的一些零件还是可用的，要是别的主机出了
问题，就从这里面拆下配件换上。”陈专红指
着机房库存里的退休设备，一一介绍着。

除了日常的维修保养，陈专红也尽量将
可能损害计算机的因素排除在外。为了防
止液体倾倒至键盘、主机，造成电路短路，他
不允许学生将早餐饮料带入机房。但仅凭
一己之力不足以成事，他便同实验课老师一
道规范学生的上机习惯。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陈专红兢兢业
业、细致入微的点点滴滴，使冰冷的机房有
了温度。

步履不停，做自己擅长的事

往年，陈专红除了管理机房，还兼顾给
学生们授课，主讲《办公自动化》、《移动应用
开发》等课程。任教期间，除了机房管理工
作之外，还尽心尽力地备课。

“上一小时的课，至少备课四个小时，上
两个小时的课，差不多要花一天的时间备
课，我就以这种态度给学生上课。”哪怕时间
紧、任务重，陈专红仍能够自我调整，做到教
学管理两不误。

“上课课时有一半是上机操作课，通过
带学生上机，我可以进一步了解机器的运行
状况。”坐不住的性子，担在肩的责任使然，
在课堂内外，在机房上机的学生们能时常看

到他在机房穿梭的身影。
脚踏实地工作的同时，陈专红也从未停

止对知识的追逐。
“现在 IT技术发展得太快了，我虽然在

努力紧跟但仍被远远地落下，跟专门研究程
序开发的人自然是比不了了。”谈到这里他
颇为感慨，无奈地摊了摊手。

走出“舒适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陈
专红始终步履不停，奔走在学习的路上。“计
算机专业有很多学生都非常厉害，他们接受
的知识都是很前沿的，如果我还守着那点老
旧的知识原地踏步，会被学生‘瞧不起’的！”
挠挠头，他这样解释道。

在 IT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的今天，陈专红认为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站
在更高处，才能拥有驾驭它们的能力。

“做自己擅长的事”，这是陈专红说的最
多的，23年如一日的坚守，他守着机房的春
夏秋冬，也在春去秋来里扎根万里。

“我擅长机房这个岗位，这个岗位也需
要我。可以说我已经成为一颗螺丝钉，固定
在这个岗位上了，或许会一直干到退休。但
这 23年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讲台，几乎每
个学期，我都承担了课程教学任务。实践证
明，通过授课和辅导学生的上机操作实践，
更好地促进了我的机房管理工作。”
（学生记者 叶红艳 许佳宜 曹馨文 周瑶瑶）

科研就是一步步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梁恩湘看来，科研是一条不断寻找解
决办法的求索之路。

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不断
加以改进，让结果越来越接近预期的结果，
他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挑战但非常有趣的过
程，“做科研就是这样的，当走投无路的时
候，你就会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博士毕业后，梁恩湘就开始研究水凝
胶，陆陆续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每
一篇论文都是一次进步。”在他看来，科研的
过程就是在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再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点。

在实验过程中，怎样才能让反应过程更
好地呈现出来？梁恩湘会应用一些“小技
巧”。走进他的的实验室，在大大小小的实
验器材中，一个小小的摄影棚显得有些突
兀，这是梁恩湘为了更直观地记录下反应变
化过程，用来拍摄实验对象化学反应过程的

道具。
当没有思路、停滞不前时，要学会“向

外”求助。注重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是梁恩
湘解决科研难点的一个重要方式，在相关的
科研论坛上和微信群里，与同行沟通交流，
已经成为梁恩湘科研路上的习惯。

“做科研，思路要打开，在自己的科研领
域中做擅长的事，学会与其他机构优势互补”
梁恩湘回忆起，在一次实验过程中，需要某种
化学物质，但他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把它做
出来，他选择求助其他的科研机构，最后得到
了这一研究材料，实验才得以继续进行。

“科研的道路并不平整，要做出成绩，必
须始终保持科研热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
去解决，不断学习、向外借力。”梁恩湘说。

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教学

刚进入湖南理工学院，梁恩湘并没有着
急做科研，而是选择着重在“教学”上下功
夫。

初入校园成为老师，梁恩湘就担任起了
班主任的角色。如何承担起这个责任便成
了他时常思考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他经常会在学生
上晚自习时去班级看望他们，通过对学生学
习状态的把握，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对于梁
恩湘而言，要让学生有所收获而不至于荒废
光阴是最重要的。

“梁老师在实验硬件设施、研究方向、科
研方法上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六
楼实验室的水压上不去，他就给我们装配了
增压泵和储水器。在冬天，为了让学生洗试
管时不冷手，他甚至给学生安装了热水器。”
曾跟着梁恩湘做科研项目的学生欧阳宇航
说，“他对科研的热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在
他的一言一行中，我收获了很多。”梁恩湘在
育才的同时，他的一言一行也潜移默化地影
响了学生的科研的态度，给学生树立了标杆。

在课堂上，为了把知识点讲透、讲深，在
参考国内教材的基础上，梁恩湘也会融入国
外教材内容，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力求让学
生听懂。在葆有学科知识严谨性的同时，梁
恩湘对于化学反应机理的解释常常也带着
中国人特有的烂漫因子。

“氢氢的我走了，正如你亲亲的来，我轻
轻的挥手，挥别苯环的云彩”，梁恩湘用《再
别氢环》这首改编诗来解释苯的亲电取代反
应机理，文学与科学的碰撞，让学生更加容
易理解科学的奥秘，也多了几分美好的遐
想。除了诗，梁恩湘也会用中国传统神话故
事来解释化学机理，让化学反应带上了文学
的温度、带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梁恩湘一直秉持着“知其然也得知其所
以然”的教学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不能只讲几个死的知识点，得告诉他们
究竟是怎么做。”课堂上，梁恩湘总会注重联
系实际，一步步告诉同学们怎样完成实验过

程，分享自己的科研过程，带领学生将理论
知识引向实际。

在不断琢磨教学创新模式的过程中，梁
恩湘自发地走上了信息化教学的道路，成为
了我校较早将信息化教学引入课堂的教师
之一

从路由器到小程序，以巧思丰盈课堂

。
利用互联网对学生进行签到考勤，是他

尝试信息化教学的第一步。当时学校的信
息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教室还没有安装
无线网，梁恩湘便自费购买了两台路由器，
为学生使用信息化手段提供网络。每次上
课前，他扛着路由器进入教室的身影都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不久，他就不满足于简单的考勤，开始
继续探索信息化教学新的可能。

针对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困境，梁恩湘积
极开展过程性评价体系、在线教学模式等教
学研究，以信息化教学改革为契机，通过重
组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活动、重整教学评价，
构建以“三平台、三维度”推进的有机化学课
程在线教学新模式。

当信息化教学在全国高校及我校得到
推广普及后，大量的线上课程如雨后春笋，
纷纷出现。但梁恩湘发现，这些线上课程的
内容都大同小异，他便计划搭建一个有选择
性的、着重讲解较难知识点的平台。“有机化
学一点通、有机学习”就是梁恩湘自己研发
搭建的线上学习小程序，具备自学知识点、
刷题、自我测试等功能，这又将他探索信息
化教学之路推上了新阶段。

唯有信仰才能支撑长久前行，多年来推
动梁恩湘持续不断前行的动力，就是他想要
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站好三尺讲台，将在
科研中的收获带到课堂，教授学生思维方法
和处世准则，让学生学有所得。

“我们做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研究，希望
能够以我们的研究为基础，与实践结合起
来，一步一步走得更好。”对于梁恩湘而言，
看到自己付出的努力取得了成效，那一刻的
满足感无以复加。

过尽千帆，让成果来做见证，以“脚踏实
地，持之以恒”为羽翼，无论沿途光景，不囿
于已有成就，梁恩湘仍将在科研与探索教学
育人模式的道路上笃行不怠。

（学生记者 欧美姿 蒋 星 谢 佳）

23年，做机房里的“螺丝钉”陈专红

以实干点亮教学与科研之路梁恩湘

“嗒嗒嗒……”，一双粗糙而厚实的手在键盘上快速敲击，发出清脆连贯
的声音，负责机房管理的陈专红老师正坐在电脑前完成他的日常工作。

陈专红，高级实验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第四党支部书记。他的
工作便是主管大学计算机教学实验中心东校区教学机房里的一切事务。两
层楼，八个机房，二十三年，五百多台设备，数千个日日夜夜，日常的维护工作
几乎全部由他一人完成。但除了保障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外，他的日常工作
远不于此。

将水凝胶制成花瓣的形状，利用荧光记录信息并将其密封在“花瓣”内侧，只有
用正确的“钥匙”才能打开。一旦被打开，“花瓣”内的信息随着荧光褪色逐步显现，解
密还需知道正确信息的显现时间。

这是今年梁恩湘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材料研究领域国际顶级期刊《Materials
Horizons》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历时一年多，研发出了一种具有多重
信息加密功能的多模态防伪体系，这是他在水凝胶应用研究领域的又一突破。

“就好比传说中的‘牛郎’给‘织女’传情书会被‘王母娘娘’发现，但如果采用这
种加密技术，‘王母娘娘’就算是拦截了情书，也不会发现‘牛郎’与‘织女’的秘密。”他
在论文中借助传统文化饶有趣味地解释这一复杂原理。

梁恩湘自2013年从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博士毕业后，便扎根在湖
南理工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十年深耕讲台，成为了学生们心中的好老师，并致力于研
究智能材料的合成和应用，在有机高分子信息加密材料领域取得较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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