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海鸿现为北京核力同创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曾任国家电投集团中央

研究院副院长、国核（北京）科学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

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

1982 年 6 月，永康一中的校园内，

夏海鸿在自己的高考志愿单的 10 个志

愿选项上，一股脑都填上了核物理相关

专业。

夏海鸿的“一股脑”并非一时冲

动。从小对物理感兴趣的他梦想当一

名科学家。在翻阅了当时有限的资料

后，夏海鸿认为核物理专业既符合自身

的兴趣，又能很好地与当时的国家需求

相结合。

当年高考结束后，考生们以估分的

形式进行志愿填报。据夏海鸿回忆，他

的估分与实际分数仅相差 5 分。后来，

他被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录取，在那里

度过了7年的学习时间。

硕士毕业后，夏海鸿来到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

研究室工作，后来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

前往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开展研

究。他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获得了德国

方面的一致好评。

既能遵从内心的热爱，又能为国

家和社会作贡献，夏海鸿志愿填报的

经历和后来的工作经历都令人既羡慕

又佩服。

尽管几十年过去，高考志愿填报方

式早已更新迭代，但夏海鸿认为志愿填

报的内在逻辑没有变化。

“志愿填报应该结合自己的成长来

看，将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国家需要、社会

需求相结合。”夏海鸿认为，当下年轻人在

填报志愿时信息获取的渠道更多，选择也

更多，在通盘考虑下可以有个性化选择。

而作为从事科研工作的过来人，夏

海鸿也想结合自己的经验与认识谈谈

看法：“无论从事哪方面的研究，都一定

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才能真正安下

心来做科研。”

夏海鸿与记者解释了一个误区，即

并非内向的人就一定更适合做科研。“我

接触的很多科学家都很外向，所以无论是

考生还是家长，都不应该把这个作为志愿

填报的主要参考。”夏海鸿说。

根植家国情怀 投身核物理研究

“志愿填报难，甚至比考试还难。”

这一点很多考生都有感触。在志愿填

报的关键时刻，也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得

圆满。今年 27 岁的大伟（化名）就是一

个例子。

2015 年 6 月 22 日，当总分 672 分

的好成绩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大伟一

家都陷入了欢呼之中。经多方打听、慎

重考虑后，家人为他选择了北方一所大

学的本硕连读专业。

“读大一时，我就发觉自己不喜欢这

个专业，可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去。等

到大二，我已经完全找不到继续下去的

动力。”大伟回忆道。

后来，在学习上逐渐失去信心的大

伟陷入了情绪困境。一方面是人人羡

慕的专业，另一方面是逐渐崩溃的心理

健康问题。最终大伟决定离校回永。

回顾志愿填报时的情景，大伟认

识到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即填报时

“分尽其用”的做法。他认为，当初自

己更偏向省内的一所高校，但因为北

方那所高校知名度更高，于是放弃了

喜欢的城市。同时，填报时自己也未

曾真正关注过学校的课程设置，在不

了解学校和专业情况的前提下，也没

有挖掘到内心的兴趣爱好就盲目选择

了学校。

辍学后的大伟尝试过多领域多行

业，最终找到了自己所擅长的电商行

业。如今，大伟的跨境电商公司办得有

声有色，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家人也不

再为他担心。

提起高考填报志愿，大伟也有一些

建议：与其带着“分尽其用”的功利心选

择所谓“高性价比”的院校和专业，倒不

如结合实际选适合自己的，毕竟选对道

路才是最重要的。

融媒记者 胡锦

选对道路才是最重要的

胡灿现为浙江省肿瘤医院胃外科

医生，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所博士后。

相较于大部分同学，作为医学生的他度

过了更漫长的求学生涯。

对于胡灿而言，高考仿佛是十多年

求学时光的结束，又仿佛是一个全新的

开始。由于高考前就有学医的打算，志

愿填报时胡灿没有过多的纠结，只不过

结合成绩对比了学校所在的城市，便顺

利地进入了预期中的大学。

进入大学还不到一个月，胡灿就发

现，几乎身边的人都会准备考研，似乎

对于医学生而言，本科学习只是一个最

基础的过程，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实践，而这个

过程，极有可能就是贯穿一生。

“身边的老师和同事们都是一样，

即便在业内享有较高的权威和声誉，

依然会保持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

在 胡 灿 看 来 ，学 医 需 要 一 条 路 走 到

底，其特点是专业性强、周期性长，所

以在选择这条路时也要做好终身学

习的准备。

谈及所在专业对自我价值感提升

方面的感受，胡灿举了个例子：就在刚

刚过去的周末，他参加了多部门共同举

办的“青心赤诚 报效桑梓”义诊活动，

作为返永的医学专家，能有这样的机会

反哺家乡，让他觉得自己的所学有了更

大的价值。

现在，胡灿已成为省肿瘤医院胃外

科的一名医生。在他看来，从近些年

一些医学专业硕博扩招的趋势来看，

今后行业的学历“内卷”会更加严重。

因此，他建议要报考医学专业的学子

们，一定要做好长期投身基础研究与

临床实践的准备，将二者深度融合，才

能成为具备研究能力、能解决关键复

杂临床问题的“医师科学家”。毕竟对

于医学生而言，高考志愿的填报只是

一个简单的开始，后续的长期努力才是

一场持久的历练。

对于医学生而言 高考志愿填报只是开始

选什么专业 去哪座城市
听听这些永康人讲述高考当年那些事

报哪所学校、选什么专业、去哪座城市⋯⋯自高考成绩公布以来，这些选项似乎组成了
一份新的答卷，摆在了我市考生的面前。这份答卷事关前面十多年的努力，事关未来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成为眼下考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事情。

近日，记者采访了几名永康籍人士，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回忆高考当年那些事，听听这些过来人
有哪些切身体会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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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佳涵） 近

日，有市民发现在一辆紫微车站开往

李店的城乡公交车上，司机专门在一

个角落放置了防暑用品，供乘客使用。

准 备 防 暑 用 品 的 是 驾 驶 浙

GL0115公交车的李杰安师傅，这不是

他第一次为乘客准备这些物品了。下

雨天，李杰安还会把雨伞挂到调度室

门边方便乘客使用，并表示不用归还，

叮嘱乘客雨天路滑、注意安全。李杰

安坚持每趟车跑完必清扫的工作习

惯，保证车厢内干净、卫生，全方位营

造整洁的乘车环境。

“这是顺手的事，是给乘客一点点

方便，不值一提。”李杰安说，开公交车

就是要服务好乘客。值得一提的是，这

些雨伞都是李杰安通过无偿献血得到

的纪念品。“我每年都会参与无偿献血，

家里雨伞很多，就拿出来给大家一起

用，给别人帮个忙，自己心里也舒坦。”

一把小雨伞、一个不经意的举

动，带给了市民无尽的温暖，而这样

的善举李杰安持续了 10 多年。“有一

回下雨天，我看见乘客冒雨上下车，

于是就想到自己可以把雨伞放在公

交车上，让大家共享。”李杰安说，有

时候突如其来的一场雨会让市民们

措手不及，在车上放置雨伞，可以为市

民提供便利。

记者了解到，李杰安从事公交司

机工作已经有 10 多年，这些年来，他

把车当做自己的家一样布置，也把

每一位乘客当做家人对待。“公交司

机的暖心服务不应该只局限于车厢

内，更应该将这份温暖拓展到更多

地方，通过力所能及的小事传递永

康公交的正能量。”李杰安说。

车上备把雨伞
为乘客挡风雨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莹璐） 近

日，石柱镇塘里村华川自然村一名患

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七旬老人，外出几

小时后未归，家属寻找未果，遂向千喜

救援队求助。

通过调取周边监控，救援队发现

老人当日16时10分的踪迹，便与家属

一同分组分区域在附近开展搜寻。可

该区域道路四通八达，农田草木茂盛，

能见度也极低，救援队员和家属、村

民、村干部等近百人，一直搜索到晚上

8时，仍没有找到老人。

天色已晚，天气闷热潮湿，家属十

分担心老人安危。这时，现场指挥应航

航想到队里最近新增了无人机热成像

设备，遂请求千喜管理人员出动无人

机进行搜索。经过综合研判，此时农田

已四下无人，符合无人机出动条件。

8 时 50 分，无人机 M350 到达现

场，队员杨天勇借助无人机的热成像

技术，很快在去该镇下里溪村的农田

里发现一处疑似热源。随着无人机高

度下降，确定此热源显示为人形，杨天

勇当即通过对讲机，让附近搜救人员

协同家属一起前往热源点进行现场确

认。随后，果然在一处藕田里找到深

陷淤泥的老人。

“老人的小腿全部陷在淤泥里，整

个人动弹不得，就那么隐在半人高的

荷叶丛里。”现场找到老人的队员李浙

学回忆，该荷塘距离老人家里近 1.5 公

里。因陷得深，队员们费了不少力气

才把老人拉上田埂，要不是靠无人机

及时找到，后果将不堪设想。

无人机热成像
找回迷路老人

制图 吕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