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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中慧，女，1933年10月生，苏州人，系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抗美援朝参军参干309位
学子之一。

1955年范中慧军装照。范中慧老人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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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积“博”发聚动能 百舸争流正逢时
——第一届武汉博士后“英雄杯”创新创业大赛圆满成功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

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博士后研究人员是青年创新人才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

求，吸引博士后人才聚汉就业，促进创新创业成

果就地转化，进一步推动“三个优势转化”，重塑

新时代武汉之“重”，在省人社厅、市委组织部的

指导下，市人社局组织举办第一届武汉博士后

“英雄杯”创新创业大赛。

博聚武汉，智创未来。本次大赛自启动以

来，共吸引来自部省属高校、湖北实验室、三甲

医院和高新技术企业等 110 家企事业单位的

300个博士后团队参赛。参赛项目技术领先、市

场广阔、成果卓越、亮点纷呈。

亮点之一：创新活力十足，在发展新

质生产力中大批博士后人才敢于“挑大

梁、当主角”

以“才”为纽带，汇聚了一批科研实力强、创

新活力足、发展潜力大的青年拔尖人才。参赛

选手中，博士、博士后1045人，占比61%。

亮点之二：聚焦前沿性技术攻关，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以“创”为核心，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

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业与食

品、未来产业等其他领域六大赛道，鼓励博士后

开展技术攻关，涌现出一大批原创性成果。既

有全球首款天空地时空信息实时智能服务系

统，也有行业一流的自动化封装微型半导体温

控芯片等，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由“跟跑”到

“并跑”甚至“领跑”的转变。

亮点之三：破解关键技术难题，赋能

五大优势产业突破性发展

以“产”为引领，创新设置揭榜领题赛项，通

过“企业出题、政府发榜、人才攻关”，搭建起科

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桥梁”，引导博

士后人才从“实验室”走上经济建设“主战场”，

为抢占产业制高点，助推我市产业转型“闯关”

发挥积极作用。大赛聚焦重点产业领域，组织

企业发榜项目 21 项，吸引 25 个博士后团队揭

榜，18个项目对接成功，合作金额1400余万元。

亮点之四：产业化前景广阔，科研成

果在汉就地转化潜力足

以“用”为导向，既有已搭建实体样机、希望

与企业合作加速产品迭代的刚柔耦合仿人机器

人项目，也有寻求融资以进行更大范围临床实

验的仿生人工椎体项目，更有计划启动融资在

汉建设第二条生产线的新型钠电正极材料项目

等，将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实

现沿途转化、就地转化。

亮点之五：市场认可度高，实力创投

机构现场跟投踊跃

以“投”为目标，参赛项目用独特创新理念、

前沿突破技术、广阔市场前景，得到了各创投机

构的高度关注和青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

硬科技”意向浓厚。武汉东科创星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负责人朱自芳现场表示：“将对

张聪博士后的精密曲面电子器件温控激光微纳

装联设备项目投资500万元。”

千帆竞发浪潮涌，百舸争流正逢时！第一

届武汉博士后“英雄杯”创新创业大赛，让参赛

者在交流中绽放才华，让智慧在交锋中擦出火

花，让创新创业在交融中开启新篇章。武汉市

将继续围绕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高地，加快推动博士后人才倍增计划，以更有

效政策、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深入实施“博聚武

汉”专项行动，做好博士后提标扩面、招聘培

养、创新创业等工作，以创新引擎激活产业“向

新力”，激发博士后创新潜能和创造活力，让青

春在创新创业和科技报国的生动实践中绽放

夺目光彩！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
扮演者谢芳，于 12 月 19 日凌晨在北京安贞医院去世，享年
89岁。

消息传来，20世纪60年代曾和谢芳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
搭过戏的武汉歌舞剧院编剧、原副院长沈承宙很是震惊。武
汉歌舞剧院的老同事们都很难过，也很怀念与谢芳在武汉共
事的演艺岁月。

“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演员，他们这一代老艺术
家逐渐离开，是中国文艺事业的损失！”沈承宙说。

武汉是谢芳艺术的摇篮，她的青春在武汉度过

谢芳 20 世纪 50 年代踏入影坛，可谓“出道即巅峰”。
曾出演《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太阳初升》等歌剧和《早春
二月》《舞台姐妹》《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等影片。
2016 年，谢芳获得第 33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生成就电影
艺术家”。

谢芳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武汉黄陂。自幼受父母的
教育和熏陶，天资聪敏，喜读诗书，酷爱文艺。1951年，谢芳
考入中南文工团，不到 18 岁就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担当
主演。

2018年4月，83岁高龄的谢芳和丈夫张目来武汉琴台大
剧院参加“中华好诗词·唱响中国梦”中华古今诗词名篇大型
朗诵演唱会，她说：“我们在武汉工作了12年，武汉是我俩艺
术的摇篮，我们的青春就在武汉度过。所以一回到武汉，感恩
的情绪就油然而生。”

2020年10月27日下午，谢芳和丈夫张目曾经来汉参加
第十五届华语青年电影周闭幕式暨华语青年新锐影人荣誉推
介盛典。

和谢芳搭戏，她一点架子也没有

12月19日下午，正在外地的沈承宙接受长江日报记者电
话采访，沈承宙说，20世纪50年代，他进入中南人民艺术剧院
（1954年更名为武汉人民艺术剧院，下辖话剧团、歌剧团、歌
舞团和乐团），谢芳的丈夫张目是歌剧团副团长。谢芳当时正
好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青春之歌》。谢芳去北京前，
他们夫妻俩经常演男一号、女一号，我们年轻演员都喊他们

“大同志”。

沈承宙说，《青春之歌》导演崔嵬曾是中南人民艺术剧院
的院长，他让谢芳到北京试镜，仅仅试了两场戏，谢芳就被确
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后来崔嵬解释，谢芳身上有一种革命
气质，因为林道静最终是要走向革命、走向抗日的，是要进监
狱、要斗争的，不是一般的“花前月下”。

自信加天赋，让谢芳第一次演电影很顺利，几乎没有重
拍。沈承宙认为，谢芳顺利出演女主角林道静，得益于她在武
汉人民艺术剧院的锻炼。参演《青春之歌》前，她主演过武汉
人民艺术剧院第一部原创大歌剧《开花结果》，主演过在武汉
首演的阿塞拜疆喜歌剧《货郎与小姐》。

谢芳在北京演完《青春之歌》后，在北京接连出演了《早春
二月》《舞台姐妹》两部作品。三部经典电影塑造了三个经典
的人物形象，也使得谢芳成为中国银幕上新时期知识女性的
代表。

“大约是1962年，谢芳回到武汉，正值团里排演歌剧《刘
三姐》，谢芳参加进来演刘三姐，我正好演男主角小牛，要和谢
芳搭戏，有点紧张。”沈承宙说，“排练和演出中谢芳非常谦虚，
一点架子没有，对我这样的年轻演员非常照顾！”

大院里的同事都为之骄傲

12月 19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汉口永清街的武汉楚剧
院院内的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剧作家、武汉戏剧家协会主
席赵瑞泰家中。83 岁的他回忆，1963 年北京电影制片要调
谢芳去做电影演员，同时也要把她丈夫张目一起调过去。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一下就失去了两位重要演员，遂提出条
件，北影厂也要调一名实力演员过来。就这样，1964 年北
影厂调了当时已经很出名的歌唱家吴雁泽到武汉歌舞剧
院工作。

赵瑞泰说，当年大家都住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大院的
宿舍，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赵瑞泰后来参军了，回来后还
是住在大院，从事编剧创作。他从谢芳演的林道静等角色
里学到不少东西，因为谢芳演的革命者演出了“革命者也是
人，也有丰富的人的情感”的一面，避免了概念化、脸谱化、
口号化的刻板革命者形象，角色从生活中来，追求真实，把
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挖掘出来。“我后来的创作也是沿着这
条路在走，这也是《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感动和迷倒几
代年轻人的原因所在！”

赵瑞泰现在住的武汉楚剧院大院紧邻当年的武汉人民
艺术剧院大院。“当年的许多老艺术家还住在这里，大家说
起谢芳都很为之骄傲，毕竟是从我们大院里走出去的表演
艺术家。”

她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表演艺术家

提起谢芳，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谢芳的名字和电影《青春之歌》联系
在一起，她也凭借着其在影片中的表演在 1962 年跻身新中
国初次的 22 位“新中国人民演员”之列。对于一个演员来
说，表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塑造让观众能够记住的个性
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这一方面谢芳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她塑造的《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成为新中国银
幕上富有青春激情以及历史、文化、人性内涵的代表艺术
形象之一。

饶曙光评价，谢芳对表演始终如一怀有敬畏之心。在
拍摄《青春之歌》时，年仅 23 岁的谢芳努力把自己沉浸在角
色之中，将她当时所能具备的对角色的所有感知、理解都投
入进去。即便如此，她还是认为角色的塑造缺少来自生活、
自然表现人物情感的表演。等到拍摄《早春二月》的时候，
开拍前她几乎每天从头到尾读一遍剧本，对剧本中的每句
台词的含义、语调，对每个镜头中人物思想情感的挖掘、连
接、动作的设计，以及每一场戏的服装、化妆、道具都做了精
心的安排和准备，尽量让人物的表演有在现实生活中自然
长成之感。

进入新世纪，谢芳对表演的态度依然没变。在她眼里，不
论摄影机在哪里，她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不论戏份多少，她
都会认真对待，哪怕只是一个背影，她也会精神饱满地完成。
即便台词再少，她也会用细腻生动的表演将潜台词变成正式
台词。她并不认为自己是所塑角色般的英雄人物，也不认为
自己应该成为注意力经济下的话题，而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
名老演员。

饶曙光说，从谢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表演的意义不在于
用表演去换取什么，而是在于把表演当作电影创作的一部
分。谢芳对演员的理解不仅仅是话题的代表和创作者，而是
在面对每一部作品的时候全身心投入其中，从而有来自现实
生活的、更为真实的、自然而然的表现人物的表演。她对表演
时刻的尊重也让其不仅仅局限于影视明星，而是一名真正意
义上的表演艺术家。

谢芳去世，老同事追忆——

她是武汉走出来的
表演艺术家

■长江日报记者王南芳 耿珊珊

视频那边，身在广州家中的范中慧老人思维敏捷，语速较快。91 岁的她每天会慢走8000—
9000步，每周上钢琴课、英语课，生活充实快乐。

范中慧1950年12月报名，1951年1月参军。昨日，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回顾40余年军旅生
涯，老人说：“组织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文工队队员、体育运动员、大学团干部……兜兜转转，
她最后还是回归年少时的梦想，当了一名救死扶伤的人民军医。

参军时，范中慧正在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以下简称“省实验”）读高三。没和大人商量，没有丝
毫犹豫，她拿定主意：“我是团员，国家有需要时当然要报名。”

2018年4月，来汉参加朗诵演唱会的谢芳接受长江日报
采访。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三百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追踪…

出发！保家卫国，无论去哪里

1949年12月，范中慧在省实验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一年后，党中央号召
青年工人和学生参军参干（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在班里就可以报名。我学习一般，各方面都平凡。但
我是团员，国家需要我们为国为人民作贡献的时候，当然要
报名。”老人说，“我知道打仗是残酷的，但这不影响我要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

范中慧1933年出生在苏州，长在上海。1937年侵华日
军轰炸上海，她跟着家人回苏州避难，在战乱中读完了小学
和初中二年级。“学校附近有个日军司令部，人力车夫每次
经过，都要脱下帽子捏在手里，弯腰赔小心。我们小学生路
过时，更是胆战心惊。”

抗战胜利后，范中慧随父母迁来武汉。1949年武汉解
放前夕，范中慧没有随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任职的父亲外
迁，选择留下来。

“武汉一解放我就到人民政府成立的暑假补习班学习，
考进了省实验读高二。”“过去我曾经给一个村子里的小男
孩换药，那个小孩脖子上有个很深的伤口，很久都没好。我
就想着以后学医，到农村给人看病。”

1951年1月，放弃了考医学院的梦想，范中慧和同学们
出发了。“我们高三有甲乙两班，几乎走了一个班的人，留一
个班。到了火车站，我们听到广播里放着苏联歌曲《共青团
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
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记者采
访中，听范中慧老人唱起了这离别的战歌。

这首歌反映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共青团员告别亲
人和家乡，踏上反击侵略者征途时的心声。

“出发时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管去哪里，听从安排。”范
中慧老人说。

文工队员田径拿亚军

范中慧和两名同班女同学没有离开武汉，留在了位于
王家墩机场的空军中南预科总队。3个月学习结束，范中
慧被分到空军第15师文工队。空军第15师是抗美援朝参
战部队，驻地在东北，文工队承担着宣传英雄、鼓舞士气的
重要职能。“领导知道我在学校唱过《黄河大合唱》，觉得我
会唱歌。”

半年后转到师政治部，领导安排她去参加运动会。“我
以前很少跑步锻炼，更没比过赛。但是，我觉得，组织上让
我做什么，我就该去做什么。”

接连参加了东北空军运动会和东北军区运动会后，
她又奉命去北京参赛。在首届全军运动会上，范中慧所
在的空军队获得了 800 米田径接力赛第二名。这下子一
鸣惊人，赛后，她被吸纳到空军体育工作队在北京训练
了 3 年。1954 年 6 月 1 日，范中慧光荣入党。今年 6 月 1
日，党组织派人上门，给范中慧老人送来“光荣在党 70
年”纪念章。

五年半没摸书本考上大学

1956年，国家号召在职干部考大学。范中慧在当时所
在单位空政文工团领导的支持下补习、报考。

“5年半没摸书本，没想到还考取了。”1956年，范中慧
入读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在如饥似渴学习的同时，遵从组
织安排，她大学一年级当班里团支部书记，二年级当学生会
干部，四年级当教研组党支部书记。“以前我连个小组长都
没当过，也不懂。组织要我干，我就干。”

“1960年是经济困难时期，上级要求各教研组派一个
人去厨房帮厨。帮厨要耽误学习，派谁去？我想只有我
去。干了两个月，学会了包饺子、做窝窝头。”

“我这一生很幸运，得到组织上的培养、同志们的帮
助。我自己对任何工作、学习也都是很认真去做。”

医学系学制五年，范中慧大四被选为师资预备生，没毕
业就给学生上实验课，毕业后留校。

勇挑重担，四立军功

1963年，因爱人在广州工作，范中慧从北京调到广州
一家部队医院工作。

1970 年，云南大地震。上级命令一到，范中慧随医
疗队下午 5 时多出发了。她从广州坐飞机到广西南宁
再转飞机到云南昆明，下飞机坐汽车到目的地已是晚
上 11 时。医疗队共 17 人，内科医生范中慧与骨科医生
在救护所治疗，其他医生均出诊。医疗队在山区坚守
了一个多月。

从体育训练场到医疗临床岗位，从承担军事任务到医
疗紧急驰援，范中慧荣立四次军功。

范中慧老人1994年退休。目前，她在小女儿陪伴下，
在广州黄埔区军休三所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