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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着明确的想法和目标，钱煊博

进入工作室后比别人更加努力。他在学
习技术之余还学习运营和销售知识，并且
定期参加有关公司发展的培训。

2018年，他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并
制定了全新的商业目标。他带领技术团
队一心扑在UWB技术开发上，其中就

包括专用于矿井人员定位的系统“矿工
安全保护伞”。

项目研制成功后，他开始实地走访
了 100 多个矿井、20 多家矿井设备企
业。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矿工安全保护
伞”系统成了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占比
达到50%。

目前，国内已经有30多个矿井用上了
该系统，越来越多的矿井设备商开始主动
找上门。截至目前，公司销售额累计已近
千万。2020年8月13日，主管教育的浙
江省副省长成岳冲来到公司实地考察，成
副省长对一个高职学生能够做出这样的
成就感到欣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致力于矿工安全

C
钱煊博不仅仅专注于创业，他更希望

通过努力学习给自己更大的舞台。
在校期间，他多次荣获学业奖学金、

创业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参加
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获奖。今年暑假他的
团队参加浙江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竞赛和“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全部取得了省内最高奖，是唯一获得此成
绩的高职院校团队。

今年7月，钱煊博专升本考取了浙江
传媒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我会一边
继续攻读学业，一边管理公司，用知识来

武装产业。”钱煊博自信满满地说。
对于未来，他希望可以继续扩大矿井

领域的市场，并让全国三千八百个矿井都
可以全部使用上他的“矿工安全保护伞”
系统。

为自己拼出未来

2020年9月18日 星期五
主编:炳连 编辑:章瑚
版式:建飞 校对:义荣 校园 8

温州商报

温大新生未入学
助学爱心已到家

商报讯（记者 章瑚）来自衢州市龙游县
的新生小叶，在接到来自温州大学录取通知
书的一刻虽然很激动，可是学费一事却也让
他犯了难。小叶是一名孤儿，从小与奶奶一
起生活，日常生活的开销主要由叔叔一家承
担，随着奶奶的年岁增加，日常负担开销更
是困难。

令他意外的是，9月9日上午，浙江省教育
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程工作人员、温州大学老师、龙游县教育局工作
人员等一行带着慰问品来到了他的家。

省教育发展中心和资助中心工作人员详细
询问了小叶同学的学习生活情况、家庭成员健
康情况、家庭收入状况等，对他在家庭经济困难
的情况下，依然坚守信念、发奋学习，最终圆梦
大学的执着精神表示由衷赞赏。

温州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包含丽向小叶
同学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随后向他详细
讲解了学校的资助政策，并为他制定了初
步的资助方案。“学校有完善的资助体系，
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问题而辍
学。”包含丽说。

据悉，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时了解
国家资助政策，温州大学向每一位被录取的考
生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发了省教育厅专门编印
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浙江省学生
资助对象认定申请表》等资料，广泛宣传学校就
读“三不愁”：一是入学前不用愁。家庭经济困
难的新生，可向家庭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或
被录取的高校提出申请，办理助学贷款；二是入
学时不用愁。如有新生确实不能筹集到足够的
上学费用，可通过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直接报
到入学，缓交学费和住宿费；三是入学后不用
愁。学校有一套完善的“奖、助、贷、勤、免、补”
资助体系，体现了精准资助的要求，确保资助全
覆盖。

温州大学始终坚持以生为本，扶贫与扶志、
扶智相结合，关注经济资助，重视资助育人，同
时对特殊困难学生个体在学业、心理、就业技能
等方面给予积极帮扶，并建立了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家访机制，多年来无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辍学。

一边继续深造 一边管理公司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这名大学生有个创业梦

商报讯（记者 章瑚）9月11日下午，温
州技师学院为援藏支教教师翁曙光举办了
欢送会。翁曙光老师也是全国第一批技工
教育人才援藏工作的浙江唯一代表，他即将
到西藏技师学院参与教学工作。

为贯彻落实人社部《关于做好第一批技
工教育人才援藏选派工作的通知》精神，为
西藏技师学院的办学提供人才支撑，温州
技师学院财经信息系网络信息与安全专
业教师翁曙光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申请参

加援藏工作，经选拔，翁曙光老师成为全
国第一批技工教育人才援藏工作的浙江唯
一代表。

翁曙光是温州技师学院高级讲师，主
要负责计算机网络、物联网教学。他作为
导师，连续多年辅导学生在世界技能大赛
浙江省选拔赛上取得不俗成绩。他自己作
为技工人才，研发“曙光物联”实训平台、智
慧农业控制系统，还创建了“曙光物联”工
作室。

“翁曙光老师作为全国第一批技工教育
援藏教师，也是浙江省唯一一名技工教育援
藏教师，他无私奉献、敢于挑战的精神值得
我们每个人学习。”温州技师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庄加灵表示援藏支教工作是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决策部
署，希望翁老师能充分运用专业特长帮助西
藏技师学院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帮助西藏培
养更多更好的技能人才，同时也一定要保重
身体。

瓦小少年参加萤火虫行动
与西部少年共同成长

日前，温州瓦市小学大队干部宋依恬等同
学参加了希望工程劝募活动。他们走上街头，
发动市民一起奉献爱心。

9月11日，宋依恬将此项活动带到了校园
里，在学校举行的“国旗下共同成长”主题活动
中发起了一份倡议。她倡议同学们为浙江红领
巾公益基金项目萤火虫行动进行捐款，为西部
贫困地区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争做小小慈善
家。这份倡议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支持，各个
班级纷纷行动。

“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它挑战了队长学
校的孩子们，走上街头和陌生人打交道，用
自己的力量筹集爱心；也培养了孩子们的能
力，第一次自己动手写倡议书，用自己的力
量汇聚温暖。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我
们的孩子们会牢记少先队员的使命，做新时
代温暖和高能的少先队员。”瓦市小学副校
长邓明哲说。

夏小珍

作为全国第一批技工教育人才援藏工作浙江唯一代表

温州技师学院教师翁曙光赴藏支教

钱煊博是温州人，出生在温州商人家
庭。虽然从小生活富足，但由于父母外出
经商，家中常常只有奶奶陪在身旁，因此
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三年前，他高考
失利进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但小伙子并
没有气馁，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励着他
奋发图强。三年来，他在学校里一直成绩
优异、名列前茅。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内心一直有一个创业梦。

有一天，钱煊博观看了电影《地心营
救》。这个电影讲述了33个矿工被困矿井
深处度过如噩梦般69天的故事，但电影并
非虚构，而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钱煊
博被深深震惊了，他不禁反思：如果有一
种安全设备可以在发生矿难时迅速准确
地锁定矿工位置，那不就可以大大提高矿
工的生存概率了吗？

机缘巧合下，他加入了学校林凌鹏老

师的工作室。当时林老师所研究的发现
超宽带技术（UWB技术）正是解决室内
定位这一问题的方法。这种技术是一种
无线载波通信技术，它利用纳秒级的非
正弦波窄脉冲传输数据，具有系统复杂
度低、发射信号功率谱密度低、对信道衰
落不敏感、定位精度高等优点，尤其适用
于室内等密集多径场所的高速无线接入
与人员定位等应用场景。

电影给了他启迪
钱煊博（左边）与他的老师林凌鹏合影留念。

☉商报记者 章瑚

再过几天，钱煊博就要成为浙江传媒
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新生了。今年7
月，他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以优异的
成绩考取“专升本”。而跟着他一起升入新学
堂的，还有他的一个创业梦。

“我将一边继续深造学业，一边管理公
司，继续扩大矿井领域的市场，希望全
国三千八百个矿井可以全部用上

我们的‘矿工安全保护伞’系
统。”钱煊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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