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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淦森出生于东莞农村一
个贫困家庭，农村生活赋予了他
吃苦耐劳、奋进向上的人生态
度。高一时因为被同桌“刺激”，
英语单词不熟练的赵淦森硬是
把两册《新概念》里的 96篇英文
课文全部背下来；考托福除了听
力，其他全部满分；“玩”够了物
理考试满分，和同学变着花样

“玩”如何考精准的分数，赌注是
一个月的早餐。

天道酬勤，赵淦森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成为村里近
几十年来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
大学生。毕业后，赵淦森获保送
攻读研究生，成为村中第一个研
究生。后来他远赴英国留学读
博，成为村中第一个博士和留学
生。

攻读博士期间，赵淦森获全
额奖学金资助负责新型信息安
全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该成果后
被北约多个成员国全军部署使

用。为攻克理论难题，赵淦森日
以继夜，埋头苦干，曾经连续 9
个月没有剪头发，以确保能够第
一时间跟进和开展相关的研究。

“不做中国崛起的旁观者”，因始
终心系家国，赵淦森放弃国外的
优渥待遇，于 2008 年毅然地踏
上回国的路途。在中山大学任
职两年后，于 2010 年作为优秀
人才引进到华南师大计算机学
院，开始在华师的教学与科研生
活。他从零开始建设，在不到三
年的时间内，协助华师在云计
算、大数据等领域，在华南地区
获得明显突出的科研优势和成
绩。也是这短短三年的积淀，让
赵淦森从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
如今，赵淦森带领团队在信息安
全、云计算、大数据、医疗人工智
能等方面掌握了一批战略新兴
核心技术，跻身国内业界第一方
阵，他的研究成果已助推多家企
业成功上市。 文图素材来源华南师范大学

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名单揭晓，华南师范大
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赵淦森光荣上榜。从

“放牛娃”到海归博导，从珠三角到边远地区，从2016
年的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到2021年的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赵淦森始终用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书写奋斗篇
章，描绘人生底色。

赵淦森坦言，曾经的自己
也经历过一段浮躁期，迫切渴
望短期内看见成果的产出。“以
前有成果就有舞台，这时就会
想我什么时候能上舞台，为了
上舞台，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出
个成果。”这种心态在他 2016
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后
发生了转变。

于赵淦森而言，2016 年获
得的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不仅
是一种肯定和激励，更是新阶
段的开启。从那以后，除了致
力于本职工作外，赵淦森把眼
光放得更加长远，“我不断在思
考，如何让自己的付出得到更
好的结果，让自己的努力能够
和更多人分享。”

如今，拥有一方舞台的赵
淦森不再汲汲于产量，他提高
对团队的科研要求，希望产出
更具突破性、代表性的成果。

而这也意味着，团队需要耐得
住坐冷板凳的寂寞。“如今那种
迫切性仍然存在，但我们更愿
意经历三五年的沉默期去做一
个更大的东西出来。”

2019 年，赵淦森带领计算
机学院拿到了学校牵头的第一
个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
目，立项经费 1000 万元，这也
是自计算机学院成立以来，纵
向经费最大的一个项目。

赵淦森回忆，当时该项目
的竞争对手都是国内顶尖团
队，竞争非常激烈，“最终我们
能拿到这个项目，其实可以非
常自豪地说，我们真的是扎扎
实实地去做了几年的积累，虽
然我们从学校的品牌、平台等
各方面都不如对方，但专家们
还是觉得我们是真正意义上做
了扎实的研究和积累。”

今年年初，赵淦森的博士

生林成创在计算机领域的知名
期刊投了一篇论文，经过多轮
的修改和提升后顺利被录用，
成为计算机学院成立以来作为
第一单位发表的最高影响因子
的论文之一。而这光鲜的背后
少不了长期的打磨，林成创表
示，该论文写于2019年8月份，
中间横跨了三个年头，修改了
50多次，才获得赵淦森的认可。

三年间，论文对应的产前
诊断人工智能研究工作不断深
化不断突破，最终得到了目前
领域基于人工智能的最好的分
析性能。“尽管团队的老师已经
觉得可以投稿了，但赵老师仍
然还在论文中给学生挑刺。”在
科研方面，林成创直言赵淦森
就是学生的“刺头”，“任何学生
的科研论文汇报只要能扛过赵
老师的灵魂拷问，基本上一投
就直接中了。”

正如从未忘记回国时的初
心，赵淦森坚持用科技服务社
会，用能力报效国家，用脚步丈
量天地，让自己的声音传播得
更广更远。“赵老师经常教导我
们，做人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
要对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
献。”赵淦森的言传身教让林成
创始终铭记于心。

2015 年，赵淦森被推选为
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云计算专
委会副主席。凭借国际同行的
认同，赵淦森在相关技术领域
的国际舞台上为我国奋力争取
和把握话语权。2017年，驻粤
的56个国家的总领事联合邀请
赵淦森为 56 个总领事分享大
数据的科研进展和先进实践。

作为广东省政协委员，赵
淦森坚持对接国家战略需求，
先后提出了发展“时间银行”互
助养老模式、将在线教学能力
纳入职称评定工作等提案和建

议，且多次为地方发展出谋献
策并执行落实。2018年，赵淦
森持续进行深度调查、分析和
研究，协助制定了有关粤港澳
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的
一系列政协提案和建议，其中，
核心建议被纳入到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推动了《广
东省 5G 基站和数据中心总体
布局规划》的出台，为大湾区的
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广东省的新
基建规划做出了贡献。

在此基础上，赵淦森受韶
关市政府邀请作为大数据产业
顾问，为韶关大数据产业发展
研究产业发展定位、寻找产业
发展机会，并成功协助韶关引
来预计投资 65 亿的大数据项
目。该项目拟建成全国最大的
单体数据中心园区，未来将把
韶关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大数据中央厨房。

为确保该项目的落地和建

设顺利，赵淦森走到项目现场，
研究工程建设的进度、难题和
计划，与有关部门进行直接交
流协调。为此，赵淦森不辞劳
苦，频繁往返于珠三角和韶关
两地，仅 2020年在两地的往返
里程就接近15000公里。

最初，赵淦森从广州自驾
去韶关，后来为减轻疲劳，转乘
高铁。恰逢疫情最严重之时，
赵淦森戴着三个口罩坐上高
铁，“有好多次整个车厢就只有
我一个人，上了高铁就不喝水，
不说话，不上厕所，一到站马上
下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
淦森苦笑道。

从合作协议的签署开始，
到机房的逐步建起，再到机电
设备的上架，在赵淦森的推动
下，如今该项目正以“大湾区速
度”高速推进，即使在疫情影响
下，也预计比正常的工期缩减
了11个月。

在图书馆四楼馆长办公室
里，午后的阳光洒落在整洁的
办公桌前，赵淦森专注于手中
的平板电脑，光斑随着笔尖的
划动而轻盈跳跃。今年 1月份
开始，赵淦森需要经常在计算
机学院和图书馆之间来回穿
梭，只因他多了一个新的身份
——图书馆馆长。

赵淦森与图书馆有着很深
厚的感情，大学期间就有泡馆
的习惯，如今，他也会时不时跑
到书库的自习室，捧着一本书
读上一下午。在赵淦森看来，
图书馆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他
很喜欢其中的氛围。

成为馆长后，赵淦森使用
图书馆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
转变。以前的他是作为一个用

户来向图书馆寻求帮助，如今
他更多的是以一种主人翁的心
态，根据用户的需求为他们提
供服务。

上任后，赵淦森开始马不
停蹄地投入到图书馆的建设
中，至今，他主要做了两项工
作。第一，在服务层面上，加大
传播力度，宣传和推广图书馆
的各类专业服务，让更多人看
到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付出，让
更多人了解图书馆的资源和服
务，吸引更多师生的到来。第
二，成立学校一级的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强化学科支持，
建设智慧图书馆。依托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师生们在申
请知识产权之前，可以拥有价
值评估和领域分析，指导师生

们做好知识产权的整体布局，
推动成果的高质量转化。为
此，赵淦森和同事还专门去了
其他高校调研，争取把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中心尽快完善好。

对于图书馆的明天，赵淦
森有一个很感性的目标：希望
每个同学毕业后，再次回到学
校时记忆最深刻的是图书馆。

“我们希望把图书馆打造成为
让师生们最认可的一个地方，
让校友们回到母校后，都希望
来图书馆看看自己当年奋斗过
的地方，或是突破自己的地方，
又或是遇到自己人生幸福的地
方，这里有他们曾经的欢声笑
语，有他们曾经的泪水和汗水，
也有他们人生最好年华的印
记，这是我们想做的。”

与图书馆结缘

戴着三个口罩上高铁

把冷板凳坐热

“不做中国崛起的旁观者”

赵淦森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记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赵淦森

赵淦森劳模和工匠创新工作室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