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人生的磨难，夏静体会到与家
庭重大变故相比，学习是一件比较简单
的事，她说，人生除了生命闯关，其他的
困难都不算什么，不要精神内耗，要用
积极乐观的心态学习和生活。

去年，学校有一位在武汉工程大学
求学的广西学弟也患了白血病，思想负
担很重，在老师的介绍下，夏静来到这
名学弟的宿舍，用自己的经历开导他，
告诉他治疗和生活要注意什么，后来这
名学弟转变了心态，对肿瘤的恐惧心理

逐渐消散。现在这名学弟已经完成了
相关治疗，返回学校学习了。

夏静说，在她看来，人类生病，跟
环境息息相关，不好的环境会导致基
因突变。博士毕业后，她将继续博士
后的研究，她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与
防治污染比较契合，因此想通过研究
抗菌肽替代抗生素的使用，把超级细
菌的发生概率减少到最低，希望未来
能回报社会。

据《扬子晚报》

2024年6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 张晨A07 烟火人间

女孩和父母相继患癌，十多年后，我们看到温馨一幕——

她的博士毕业典礼上，一家人幸福合影

近日，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博士毕业生夏静手捧
向日葵，身穿博士服与应邀前来的父母、弟弟、弟媳一同留影。这
张合影来之不易，因为背后是这个家庭齐心协力抗癌的故事。12
年前，夏静高考之后，她的父母先后被确诊癌症。更不幸的是，第
二年，夏静确诊了白血病。接二连三的噩耗没有压垮坚强的夏静
和父母，他们积极治疗，一起对抗病魔。12年后，一家人不仅都抗
癌成功，夏静还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记者采访夏静时，她说，现
在感觉很幸福，未来将在母校做抗生素污染相关的博士后研究，尽
自己所能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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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一条短视频引人关注，在
武汉工程大学 2024 年的研究生毕业典
礼上，31 岁的博士毕业生夏静手捧向日
葵与家人合影。当天，她的父亲、母亲、
弟弟、弟媳和抱在怀中的小侄子都参加
了她的毕业典礼。夏静博士阶段的导师
姚槐应副校长为她拨穗，颁发了学位证
书，姚校长与夏静的家人也合了影。

在毕业晚会上，夏静发言：“在工大求
学的12年里，母校就像我另外一个家，是
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如今我们即将踏上

新的征程，无论身在何处，祝愿所有老师工
作顺利，同学学业进步，祝愿母校明天更加
辉煌再谱华丽篇章！”现场掌声阵阵。随
后，夏静领衔在台上与同学们齐声合唱《昨
日青空》《星辰大海》。

这温馨一幕，对夏静来说弥足珍贵，“这
些年，我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故，就像坐过
山车一样，爸妈接连患癌，我自己也生病
了。还好，我们三个一起积极与病魔作斗
争，如今大家都康复了，我还完成了学业，我
很感恩，也期待着踏上人生新的征程。”

夏静是武汉人，家住新洲区。父亲从
事建筑行业，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还有一
个弟弟。

2012 年，夏静高考那年，父亲总是出
现拉肚子的情况，后来被查出患了直肠
癌。夏静高考后，她父亲接受了手术，经历
了漫长的化疗，一直是母亲在照顾。没想
到，当年9月，夏静的母亲感到大腿不适，
被查出恶性外周神经鞘膜瘤。之后，夏静
母亲也住进了医院。

父母都患癌症，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家
变得捉襟见肘。夏静的父亲说：“老天爷开
的玩笑并没有停止，没想到第二年，小静被
查出白细胞血小板高度异常，经中南医院
检查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当时我
们感觉天都塌了。”

医生给出两种方案，一种是常年服用

价格昂贵的药物维系，一种是接受骨髓移
植。夏静选择了后者，同年10月，夏静的父
母拖着病痛的身躯带着她到河北寻找骨髓
配型。11月，医院传来好消息，找到了骨髓
配型。“但高额的费用又让我们犯了难，我
们患癌早就掏空了家底，还四处借债。为
了救女儿，我俩都停止了治疗，省下钱给
女儿治病。”夏静的父亲说，家里很困难，在
万难之际，武汉工程大学师生组织了捐款，
送来了十多万元的善款。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和公益组织也慷慨解囊，筹集30多万
元救命钱。在大家的帮助下，一家人共同
与病魔作斗争。

2014 年2月至7月，夏静在北京一家
医院接受了骨髓移植，重建了免疫系统。
经过半年的住院治疗，夏静终于得到医生
的准许出院回家休养。

夏静的免疫力比常人要低很多，她
的体重从患病前的 102 斤骤降到 74
斤。医生建议隔离休养两年，这势必要
错过所有课程。面对困境，家人、老师、
同学给了她坚定的信心和勇气，为了不
落下学业，夏静一边养病，一边自学、看
书，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师和同学请
教，“因为有积极的心态，我的康复速度
超过了预期。”

2015 年 3 月，夏静康复，重新回到
校园，“与病魔抗争让我对生命心存敬
畏，对社会满怀感恩，对未来充满期待，
希望能通过不懈努力创造奇迹。”

经历与病魔的抗争，夏静感到时间
的紧迫，对她来说，学习比起治病来轻
松多了。本科毕业后，她决定考研，努
力投身科研。为了考研，她每天 6 点起

床，晚上 10 点从自习室出来，除了睡
觉、上厕所外，其余时间都泡在自习室
里，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持续了大半
年。2017 年 9 月她成功被武汉工程大
学环境生态与生物工程学院录取，学习
生物工程专业。

读研期间，她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
全身心投入科研实验，2019年9月参加
了武汉大学“第十六届全国均相催化学
术会议”，研二上学期成功申报并主持

“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
目”，并于 2019 年 11 月份顺利结题。
2020年9月，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
武汉工程大学环境生态与生物工程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不仅如此，夏静还获得

“2021 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2023
年湖北省研究生党员标兵”的殊荣。

博士毕业典礼上与全家合影“这样的团圆来之不易”

一家三口接连患癌 他们没放弃，积极与病魔作斗争

“学习比治病轻松多了”以专业第一成绩考上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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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鹏是我国著名翼装飞行家、三项
翼装飞行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首位滑翔
伞世界冠军，被誉为“亚洲翼装飞行第一
人”。张树鹏已经有过 3500 多次翼装飞
行经验，他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挑战这
项翼装飞行最长距离的世界纪录。“我挑
战的纪录是翼装飞行从起点到终点的水
平距离，因为没有动力，所以理论上高度
越高，就会飞得更远，但高度带来的困难
也是不可想象的。”张树鹏说，此前的世界
纪录是在 2017 年由爱尔兰人大卫·达菲
创造的 29.063 公里，而为了打破这一纪
录，他将起跳位置定在了平流层之中，这
是此前没有人尝试过的高度。

“为了这次飞行准备太久了，其实我
在 2014 年就开始尝试。”张树鹏介绍，飞
行距离是翼装飞行中的一项挑战，难度不
光在飞行本身，因为在高空会遇到低温、
缺氧、乱流等一系列的困难，另外还要承
受身体上的痛苦，整个准备过程会遇到很
多困难。

6 月 13 日这天清晨，美国田纳西州
WTS基地天气晴好，地面风向为西北风，
这是经多方努力之后争取到的天气与空
管都允许的时间窗口。张树鹏说，翼装飞
行挑战需要的天气条件首先不能有降水，
云量也要尽可能少。“在4万英尺的高度，
需要能够清晰地看见太阳，不能被遮挡，
因为在对场地不熟悉的情况下，太阳是判
断飞行方向的标准之一。”

早上5点50分，张树鹏乘坐一架经过
特殊改装的固定翼飞机从 WTS 基地升
空，约1小时后，飞机到达海拔43038英尺
的预定位置。张树鹏身穿黑色翼装出舱，
经短暂俯冲后，他展开双翼，在田纳西州
的上空呼啸掠过，以无动力翼装飞行的方
式向南飞去。经过约 8 分钟的飞行，在
WTS基地以南方向、相对高差约1100米
的位置，张树鹏打开降落伞缓缓降落，截
至此刻，他飞行的距离为30.216公里，打
破了世界纪录。同时，他也因此实现了人
类首次的平流层翼装飞行。

从张树鹏挑战的视频画面中，我们看
到他纵身一跃，跳进接近深蓝色的天空
中，地球的曲线在画面中优美展现，不过
对于他来说，此刻的感受其实是痛苦多于
愉悦的。“最先的感受是低温，当我们在这
个高度打开舱门的时候，飘进来的都是小
冰粒。飞机上的两位辅助保障人员，在舱
门打开两三秒以后，戴着薄手套的手就已
失去知觉。”张树鹏说。

“为确保安全，供氧装备将我的身体勒
得非常紧，不仅胸腔疼痛，而且胸腔扩张会
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不能完成有效的深呼
吸。同时，吸氧面罩还极度压迫脸部肌肉，
造成鼻腔周围疼痛、嘴唇麻木等。”一小时
的吸氧准备就让张树鹏的体能消耗到了极
致。然而，这些煎熬并不因出舱而停止，而
是在整个翼装飞行过程中一直存在。

创造世界纪录时间过去不久，更新的
挑战已在张树鹏脑海中酝酿。他表示，自
己希望能通过这些挑战，推动飞行运动向
前发展。 据《扬子晚报》

飞行30.216公里！他创下翼装飞行世界纪录

海拔13118米的平流层中，飞机窗外
是零下57摄氏度的低温，不及地面1/5的
气压和极其稀薄的氧气。中国翼装飞行
家张树鹏纵身一跃跳出机舱，以无动力翼
装飞行的方式向南飞去，经过约8分钟的
飞行，他在距离地面1105米的高度顺利
打开降落伞，以30.216公里的飞行距离
刷新翼装飞行最长距离世界纪录。6月
13日，张树鹏在美国田纳西州顺利完成这
项挑战，同时也成为世界上首位进行平流
层翼装飞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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