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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何佳媛

1992年10月

出生，2010 年 10

月入党，中共宁

波市海曙区江厦

街道天一商圈综

合委员会书记。

“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和宁波、鄞州对我们的扶持分不开的。”阮殿波
说，这7年来，宁波市和鄞州区对他们团队的各类扶持资金已经超过8000
万元，并帮助他们申报了多个科研项目和奖项。

最让阮殿波赞叹不已的是，为了服务好中车基地，鄞州区还专门成立
了中车办。“这在国内应该是少有的，这种‘妈妈式’服务让我们觉得很贴
心。”阮殿波说。

现在，随着科创板开板，中车超级电容储能与节能技术中心也已经做好
了上市准备。“市里非常支持，给了配套政策和资金。”阮殿波还和记者分享
了一个好消息，他们与吉利集团也在商谈一个大单子，合作金额达5亿元。

阮殿波研发的超级电容器在宁波已经得到了很大应用，1500辆超级
电容大巴每天穿梭在宁波的街道。“超级电容器还有一个好处，每次汽车制
动产生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储存起来。”

未来，这项成果还将应用在宁波的轨道交通及全国的高铁列车上。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鄞才宣

与宁波共成长

超级电容器
研发的领跑者
阮殿波：
让绿色能源走进千家万户

您是否注意到，市区有些公交站点有一根呈倒“L”的柱子，每当公交
车进站上下客时，车顶会有弓状的电线升起来。其实，这是超级电容大巴
正在充电。这些大巴里的超级电容器，正是由新宁波人阮殿波研制的。昨
天，记者采访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中车超级电容储
能与技能中心主任阮殿波博士时，他正和科研人员研究容量20万法拉的
超级电容器。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最先进的超级电容器存储容量不过
6000多法拉。“未来，我希望超级电容器能在大巴、地铁、高铁，甚至私家车
上应用，让绿色能源走进千家万户。”阮殿波说。

大学毕业后，阮殿波在清华大学当了老师。“我本科学的是铸造，所以
就研究比较熟悉的钢铁。”钢是由铁和碳构成的，阮殿波对碳纳米管产生了
浓厚兴趣。

研究到一定程度，阮殿波决定把碳纳米管产业化。但碳纳米管可以应
用在哪些方面呢？阮殿波一查资料才知道，碳纳米管可以用来制作超级电
容器。从此，他就一头扑进了超级电容器的研究。

2002年，阮殿波团队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出了第一个超级电容
器。但实验室产品毕竟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产品，还不能应用在现实环
境中。“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找投资，在校外搞产品研发。”

第一笔投资来自于清华的一个同学，但170万元资金不到3年就花完
了。“研发过程实在太艰难了，比我想象的困难多了。”阮殿波说。

2005年，阮殿波又融到了1050万元资金。到了2009年，钱又花完
了，几名创始人还从家里拿钱出来补贴，公司面临解体。

幸运的是，这时有风险投资进来了。2009年至2012年，风投公司共
向他们公司投资了1亿多元。

2012年，我国现代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中国南车”（即现在的中国
中车）向阮殿波抛出了绣球——投资18亿元，在宁波中车产业基地建设一
个全球最先进的超级电容研发、生产基地。

当年3月8日，阮殿波毅然辞去清华大学高工、公司副总兼首席运营
官等职位，随带3名技术骨干，千里迢迢来到了宁波。仅一年左右，阮殿波
就带领团队研制出了7500法拉的超级电容器，容量已远远超过了美国的
3000法拉，韩国最强也只能做到6200法拉。第二年8月，这一纪录又被
刷新，阮殿波团队研发成功9500法拉的超级电容器。至此，中国超级电容
器一跃站上世界领先地位。

阮殿波团队不仅已经研制出了3万法拉的超级电容器，6万法拉的电
容器也将马上投放市场。目前，他们正在研发20万法拉的超级电容器。

未来将在宁波轨道交通列车上应用

6万法拉超级电容器即将投放市场

阮殿波（左）和团队成员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见到何佳媛，都会觉得她就像个小太阳，交流起来如沐春风，很轻易地就
感染到那份浑身洋溢的正能量。别看今年27岁的何佳媛个子小小，有着9
年党龄的她还是宁波天一广场附近商圈的综合党委书记。

27岁的她
当了天一商圈

综合党委“领头雁”

商圈内年轻党员集中，为解决主题党日随意性大等问题，每月17日被定
为主题党日，悬挂一面党旗、佩戴一枚党徽、宣读一遍誓词、温习一段党章、重
忆一片初心、交纳一次党费、做好一回记录“七个一”动作，让主题党日仪式感
满满。

何佳媛有一堂10分钟的党课，在支部书记讲党课比赛中收获了满堂喝
彩。她从一款网红面包的包装袋说起，谈到究竟何为初心。

那款面包袋上写着：“一粒麦子，便是一个世界。无论外面世界怎么变
化，不忘初心。做吐司，是一辈子的事，是每一天的重复与坚持。”简单几句
话，却带给何佳媛深深的触动。宁波的天一阁有修书人，耐住寂寞和低薪，坚
持埋头修复古籍；天一商圈综合党委成立11年，走过岁月，也守住了初心，成
为党员的活动平台和阵地。“如今，你的初心呢？”何佳媛的党课很少用理论来
修饰，却成功地唤醒了大家的初心。 记者 滕华/文 记者 崔引/摄

硕士毕业后，何佳媛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宁波。从街道社区做起，直
到一年前，她来到天一广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当起了这里的“领头雁”。

天一商圈是宁波最繁华的商贸商务核心区域，这里入驻了2800多家“两
新”组织，近3万名从业人员。282名党员、18个支部，是商圈综合党委的两
个基本面。

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成立于2008年的天一商圈综合党委，是
宁波首个区域性商圈综合党委，它的成立在此后也不断被“复制”到其他地
方。

何佳媛介绍，通过企业单建、楼宇或片区联建，组织工作在天一商圈实现
了全覆盖，形成“区域建党委、楼宇建支部、楼层建小组”的组织覆盖方式，将
商圈作为“融合社区”，以商圈党委为龙头，统筹党务、企业服务、城管、综治、
社会组织等党政企社资源，形成“商圈服务企业、社区服务居民”的模式。

何佳媛所接触到的第一堂党课是在读高中时。“那时候高一，老师在班级
里问同学们愿不愿意去上业余党校，我是第一个举手并响亮报名的。”何佳媛
说，这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军人，也是党员。

“启蒙班”党校课程，何佳媛至今对第一课印象深刻。授课的是当时象山
中学副校长金依平，她讲的主题是信仰，黑板上用粉笔大大地写了六个字：做

“好人”、“做好”人。
高中学业繁忙，何佳媛也没放弃党校课程。在高考冲刺班里，金依平刚

好做了她的导师，主动当起了何佳媛的入党介绍人，发展她成为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

学业优秀的何佳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度过了她的6年本科和硕士生
涯。其间，她独当一面帮助老师做起了党建工作。何佳媛靠着自己的不放弃
精神，摸索出党员发展、转正、保留党籍等规范流程，做好了院系党员的档案
整理工作。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化办学的背景下，西方语系在校学生出国比例高
达75%，学生党员的身影遍布全球。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加强学生党
员与入党积极分子留学期间的教育和培养，提升党员培养质量，作为学生党
支部书记，何佳媛也在不断思考。她探索深化了海外党小组模式，通过出国
前宣誓和专题培训，出国期间在易班平台上与国内同步活动，归国后追踪教
育等方式，有效引领和把握学生在海外的思想动态，使学生党员“身在国外，
心系祖国”。海外党小组的基层党建模式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海
基层党建网等多家媒体关注和报道。

微型党课谈初心很接地气

成为天一商圈综合党委“领头雁”

读高中时第一次接触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