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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龙陵县教育和体育局获悉，
日前，毕业于该校、现任湖南大学电气
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湖南大学机器人
学院院长的王耀南教授，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据介绍，王耀南教授长期从事智能
机器感知与控制技术研究，主攻智能机
器人控制、机器视觉感知与图像处理、
智能制造装备测控技术、智能电动车控
制技术、机械电力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王耀南教
授从事教学工作40年，坚持立德树人，
为人师表，勇于开拓创新，培养出硕士
140 余 名 、博 士 60 余 名（含 IEEE
Fellow、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发表
SCI论文160余篇，出版著作8部，获国
家发明专利70余项，获得“全国高等学
校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崔敏

2004年4月，康云能调入昆明市公安
局盘龙分局拓东路派出所，并成为社区民
警一份子。在这15年里，康云能一直保持
着一颗赤子之心，曾获评盘龙分局“十优
民警”。他的语速简直像个机关枪，同事
喜欢喊他“快嘴阿康”，可他的性格一点也
不急躁，还是个热心肠。

他像社区老人的“好儿子”

“小康在哪？小康来了吗？”派出所办
公室里，这个声音又响起了，它来自住在
东风巷的八旬老人马老汉。自从认识了
康云能，马老汉有事没事都喜欢来找他。

10年前，马老汉的儿子没了。骤然失
去亲人的痛苦和孤寂，让老人家心里总是惴
惴不安，甚至产生幻想，总觉得有人要害
他。康云能得知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就有事没事“拐”进马老汉家，每次去，至
少待半个小时，不干别的，就是陪老人聊天。

“有时候看着他们感觉就像自己的亲
人一样。其实，老人们想要的十分简单，
只是希望有人陪他们说说话而已。”康云
能感慨道。

去年，马老汉去了敬老院。在敬老院
里，他还时常念叨：“小康在干嘛呢？”“小
康怎么没有来看我？”

马老汉有个过继来的女儿，和康云能
很熟，有一次遇到，她故作生气道：“你看，
比起我这个女儿，老人更信任你！”同事听
了也跟康云能打趣道：“干脆你给老人家
当干儿子得了！”

这么多年，像马老汉这样对康云能充
满信任的社区居民很多。每次康云能听
着老人们的话语，心里都很开心，“他们这
么信任我，我也感觉很感激，心里暖暖的，
有时候还会反思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怕自
己担不起这份信任。”

他是孩子们的“平凡英雄”

在辖区明通巷，住着一个小女孩文
雅。母亲在她两岁时离家出走了，父亲后
来因犯罪入狱，小女孩从小和年迈的奶奶
一起生活。转眼小女孩8岁了，上小学后

成绩一直不好，甚至还会厌学，总是逃学、
离家出走。

每次文雅离家出走被送到拓东路派
出所，康云能都要亲自把她送回家。

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下午，小文雅又
被送到了派出所。康云能看着小文雅衣
衫单薄，被冻得瑟瑟发抖，眼神怯怯的，心
里十分心疼。在送小文雅回家途中，康云
能忍不住跑去服装店，为她精心挑选了一
套漂亮的冬服。

看到小文雅总是逃学，缺少来自家庭
的温暖，康云能绞尽脑汁为她打算着……
通过多方努力，为其联系到了一家儿童救
助中心。在征得小文雅家属同意的情况
下，儿童救助中心将小文雅接走照顾。

康云能定期到救助中心看望小文
雅。看到小文雅在救助中心开心快乐地
学习生活，康云能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在另一个女孩小芳家墙上，有一行用
铅笔一笔一画写上的字，是康云能的名字
和电话号码。

他更像“别人家的爹”

今年8月1日，康云能收到一封感谢

信，同时，他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一个12岁小男孩当面给他敬了一个
少先队队礼。

这个小男孩，康云能是十分熟悉的。
孩子的父母曾是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后，
康云能常常嘘寒问暖，在康云能的关心
下，夫妻俩没再沾染过毒品。夫妻俩有了
孩子以后，康云能对这个孩子更是上心，
常询问成绩、悉心教导，自掏腰包给小男
孩买书包，添置课外读物、文具。

康云能还为他们联系社区居委会，为
这一家人申领了低保和廉租房。逢年过
节，双方也会互相问候和关心。

康云能所做的一切，都被一家人看在
眼里，暖在心里。

对于康云能来说，社区民警这份工作
必然要牺牲一部分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
才能换来万家灯火的温暖，换来其他孩子
书桌的安宁。

15年来，虽然大都是些市井小事、鸡
毛蒜皮，可是康云能对每一桩每一件都十
分用心。带着深厚感情，他真正把遇到的
每一个人当成亲人去照顾、帮助。
本报记者 马雯 文 昆明市公安局 供图

官渡法院建成
我省基层法院

首个安检导诉中心

诉前调解纠纷

6222件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第六个“国

家宪法日”。昨日下午，昆明市官渡
区人民法院开展“走进一站式 体验
微法院”活动，邀请多位律师走进法
院，感受智慧法院“互联网+立案”的
便捷。

昨日下午2点30分许，来自多家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走进了官渡区人
民法院，他们在法官干警的引导下参
观了“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及安检
导诉中心，了解了智慧法院建设的最
新动态。

据了解，今年以来，官渡法院打
造完成云南省基层法院首个安检导
诉中心，与升级后的诉讼服务中心
和审判中心呈“品”字形排列，同时
在诉讼服务中心下设诉调对接中心
和司法辅助中心，整合内外司法资
源，构建“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
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
体系。

2017年至2019年11月底，官渡
法院移送多元调解组织诉前调解纠
纷共计22974件，调解成功6222件，
撤回起诉申请978件，司法确认1602
件，司法确认涉案金额约5.29亿元，
为当事人节约诉讼费800余万元。

“两个一站式”的建设，离不开智
慧法院的建设和推广。在官渡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法官干警向大家展示
了法院立案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融
合的成果：实现了自助立案、网上立
案和跨域立案。

“这是一台诉讼服务智慧终端
机，在终端机上进行自助立案，可以
大大缩短排队立案的时间。”在活动
现场，法院干警向参观人员介绍和演
示了诉讼服务智慧终端机的功能及
操作流程，参观人员还饶有兴趣地体
验了智慧终端机。

当天下午，在官渡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立案窗口上，法院工作人员正在
办理一起跨域立案。云南一家保险
公司的代理人来到官渡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向立案庭提交了起诉材料，
向两名被告进行追偿。立案庭工作
人员查看材料后，发现该案应由昆明
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管辖。随后，工作
人员通过云南微法院小程序中的跨
域立案平台，将相关的起诉材料推送
给管辖法院。

“当事人和律师可以到就近的法
院递交起诉材料，由协助法院通过云
南微法院小程序中的跨域立案平台，
将相关的起诉材料推送给管辖法
院。管辖法院审查通过后，将受理通
知书等文书反馈给协助法院，由协助
法院打印后送达当事人，就这样，跨
域立案就完成了。”法官介绍说。

本报记者 林舒佳 实习生 高中泽

主攻智能机器人控制等方向
王耀南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曾是龙陵一中学子 现任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1957年 出生于龙陵
1977年 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毕业

于龙陵县一中的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
了东华理工大学（原华东地质学院）电子
计算机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9年 考取湖南大学工业自动化
专业攻读硕士和博士。

1995年 取得博士学位后留任为湖南
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7年 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自动
控制专业博士后毕业。

1998年 留学德国Bremen 大学自动
化研究所，并任德国洪堡学者。

2004 年 在德国 Bremen 大学 BIBA
研究所开展中德国际合作重大项目，为中
方首席科学家。

现任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
长、湖南大学机器人学院院长等。

拓东路派出所民警康云能

时常陪伴孤寡老人 帮助逆反孩子变好

图片来源于湖南大学官网

康云能向老人嘘寒问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