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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强核报国之梦
○姜  磊（2006 级工物）

姜磊，男，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2010
届本科、2015届博士校友，现任核理化
院803室主任，入选中核集团青年英才计
划、天津市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人才支持
计划。

青春就要敢想敢拼

2006年，怀揣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

我来到了清华园，在工程物理系开始了求

学之路。在清华期间，我有双重身份，一

是清华的本科生，二是中核集团的定向

生。定向生的身份使我感到光荣，这重身

份让我感受到清华文化和核工业文化的和

谐统一。清华教育我们“又红又专”“立

大志，上大舞台”，而核工业是国家的脊

梁、国家的“战略基石”，中核集团恰是

我们毕业后的“大舞台”。由于定向生身

份，我获得了很多去核工业相关单位参

观、学习、交流的机会，在大学期间便确

定了职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大学四年，我增广了见识、增长了才

干，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

在学业上，我多次获得奖学金，及清华大

学“优良毕业生”“优秀军工定向毕业

生”称号；四年的积累让我获得了免试直

接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成为清华大学与

核理化院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在清华

读博期间，我先后承担了班级党支部书

记、工程物理系研究生会主席、学术工作

助理等社会工作，获得了多维度的能力

锻炼。

2012年3月，我来到联合培养单位核

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在导师张小章教

授和王黎明研究员的共同指导下，正式开

始博士课题研究。在两位导师的精心指导

下，我的学术素养、专业技能、工程实践

能力均有所进步，也让我坚定了扎根核工

业的决心。

用奋斗谱写青春乐章

2015年，我结束了五年的博士研究生

学习生涯，入职核理化院。在核理化院院

士、专家、学科带头人、领导及技术骨干

的关心和帮助下，我迅速完成了由学生到

科研人员的角色转变，为将来在核工业的

“大舞台”上挥洒青春汗水、谱写奋斗诗

篇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我坚持从小事做起，注重

细小的技术进步。我认为任何一件复杂工

程问题，都可以拆分成有限个细小的技术

工作中的姜磊校友（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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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只要把每一个细小环节研究清楚，

再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同时，我时

刻提醒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和研究团队

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坚持理论与实

验相结合。我尽最大努力把握好每个细小

的环节，把每个公式推导好、把每个关键

试验数据分析清楚。在那段日子里，我一

次又一次重复着“推导公式、核算结果、

分析数据、比对试验”这一套规定动作。

由于有前期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我

开始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工程实践，

领导把专用设备保护系统技术攻关任务交

给了我。我深知项目的重要性：攻关一旦

成功，将推动我国专用保护系统自主化设

计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但这项技术仅有

零星几篇报告可供参考，对初入职场的我

来说有较大难度和挑战。

面对任务，我深知要学习“拓荒牛”

精神，才能迎难而上。我与科研团队提出

了多套解决方案，但前行的道路并不是一

帆风顺，经典理论推导结果与试验结果仍

存在较大偏差。面对波折与失败，团队和

我始终没有放弃，经过不懈拼搏，该动力

学分析最终获得关键性技术突破，填补了

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该技术获国防

科技进步一等奖、中核集团科技一等奖，

现已成功应用。

众人拾柴火焰高

凝聚力强、富有战斗力是我所在团队

的特点，团队成员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

让我深受鼓舞，我也充分认识到团队协作

的重要性。走上领导岗位后，我始终坚守

在科研一线，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注

重加强团队建设，把从前辈身上学到的无私

奉献、大力协同的精神不断传承发扬。

长期的一线科研工作让我累积了许多

经验，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逐渐从“学

生”转变成为了“老师”。我开始指导青

年申报中核集团青年创新团队项目和英才

计划项目，带领研究团队奋战在设计与试

验的最前线，鼓励团队成员在专用设备设

计、验证试验系统建设、前沿技术探索等

方面勇于担当、刻苦攻关。2017年，在核

理化院团委的号召下，我作为首批青年代

表，走进梅江中学课堂，为同学作了主题

为“‘核’心点亮未来”的报告，为现场

同学进行了核工业相关知识的科普。

荣誉是前行的动力

荣誉的背后，有努力、有艰辛，但能

够为核事业挥洒青春汗水、谱写奋斗诗

篇，也是我在平凡工作中的伟大追求。工

作六年以来，我发表学术论文7篇，撰写

科技报告20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项。

先后入选中核集团首批青年英才计划、

天津市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等青年人才支持

计划。

2017年我作为国防奖一等奖获奖者代

表，参加了中核集团年度工作会议。在分

组讨论会上，我做了一段发言，介绍了自

己定向培养、联合培养的经历和工作后的

成长过程，并建议中核集团定向培养和联

合培养的模式向更多的高校推广。

2021年4月，我承担的集团公司青年

英才计划项目通过验收，获评优秀等次。

2021年5月，我获得中核集团首届

五四青年奖章，并作为获奖者代表在颁奖

会上发言，分享了我对新时代核工业青年

如何更好地担当历史使命的思考，获得良

好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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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清华情缘
○姚远程

一

和清华大学结缘还是在原单位——航

天部061基地。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个项目

是在红旗2号制导雷达车上加装频率捷变

抗干扰系统，清华电子系是牵头单位，

负责人是茅于海。他是著名桥梁学家茅

以升的侄子、工程机械学家茅以新的公

子。他的专著《频率捷变雷达》是我国

无线通信抗干扰方面的经典，他带领团队

研制的样机，获得过1984年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项目中还有彭应宁、山秀明、刘宝琴

等老师，过去只在教科书里看过，现在竟

一个个走了出来。那一年是1984年，清华

电子系迁回北京不久，所以从他们的言谈里

经常能听到绵阳，听到曾经的清华分校。

那是他们这一代人，用了十多年时

间，到龙门山里抬青石，去涪江岸边运河

沙，在青义坝上开砖窑，把绵阳北郊一块

1000亩左右的坡地，建成了建筑面积达30
万平方米，有较为完善的教学、科研、实

习设施，配套完整的生活、医疗、教育环

境的清华大学绵阳分校。

我当时对绵阳并不熟悉，只知道这是

一个聚集了不少三线企业的地区。直到15

年后，我来到这里工作。

西南工学院是清华大学绵阳分校迁回

北京后，由石棉县大山里迁出的建材学

院，和清华留在绵阳的校舍校友合并而

成。当时我还打电话去咨询薛宝兴老师，

他当时是清华产业公司副总裁，管着同

方、紫光和清华出版社等企业，一说起绵

阳来，就滔滔不绝。

没多久，西南工学院要改名西南科技

大学，还新增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作为

新来的专业教师，因我过去做过不少科研

项目，学校派我到清华电子系进修。大约

一年时间，听了近10门课，获得20个学分。

作为一所著名的大学，清华给人的印

象是深刻的。而电子系上下仍弥散的分校

情结，最是让人感动。

姚
远
程
教
授

我一直认为，我只是千千万万青年科

技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我所在的岗位很

平凡，我的经历也很普通，但我肩上的使

命却神圣而又光荣。我们不仅要“仰望星

空”，做最前沿的技术探索，更要“脚踏

实地”，解决好每一个具体的工程问题，

时刻牢记核工业人的初心与使命，坚定对

核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平凡的岗位上挥

洒青春汗水，做出不凡成绩，不畏艰险、

甘于奉献，不断磨炼、刻苦拼搏，在新时

代核工业的“大舞台”上施展才华，书写

无悔的青春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