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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贡献，在1993年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两年后被评为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

范。此后又分别被评为部、省、市科学技

术突出贡献专家。从事技术工作几十年，

累计获得国家专利八项，个人获得部、省级

科技进步奖七项，市级科技进步奖三项。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陈鹰，不仅担任

清华大学云南校友会会长，还时常操作计

算机为单位做设计。“我们这一代人，见

识了新中国艰难发展初期，走过了‘文化

大革命’十年动乱，亲历了改革开放，赶

上了中国大发展。回顾一生，不负清华，

我很欣慰。”70年的人生阅历，顺境中发

奋图强且宠辱不惊，逆境中不懈努力逢柳

暗花明，他如同一本厚厚的书，让人心悦

诚服又意犹未尽……        （电机系提供）

三十载“风云”同行，深耕笃定永葆初心
——访电子系 1980 级校友杨军

○孙鹏鹏

1969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搞我

国自己的气象卫星”。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已发展了“两代四

型”，成功发射了19颗。目前，7颗风云

气象卫星在轨业务运行，日夜监测地球大

气和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卫星资料和产

品，影响卓著，彰显着大国责任和义务。

在我国气象卫星五十余载的发展史

上，现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常务副总指

挥、总设计师杨军作为其中的一分子，

已经烙刻下30多年的印记。从青年到中

年，从普通技术人员到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主任，他既是见证人，更是推动者。

“我的人生历程，与我国气象卫星的

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载逐梦“风

云”，杨军献力国家气象卫星事业的同

时，也抒写了一个清华人的精彩传奇。

古镇走出的青涩少年，逐梦清华园

出生于崇州元通古镇的杨军，高中之

前一直在这里生活学习。小镇悠然的气

息，也熏陶出他淳朴的个性。那时的他，

甚至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家乡、离开四

川。而1980年的高考，刚满16岁的杨军考

出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轰动家乡

的“状元”。

在充满希望的80年代，流行着“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最质朴的信

念。数理化成绩都不错的杨军，一心想走

出家乡，到神圣的大学殿堂去实现梦想。

身为医生的父亲在看了清华的招生简章

后，鼓励他攻读“尖端”学科，将来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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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科技。何谓“尖端”？在一个懵

懂少年的心里，大约就是电子、核物理、

计算机这些。就这样，他选择进入了清华

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没想到的是，尽

管我考入了清华，却差点没走出四川。”

杨军笑着说。当年上高中时，他压根不知

道清华无线电系还在四川绵阳呢。

提起在清华求学的时光，杨军的言语

中充满了怀念。“80年代，虽然物质不丰

富，但人们的精神却很富足。特别是在清

华园这片净土之中，老师们尽展园丁精

神，同学们心怀学成之志，‘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八十年代立志成才’的口号

响彻校园，令人难忘。”

令杨军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华的校风。

大师们留下的深厚积淀，老师们的言传身

教，全部化为清华的血脉，影响着一代代

清华人。“科学精神，以及对于细节的追

求和探索，对于理工人来说，是最基本的

素质要求。”杨军十分感激清华给予他扎

实的基础知识和脚踏实地的做事信念，至

今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

令他感叹的还有当年的求学氛围和同

学之间真挚的情谊。因为是从外地来、年

龄又偏小，所以他受到同学们的各种关心

和照顾。宿舍里论年龄他排第七，属于老

末，从此“老七”这个名号跟随了他一

路。那时，虽然大家快要挤爆在一间只有

12平方米的宿舍里，但学习的劲头同样爆

满。除了课本知识，世界名著、武侠小

说、琴棋书画……都是如饥似渴的同学们

争相涉猎的范围。每到晚自习时间，大家

都自觉地奔向教室或图书馆。杨军坦言，

在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同学之间相互

影响和激励，个人的学习动力也会被潜移

默化地带动。

“大学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是培养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激发实践

和创新的潜能。这些教育会在日后的工作

和生活中慢慢发酵，进而酿出美酒。”

风云卫星见证人，深耕笃定三十年

谈及事业，杨军从不觉得自己有多

牛，而更多的是清华教育带给他的务实与

执着。他坦言自己是长期主义者，之所以

能做出些成绩，是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

伟大时代，遇到了国家急需的事业平台。

“因为事业所需，所以早早地被委以重

任，早早地被‘赶鸭子上架’。”他30岁

出头就破格成为部门内最年轻的正高级工

程师，35岁走上司局级领导岗位，40岁担

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成为风云气象

卫星的掌门人。杨军的经历背后，正是他

夜以继日的坚持不懈与脚踏实地。

杨军说他投身风云卫星，既是偶然，

也是机缘所赐。大学毕业时，他的目光最

早锁定在航天、科学院与电子专业对口的

相关院所。但那时我国的气象卫星正处于

攻坚克难的研发阶段，国家重点投资，急

需大量人才。当时，系里的老师也参与了

与气象部门的课题合作，班主任向他做了

推荐，因为气象部门要在清华招研究生。

于是，1985年，清华本科毕业后的杨军又

来到气象科学研究院，成为一名学习大气

探测的研究生。毕业后，他义无反顾地选

择留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工作。“那时，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气象卫星已经上天，

进入了业务化应用阶段。相对来说，我们

落后了不少。”

1988年9月7日，风云一号A星成功发

射并获取到云图，引起国际气象界轰动。

彼时，杨军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已经工作



清芬挺秀

清华校友通讯66

了三个月。气象国际合作，是在改革开放

的春风中最早去拥抱世界的领域。“那

时，单位里的科研氛围非常浓厚，大家身

上洋溢着干事创业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

激情和豪情。”身在其中，杨军对自己的

选择无怨无悔。

从1988年到2022年，三十多年的坚

守，杨军也从普通技术人员，一步步走上

管理和领导岗位。到目前为止，我国发射

的19颗风云气象卫星中，从头到尾，杨军

均参与其中。从2004年算起，杨军担任国

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长达16年之久，半生

心血付诸国家的气象卫星事业。“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杨军如是说。

在他任上，风云卫星发展迅速，留下

了许多令国内外同行瞩目的业绩：

2004年，风云二号C星成功发射，我国

静止气象卫星开启了业务化应用新进程。

2005年，风云二号D星成功发射，实

现对我国及周边的双星组网观测，从此，

影响我国的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再

也逃不出风云卫星的“天眼”。

2008年，风云三号A星成功发射，我

国极轨气象卫星实现升级换代。卫星上搭

载了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微波温湿度探

测仪、大气臭氧探测仪等13台先进遥感仪

器，跻身全球最先进的气象卫星之列。而

且其对地球环境的综合观测资料，不仅进

入我国的自主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也为全

球所用。

2016年，风云四号A星成功发射，搭

载了世界上第一台干涉式高光谱大气红

外垂直探测仪（GIIRS），一时令国际震

动。而2021年发射的风云四号B星，更加

持了同时具有大视场、高分辨率和1分钟

级时间间隔的静止轨道快速成像仪，成为

暴雨、强对流天气的监测利器。

2021年7月发射的风云三号E星，又被

称为“黎明星”。采访时，这颗星正在杨

军的带领下进行在轨测试。他告诉记者，

这颗星上又实现了许多新的突破：全球首

个黎明时刻的业务气象卫星观测、主被动

结合的大气风场测量、极紫外太阳成像观

测，等等。

对于取得的成绩，杨军十分谦逊，他

认为这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多部

门协作的结果，自己只不过是在国家需要

的时候，沉下心来做实事而已。他还特别

强调，风云气象卫星的成功，是长期努力

的结果，是长期主义的胜利。他觉得，在

这一过程中，“行胜于言”的清华校风赋

予了他坚持的力量。一个人无论多么优秀

或聪明，没有踏实肯干的态度，没有持之

以恒的定力，往往不堪大用，也难以成就

一番事业。

从追赶到超越，自强不息创造价值

“我国气象卫星事业的发展，是从学

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始，经历了引进、消

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过程。”杨军说，

经过5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在气象卫星

杨军（左 1）汇报风云卫星及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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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在一

些技术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更值得称道的是，风云卫星立足自主

创新，直接面向应用，被业内誉为我国应

用得最好的遥感卫星，在国家防灾减灾、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

惠及气象、农业、林业、水利、海洋、环

境等多个行业，而且在全球气象协作中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风云卫星已被

世界气象组织纳入业务气象卫星序列，是

全球业务气象卫星中比肩欧美的三大支柱

之一，也是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的值

班卫星。

一路走来，从学习、追赶到超越，其

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三十多年来，杨军经

历过很多挑战，也遇到过不少困难。从工

业研制基础，到天地一体化业务能力，再

到数据处理和应用关键技术，都和国际先

进水平有很大差距。“除了实干，一个一

个解决问题，没有别的出路。”

对于风云卫星的未来，杨军信心满

满：“随着科技进步和基础能力的提升，

风云卫星将会越造越好。”据杨军透露，

具有更高水平的第三代风云卫星已进入规

划和预先研究阶段，坚信未来风云卫星

将为实现精准气象预报、科学应对气候变

化、促进绿色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保

障，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

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前不久，他刚牵头完成了瞄准未来

十五年的我国气象卫星及其应用发展规

划。“将立足于国家新的发展阶段，更好

地满足经济和民生之需。不让卫星仅仅成

为一个高科技符号，而是实实在在创造价

值。”杨军特别强调。

睿智管理人性带兵，践行责任与担当

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年过半百的杨

军在同事眼中“德高望重”：既有个人魅

力，又有着很高的威信。他的威信来源于

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的技术功底和对发展方

向的把控，另一方面则是管理的人性化。

身为领导，杨军依然把很多的精力放

在了对地观测卫星前沿技术和最新进展的

研究上，时刻关注着这一领域的发展趋

势。“力争在发展的同时，实现新的能力

突破，解决好国家的应用之需。”

在管理上，他比较推崇“人本管理”

思想。“少管多理，少说多干”“长处发

挥，团队突进”，是他比较欣赏的管理理

念。在学术上，他非常开明，容得下不同

观点之争，而且善于妥协和平衡；在决策

上，不追求理论最优，而是把可行性放在

优先考虑的位置。“重点是考虑如何在有

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有限的资金条件

下，去创造最佳解决方案。”清华出身的

理工男往往非常擅长做计划和执行，这一

点在杨军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

件事，无论大小，能够按照目标和计划实

现才是最重要的。”

近年来，每年都有包括来自清华的一

批优秀毕业生应聘到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选择投身于这份事业。杨军对年轻一代充

满信心，他认为现在的青年学子们，眼界

宽，可塑性强，科研功底也比较扎实，加

以实践锤炼，一定有能力担当大任。“一

个领导，需要做到的就是凝聚团队力量，

发挥各自所长，创造让大家发展的机遇和

空间。”

杨军还以自己多年的心得和经验，寄

语清华的学弟学妹：“在学校时，我们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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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其实是一种成长的能力。除了学习知

识，更为重要的是领悟清华的精神与传

承。清华人，自带芬芳，也自负重责。无

论到哪儿，社会对清华人都有一种特别的

期许。清华电子系无论哪个专业，理论和

实践要求都极高，是科技发展的前沿阵

地，更是国家急需的战略高地，希望同学

们刻苦学习，实干报国，无愧清华。”

热爱生活，爱好点亮人生

多年来，清华的体育精神一直流淌在

杨军的血脉中。他说，清华的体育氛围十

分活跃，连他这样的“体育渣”都受益匪

浅，“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对他影响至

今。“繁忙的工作之后，压力不可避免。

运动是缓解压力、保持工作状态最有效的

方式。更可以强健体魄，修炼心性，保持

一颗对生活和事业的热爱之心。”

杨军喜欢跑步，坚持晨跑已成为他的

日常习惯，就连出差也常常带着跑鞋。他

曾跑过百余个半马、十多个全马。近年来

他还爱上了骑行，有空的时候会骑着自行

车穿梭在北京周边。他也喜欢摄影，且不

乏佳作。让人惊叹的是，杨军的诗词功底

也颇为深厚，面对路上的美景、生活中的

趣味等，他常常灵感迸发、一挥而就，以

唇齿留香的诗词去记录和留念。

“时间总是有的。工作与生活，源于热

爱，可以相得益彰。”的确，生活不是选择

而是热爱。杨军用自己的行动作了诠释。

肖从真：步履不停，埋首耕耘

肖从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设
计基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学术与标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勘察设计协会结构分会副理事长。1991年

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获结构工程
和工程力学双学士学位，1995年7月于清
华大学土木系获工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
直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从事高层建筑结
构和组合结构的研究及TBSA高层建筑结
构软件的开发工作。2016年12月，获选第
八批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面对“闻所未闻”的超高层建筑新技

术，面对技术手段和概念上的潜在突破空

间，土木系1991届校友肖从真选择“跑”

起来。在这场“行业的马拉松”上，他

秉持深厚知识积淀，埋首耕耘20余年，

从落后跑到了赶超。而在“人生的马拉

松”中，肖从真也将一直跑下去，步履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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