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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术业有专攻。吕运强就是这样

一位在电力行业中不断努力、不断攀登的工

作者。从本科学习开始，他一直从事电力行

业工作，印证他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与执着。

他是一位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人，从清华

校学生会主席到清华美国校友会会长，他默

默付出，将同学谊、母校情、爱国心展现得

一览无遗。

清华，精英的摇篮

吕运强在清华的本科生活是丰富多彩

的。清华精英荟萃，全国的佼佼者慕名而来，

壮志满怀。新环境意味着新定位，第一年吕

运强沉下心来，专心学业，找到了自己的节

奏。第二年他进入校团委社会实践部，成为

一名普通的学生干事，开启了他迈向学生工

作的大门，收获了远远高于他想象的锻炼机

会。“那时实践部需要与院系沟通，需要联

系校外单位，需要组织同学们去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这个过程很辛苦，也非常锻炼人。”

同时，在工作中，他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朋友，于他而言，这是一笔享用终生的巨大

财富。

经过几年在不同社会工作岗位上的磨

学以致用，知行并进

学⽣生记者 \陈陆淼  王丹丹

吕运强，⼭山⻄西运城⼈人，1988 年年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电⼒力力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1992

年年当选为清华⼤大学第三⼗十届学⽣生会主席，1993 年年本科毕业后直读本专业硕⼠士。1996 年年硕⼠士毕

业进⼊入电⼒力力部华北北电管局⼯工作，1998 年年赴美国留留学，2001 年年获博⼠士学位。2006 年年归国，现

任国家电⽹网公司国际合作部副主任。

——访中国国家电网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吕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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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1992 年吕运强任电机系团委副书记时被系里推

荐竞选清华大学第三十届学生会主席。在竞选过程

中，他到兄弟院系去介绍自己，宣传自己的理念，

与兄弟院系的学生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感动于他

真心服务、尊重他人的理念，很多人成为他的拥趸，

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清华大学第三十届学生会主席。

对于学生会主席而言，主要工作就是要能将一群富

有激情与才华的人凝聚到一处，让他们带动更多的

人参与到各种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真正让学生

会成为“学生之家、干部之校”。吕运强回忆，当

时为了努力让学生会更贴近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服

务广大同学，他们做了很多尝试。“那年在学生会

支持下，学生协会红红火火，各种协会相继成立，

校园氛围也更加活跃，几乎每周都有校外嘉宾来校

讲座。”春节假期过年回家，考虑到同学们从学校

至北京火车站的这一路太折腾，他和学生会的同事

们一起租公交车送大家去火车站。“租来十几辆‘大

通道’，选择大家回家最集中的两天出动。之后学

校校车队从学生会那里接过了这份职责。”此外，

生活部还与学校后勤定期联谊，“说是去食堂帮厨，

实则是监督饭菜与服务质量。”

“在社会工作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奋斗

在学生工作战线的老师们。”那几年每天的时间非

常紧，吕运强只能靠挤时间来完成各项社会工作。

他在学习上不敢怠慢，中午和晚上他再挤时间和老

师、同学们讨论工作。“老师们都非常亲切、平易

近人，他们总是身体力行，和学生们‘同甘共苦’。”

在研究生期间，吕运强担任了电机系团委书记。不

同于学生会工作的热烈，团委工作更具有制度性和

条理性。“工作压力一样大，从中学到并领悟了更

深层次的东西。”

2011 年，在美国波士顿与当年学生会共事的一位

同级校友阔别 18 年后首次重逢，那种久违的“战斗友

谊”让两个中年男人唏嘘不已。“这已不单单是一种

回味，而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融入你的生命，融

入你的血液，融入你的性格。让我更加懂得去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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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赞许甚至推介别人的想法，唯此才能真正在一

个团队中贯彻你的想法。”

从大二开始“双肩挑”，一直到毕业，吕运强一

直都是坚持专业学习与社会工作两不误。在学生工作

中他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了他的付出。自身的提高，良

师诤友的情谊，这些都是他一生的财富。对于社会工

作和功课学习，他谈到要意识到有得必有失，在精力

有限的情况下，要学会找到平衡点，这也是一种能力

的锻炼。

“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责任心强，做事用心、踏

实。”除了专业知识，清华更重视培养学生的是如何

做人，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吕运强提到，

不同校园文化背景下就会培养出相对不同风格的毕业

生，清华严谨的校风熏陶出清华人较强的业务学习能

力。同时，清华学子也要与时俱进，在时代变化中找

到自己的定位，从而让自身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

在人生历程中，要能经得住平淡和琐碎的考验，在平

淡中寻求自我的突破与发展。

多年年耕耘，争电⼒力力先锋

毕业时，吕运强站在选择的三岔路口，一度犹疑。

他听得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是那个时候，他也许还

没那么坚定。他最终选择了去国有大中型企业。“走

出校门，更能体现学校培养我们的价值，更符合我当

时的想法。”他分析说。在他内心深处，充溢着浓厚

的家国情怀。

1996 年，吕运强正式入职电力部华北电管局，成

为一名电力调度员。最开始的一年“昼伏夜出”，很

多时候上班时间是从晚上 12 点到早上 8 点。“调度员

责任大、专业性强、压力大，需要根据瞬息万变的电

力需求来调整电力生产和输送。”但他乐在其中，“在

学校学习的主要是电力的理论知识，这份值班工作让

我真正了解了整个电力系统的运作，从发电、输电、

配电，再到用电等等一系列流程我都进行了深入了解。”

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吕运强经历了好几种不同

性质的工作，他认为这些都为他积累了多样化的工作

经验。比如他曾担任过领导秘书，从而熟悉了文案工作，

在起草、阅读文件的过程中强化了自己对电力行业政

策的学习。

在对电力行业有了全面深入了解之后，吕运强选

择了赴美留学，学习国外电力市场化的机制和管理模

式。1998 年，他获得全额奖学金，漂洋过海，在美国

德州 A&M 大学攻读电力系统博士学位。他提到，发

达国家有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面，比如教育，国外的

大学教育要求严格，是真正培养高水平创造型人才的

地方。教授专注于授课与学术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

能真正给经济社会带来革命性的进步。

“离开了繁华的城市，来到这片宁静的地方，有

时间静下心来潜心钻研和提升，不能不说是命运又一

次的垂青。”他描述当时在美国学习的情形。做研究、

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与工业业界互动，在这样的

环境中他精心用功，三年就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获得

了博士学位并顺利收到多家美国公司的聘用邀请。他

决定先在美国工作几年，因为当时美国的电力市场化

改革正蓬勃推进，给予了他难得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事实证明这些经历都为他之后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

美国的工作渐渐得心应手，工作之余吕运强更多

地关注祖国的方方面面，“在异国他乡，校友情显得

非常可贵，我希望通过我的一点努力能够让在海外的

清华人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创造更多和祖国紧密联络

的机会。”他先后担任大休斯敦清华校友会会长、中

国旅美专家协会秘书长、执行副会长等职，继续寻找

战斗友谊、校友情谊。每每有活动，会员名册中常联

系的近 300 名会员他都一一亲自致电通知。“这也是

一种享受，感觉非常好。”

2003 年，离开五年后吕运强第一次回国，短暂停

留考察后返美。短短五年，祖国所发生的变化没有让

他吃惊，只是更坚定了他早日回国发展的想法。“不

是不想回国，而是太想回来了，也因此不能草率而行，

我希望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积累。”他坦言。

机会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2006 年，国家电网公

司面向全球招聘，吕运强没有丝毫犹豫，回到了他期

待已久的中国电力行业，回到了祖国。那次招聘对他

的事业的发展、理想的实现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他

对于这次机会言必感恩、感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吕运强近二十年的经历都

是对他个人素养、专业能力的积累与提升。尽管很多

事情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但它们的价值确是真实存

在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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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如铸，求索不不⽌止

回国之后，继续秉

承清华学子严谨求实的

作风，吕运强在国家电

网公司主要从事国际化

方面的工作。“我适应

新环境的过程很短暂，

短暂到只有一瞬间。我

对工作要求、企业文化、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需

要重新领悟，因为我的

心从来没有离开过。”

谈 起 国 家 电 网 的 这 7

年，他整个人都感觉轻

快不少。得益于自己在

海外多年的工作学习经

历，吕运强对规范的市

场化运作体系、海外文化、国际通行规则、项目管

理等有较为深透的了解，这些优势帮助他能及早进

入角色。

刚进入国家电网时，国家电网对外业务拓展能力

还相对薄弱。万事开头难，一开始吕运强和团队在各

方面都遇到了“拦路虎”。首先是人才缺乏。当时能

够在语言上和对外工作能力上都达到要求的人少之又

少，只能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通过实战去积累

经验、锻炼队伍，但每一个项目经历都是对团队极大

的提升。内部审批、外部沟通的复杂性无一不是挑战。

最棘手的是海外市场能否顺利打开还需要目的国政府

和诸多利益相关方的支持，这需要从业务本身去考量

项目实施，同时还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与习俗，从文化、

社会等不同角度去融合。这些困难让吕运强和团队吃

了不少苦头，但凭着一股子干劲，以及对事业的执着，

他们克服重重挑战，为中国电力行业的出海开辟了一

番新天地。

如今，吕运强所从事的国际业务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2012 年，在成功投资巴西两年后，国家电网巴西

公司“客场作战”打赢了本土的巴西国家电力公司，

获“巴西最佳电力公司”称号，“这是很高的评价”。

更重要的是，国内相关政府部门也转变了态度，从对

开拓海外市场持怀疑态度，转变为认可和积极支持。“这

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背景、国家电网关于

国际化发展的部署和实施成就了我们的事业。”他自

信而谦逊。

谈及未来，吕运强分析，电力是一个基础性的行业，

普遍服务是基本要求，可持续发展是长远目标。过去

我国的发展是通过消耗资源、透支环境、低廉劳动力

成本等形式推动，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在不断变化，

这样的发展方式必须改变。立志改革顶层设计、改善

国内民生，盖为家国情怀所指引，一代代清华人责无

旁贷，担负着重任。“在电力行业，我认为还有很多

事情可以做，我个人非常鼓励来自不同专业的清华人

能投入到电力或相关行业中，在其中真正做点对国家

有益、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并实现自我价值。”

对吕运强来说，人生的几个节点可圈可点：考入

清华大学，成为校学生会主席，赴美留学，进入国家

电网公司，他的成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个过程中的各

种历练。他是一个乐于为他人奉献自我的人，无论是

任学生会主席，还是在国家电网公司工作，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方式，不变的是他那颗为他人、为国家、为社

会服务的心。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中，他学习与实践

同行，责任与义务同在。他懂得且行且珍惜，并将进

一步收获更有价值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