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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董瀚，1997届材料系博士毕业

生，中国钢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钢铁研究

总院副院长兼结构材料研究所所长，科技

部“973”项目“高性能钢的组织调控理

论与技术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2005年

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7年入选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本文是董瀚学长1月25日在我校2010年春

季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

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回到了母校，参加研究

生毕业典礼，见证各位同学顺利完成学

业。在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的时刻，对大

家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是一名钢铁战线的科技工作者。众

所周知，钢铁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

基础性的重要战略地位，与各行各业息息

相关，尤其在国防建设中，更是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2009年，建国60周年威武雄

壮的阅兵式，举世瞩目，国人为之振奋。

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展现了我国国防力量

之强大。此时，我特别感到欣慰和自豪的

是，这些国产化坦克装甲车辆等武器装备

所用的新型特殊钢材，全都来源于我所在

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我们为提升我国国防

综合实力贡献了一份力量。今天，很高兴

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以我的切身经历，

向学弟学妹们交流一点工作成长的体会。

第一，对事业的选择应把自己的兴趣

特长与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充分结

合。早在上大学前的上世纪70年代，我曾

看过一部名叫《火红的年代》的电影，印

象颇深，使我充满了对钢铁英雄的敬仰之

情。由此，在浙江大学的本科学习和以后

的工作中，我选择了钢铁行业，一直和钢

铁打交道。1988年，钢铁研究总院研究生

毕业后，留在总院的结构材料研究所工

作，从此开始了钢铁材料研究的生涯。在

钢铁研究总院有不少老一辈的清华人，先

后两任院领导翁宇庆院长、慕成雄书记分

别是清华1963、1965届的校友。在清华老

学长身上体现出的清华精神以及工作中他

们对我的传帮带，使我对清华大学有着发

自内心的敬仰。于是在研究院工作了4年

之后，虽然研究院也有博士点，但我还是

决心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博士生。

由于我在钢铁研究总院工作4年的研

究实践，再加上清华5年博士生的学习和

研究，大大提升了我自主创新、攻克难关

勇于担负国家自主创新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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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力。博士毕业后的十几

年中，正赶上我国钢铁行业大发展的时

代。在1996年，我国钢产量就已经达到

1亿吨，发展到2008年，已突破5亿吨，

2009年达到了5.6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

钢产国。但是在钢材的品种结构上，与世

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高附加

值钢材生产能力低，大量依赖国外进口。

身为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提升中国在钢

铁行业的竞争力，使中国从“钢铁大国”

走向“钢铁强国”就成了我们钢铁研究工

作者的光荣使命。为国争先的信念成了我

为钢铁事业奋斗强大的精神支持。

我的切身经历告诉我，要在事业上干

出一点成绩，就必须在认准的方向上长期

坚持，锲而不舍。二十多年来，面对下海

潮、出国热，我都没有动摇，始终坚持在

钢铁战线上，因为这里有我施展才能的广

阔天地。

第二，作为一名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

研究生，应该勇于担起国家自主创新的重

任，在我国攀登科技高峰、占领科技前沿

的制高点上作出应有的贡献。1997年以

来，日本、韩国和欧盟等国家相继开展了

以超细晶为特征的新一代钢铁材料研究，

风起云涌。1998年，在国家首批“973”

项目中启动了新一代钢铁材料的重大基础

研究项目，我所带领的团队承担了其中的

主体研究工作。我们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闯劲，一开始就盯上钢铁材料研究的

国际前沿领域，重点突破“钢的晶粒细化

理论和技术”这一国际上已经持续了多年

的研发热点。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中国人

能把钢材的组织从数十个微米尺度细化到

微米级。我与同事一道，认真总结前人研

究成果，借鉴最新的学科进展，通过一次

次反复实验、现象获取和理论研究，取得

了重大突破，系统地提出了“变形诱导铁

素体相变”理论，成功研发出细晶粒碳结

钢和微合金钢，并形成了工业生产和应用

技术。我们与国内几家大钢铁公司密切合

作，使这一研究成果产业化，在工业生产

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质优价廉的新

型钢材，大幅度提高材料的强韧性，强度

翻番，已在全国推广了400多万吨，产值

超过120亿元……从东风汽车公司和南汽

依维柯公司制造的汽车大梁，到国家大剧

院的建筑基础结构等均已用上了批量生产

的细晶钢材，使我国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

细晶钢的工业生产和应用，为我国甚至世

界新型钢铁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开创了新的

思路。该项目获得了冶金行业科学技术特

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们还承担了国防科工局军品配套项

目和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重点项

目——高品质特殊钢技术研发，涉及到几

乎所有的特殊钢材，打破了这一领域中一

度被国外钢材所垄断的局面。其成果运用

于国防军工，实现了武器装备所需特殊钢

材的国产化。而以民用为例，我们研制出

运钞车的防弹钢板和个人防护钢板，填补

了国内空白，使其市场价格从全部依赖进

口时的每吨10万元降到了如今的近2万元。

钢铁工业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工业，必

须依靠创新才能在世界激烈的竞争中求得

生存与发展。可以说，在新一代钢铁材料

竞赛中，我们中国与国外强手已经站在了

同一起跑线上。可以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

钢铁工业一定是世界最好的。希望在这宏

大的事业中能见到更多清华学子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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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心无旁骛、潜心为学，同事们

称我有一种“鸵鸟精神”。我对科研有一

种发自内心的兴趣。科研的奥妙在于探索

未知的事物及其规律，它深深地吸引着

我。每当完成一项研究，看到新的发现

时，我就对未知有了新的认识与了解，这

种成就与收获是最能让我感到满足的。为

了全身心地研究，在与妻子分居两地的日

子里，我与材料研究为伴，在办公室曾度

过了整个春节；每次出差途中，专业文献

也成了我最好的陪伴，它会激起我的思

考和联想。妻子说我适合搞科研因为我

“笨、执着、不改变”，同事说我“好似

鸵鸟，把脑袋深深地埋在沙堆里，不受外

界任何干扰”。现在由于身兼数职，白天

往往各种公务缠身。但是，不论白天晚上

一有空时，我都会进入我的研究思考。不

管是做实验研究，还是读文献，写文章，

每当我一进入科研状态的时候，自己感觉

满足与享受就油然而生。如果没有发自内

心对科研的那份兴趣，我是不可能全身心

投入，没有全身心的投入也难谈得上得到

什么大的成就。所以在此也希望各位同学

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少计较一时的个人得

失，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专注于自

己的工作，潜下心来，把一点一滴的事情

做好，积少成多才能有所建树，最终必有

回报。

纵观这些年来，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

成绩，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更重要的是

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成长的广

阔舞台。对此，我最突出的体会是：一

个人的事业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

融入社会主流，在造福社会的同时，实现

个人最大的价值。愿以此与学弟学妹们共

勉。祝同学们在新的征程上取得成功！

水，是一个城市的生命和灵魂。

北京，资源型重度缺水城市，人均水

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

水资源量的1/8，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制约

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瓶颈。污

水经深度处理后得到的再生水已成为缓解

北京市水资源紧张局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性资源。北京城市的再生水回用工

程，已经成为引领中国污水处理行业发展

方向的标志性项目，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

的赞誉，而项目的主要策划人和推动者之

一就是我校1982级环境系校友蒋勇。

立志投身环保事业

1982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对自然环

境非常敏感”的蒋勇在高中校长的启发

下，认定“人类的发展需要良好的自然环

境作保障，环保事业大有可为”，就毅然

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给排

水专业。

人物专访

为北京的发展再造生命之水
——记全国劳动模范、北京排水集团副总经理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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