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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50 周年之际，回顾走过的人生

历程，令人欣慰和骄傲的是我已经为祖国

健康工作了五十年。

1961年我进入清华工程化学系学习，

学核化工专业，毕业后从事核事业，从核

燃料工厂技术员到车间主任、分厂厂长、

总厂厂长，在生产科研一线，一以贯之，

直到 65 岁退休。退休时正赶上国家发展

先进的三代核电，为建设我国核级锆材产

业，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党组研究，聘任我

为新组建的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董事长

兼党委书记；工作到 72 岁后第二次退出

一线，任企业专家委主任。现在我已奔

76 岁，还在做些力所能及的技术工作，

享受欢乐退休时光。这要感谢母校的教育

和培养，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

训一直激励着我。

在我们大学时代，清华的教育理念“红

色工程师的摇篮”“又红又专”“为祖国

健康工作五十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那时，我们每天不仅紧张愉快地学习，还

特别重视体育锻炼。马约翰教授已近八十

高龄，身着马甲短裤，面色红润，精神矍

铄，鼓励我们“要动！动！动！”每天下

午四点，到操场锻炼。我从大一就在郑柏

树同学带领下参加体操锻炼，夏天游泳、

冬天滑冰，到西郊爬山，是一个体育积极

分子。尤其是 1963 年，时任系党总支书

记的滕藤老师提出“工化系体育三年翻

身”。1964 年初蒋南翔校长再次激励我

们要向马老看齐，把身体锻炼好，“争取

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全系行

动起来，一方面狠抓群众性体育锻炼，一

面选拔有体育专项特长的同学加以培养。

一时间，工化系师生体育活动热火朝天，

每天课后，系馆旁、操场上、饭厅前都是

锻炼的人群。跑步、跳绳、排球、铅球、

引体向上……同学们在锻炼激情中解除了

课堂上的疲惫。在 1965 年春季校运会上，

工化系成绩进入前三，一举摘掉体育落后

系的帽子；1966 年校运会上，竟然获得

团体总分第一的好成绩，成为令人羡慕的

体育强系。

健康的体魄是工作的本钱。记得刚到

川南大“三线”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精神，“大干快上”建设核工厂时，在工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陈宝山（1967 工化）

2008 年，陈宝山学长与夫人张爱茹（1967
工化）回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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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劳动，一次需要爬到两层楼高的脚手架

上作业，脚手架由钢管连接，沿新砌出的

楼墙搭起。“我上去吧！”见师傅们还在

迟疑，我就挽起袖子，站在脚手架下，使

出了在学校练体操单杠的技能，引体向上

接着翻腕撑起身体，就站到了第一排横管

上；连续五个这样动作就到了两层楼高的

工作面。下面人一看都很惊讶：“清华大

学生还有这本事！”在投核物料试生产中，

我连续五天五夜工作在现场，实在累了到

办公室睡一会儿又进厂房，心里想的就是

尽快拿出核产品。担任车间主任时早去晚

归扑在现场，那时好像有股使不完的劲儿。

搞流态化氢氟化技改，是在生产系统上直

接做工程实验。利用在清华学到的扎实数

学知识，计算挡板流化床设计数据，工作

一个通宵，早晨照样到车间和大家一起工

作。实验最紧张时也是昼夜盯在现场获得

第一手运行结果和数据。创新成果“单级

挡板流化床二氧化铀氢氟化技术”荣获部

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主持分厂核产

品生产繁重的工作也得益于在清华学到的

知识、养成的作风、经受的锻炼。回想奋

斗大“三线”核军工的艰苦岁月，能承受

紧张超强的工作负荷和艰苦生活的考验，

多亏青年时代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基础。

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核工业企业

开始军民结合，中国开始发展核电。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大陆第一座核电

站——秦山核电站，我所在的企业经过刻

苦攻关为电站提供了全部核燃料。秦山核

电站于 1991 年实现正式并网发电。引进

法国核电技术兴建大亚湾百万千瓦级大型

核电机组，工厂承担法国大型核电机组燃

料组件国产化任务，从引进技术消化、生

产线技术改造建设、通过产品鉴定正式供

料总共只有三年时间。1992 年我受命由

党委书记转任厂长，蒋心雄部长特别强调

这关乎中国核电与核燃料的发展，一定要

确保按时供料！我任总指挥长直接抓这项

工程，统筹安排、周密计划、全面推进，

提出“狠抓三条线（生产线改造建设、引

进技术消化、产品合格性鉴定）、确保过

三关（法国专家组对生产线验收、投核物

料许可证、产品鉴定通过）”全厂开绿灯，

突击“大元件线”。最紧张的 1993 年，

我和许多老专家、年轻同志几乎每天工作

十二三个小时，大家严谨求实夜以继日地

奋斗。这年 8 月法国专家组从里昂总部给

我打来电话说：5 月到宜宾工厂检查发现

各厂房还未安装设备，你们赶不上大亚湾

第一个换料，必须立即启动“紧急供料条

款”，由法国直接供料。我思考再三，还

是坚决顶住了。到了 10 月 18 日验收生产

线具备条件的日子，达霍尔先生率领法国

专家组到现场一看，他们惊呆了！五月份

看还都是空厂房，现在居然全部装好设备，

而且全部能按规定试运行。达霍尔不解地

问我：“陈先生，你是用什么办法让你的

员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工

作？”那一刻，我非常自豪地讲：“我们

靠的是中国核工业人敬业报国的精神！”

中央台播出的《军工记忆·三线风云》第

五集中反映了这段历史，从此，法国人对

宜宾厂刮目相看。的确如此，后来我们把

“敬业报国、求精创新”作为企业精神，

将“一切求更好”定为企业理念。

众志成城、齐心奋斗，我们一路闯关

夺隘，胜利通过核燃料组件产品合格性鉴

定进入正式生产，确保了 1995 年大亚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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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机组按时换料，实现了大型核电燃料

国产化，我国核燃料生产水平上了一个新

台阶。“百万千瓦级大型核电站燃料组件

国产化及制造技术重大创新”荣获国防科

学技术一等奖，企业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现在的宜宾核燃料厂——中核建

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每年生产 1500

多组各种燃料组件，供应全国各核电站，

成为名符其实的“核电粮仓”。

2006 年我已 65 岁，年底办了退休手

续，正赶上国家引进美国三代非能动压

水堆核电技术，我参与了谈判工作。2007

年中美签订合同，新组建的“国家核电技

术公司”党组研究，让我负责国核宝钛锆

业股份公司工作，实现我国核级锆材国产

化和自主化。核级锆材是核反应堆燃料组

件不可或缺的特种锆合金材料，用于密封

放射性核燃料并起到结构件作用，以前全

靠进口，必须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

这也是我从事燃料事业多年的一个迫切愿

望。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体还健康，组织

上信任，同志们也期待，于是我到宝鸡和

南通，开始核级锆材完整产业链的建设工

作，姑且算我退休之后的余热发挥。

我重又投入到紧张工作中，以“后墙

不倒”的军工精神，招聘人才、组建队伍、

员工培训、掌握技术；工厂选址、设计、

设备采购、各条生产线施工建设……短短

四年时间，就在南通和宝鸡两地建成海绵

锆生产、锆合金熔炼、坯料制造、板带材

制造、管棒材制造以及国家能源核级锆材

研发中心等完整的核级锆材产业体系。该

项工程荣获 2013—2014 年度“国家优质工

程奖”，实现了引进品牌的国产化，并全

面展开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新锆合金研制。

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唤起我的工作激

情，照样是起早贪黑。一次傍晚由北京飞

回西安，赶上天下大雪，许多路段封路，

坐车回宝鸡停停走走，清晨八点才到，

到办公室洗把脸后就去会议室召开工作例

会。同志们都说跟老董事长一起我们劲更

足了，我也觉得自己更快乐了。

2013 年我卸任董事长担任公司专家

委员会主任，这是人生第二次退出一线，

高兴的是我还能继续为我国核燃料核材料

的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技术工作。

我是幸运的，面对机遇和挑战，能健

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这要感谢组织对

我的培养和信任，感谢一起工作的同志和

员工，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深深不

忘的是感谢母校清华的教育培养，在美丽

的清华园，学习科学知识、入党，受到“因

材施教”、担任辅导员、参加农村四清和

民兵训练等社会实践，在清华种下理念、

养成习惯、打下基础，受用终生。2013

年 11 月，在清华大礼堂召开的“辅导员

制度建立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和老

领导滕藤、老学长陈世平，作为“文革”

陈
宝
山
学
长
接
受
媒
体
采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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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老辅导员校友代表在台上接受访谈，主

持人问我做辅导员最大体会是什么？我讲

那就是清华的教育，清华的校训，育人又

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令我们自强不

息、报效祖国！

回顾五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有幸为“两

弹一艇”、核电发展做出自己一份贡献感

到由衷的欣慰。心地阳光、快乐工作、健

康生活，也是人生之幸福。

值此毕业 50 年，我也衷心感谢各位

同学的帮助，感谢我的爱人，她是我化七

同班同学，和许多清华学子一样，一生为

核事业奋斗，并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同甘

共苦、相濡以沫。时光流逝，我从心底衷

心祝愿我们这一代清华人个个欢度晚年，

健康长寿！

我是清华电机系高电压专业1967届毕

业生。时间流逝，转眼离开母校已经整

整50年，我虽然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在

事业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母校争得

荣誉，也没有实现“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

年”的目标，但是我对母校的情意，随

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不仅没有淡

忘，而是更加浓烈。

因为有长辈在清华工作，从初中开

始，我每年暑假都要陪奶奶到清华住几

天。我熟悉清华的一草一木，对清华早就

一往情深。工字厅、大礼堂、体育馆、水

木清华、荒岛都是我和邻居小伙伴常去

玩的地方，在工字厅旁的小溪里摸鱼的景

象至今历历在目。记得我在一教门厅的橱

窗里看到清华学生的机械制图展览，让我

流连忘返，觉得太漂亮、太不可思议了，

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画出这么美的图

纸。果然，1961年入学以后，我在两年的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课程的学习中，

在异常严格的要求下，全部作业和考试都

是满分，无一例外。

在清华学习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学校的治学思想，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也是做学问的方法。毕业后同学们聚会，

每当回忆起当年老师们讲课的风采时，

都记忆犹新，无限感慨。当年用过的教科

书、工具书和笔记本我都视为珍宝，一直

舍不得扔掉，到有了手机和电脑，便一一

拍照存档后才进行了清理。

“理论力学”是一门严谨、逻辑性特

强的学科，每节课老师都会在黑板上画一

个猪腰子状的钢体，在上面演绎古典力学

的各个定律；“电工基础”课上，电路图

中，表示电流的空心箭头和表示电压的箭

头把正方向的概念表述得清清楚楚；“电

机学”是电机系的经典课程，讲变压器

时，老师都会在黑板上画一个铁心及两侧

绕组的示意图，在上面演绎电磁的各个定

律。简单、清晰和不变的示意图，彰显讲

课者的自信，那内在的逻辑性给人以美的

享受。

这就是清华范儿

○马大鹏（1967 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