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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进太原理工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精仪系

1998年入站博后张文栋校友的办公室，记者立刻

感受到一种朴实无华的简洁美。交谈过程中，这

位年轻的校长始终面带笑容，丝毫没有领导的架

子，言谈举止之间，尽显智者风范。

张文栋自幼聪慧好学，品性端良，16岁即考

取了华北工学院。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其间

先后获得华北工学院硕士学位、北京理工大学博

士学位，	1998年于清华大学仪器科学与技术博

士后流动站出站。在学术研究领域屡有建树的同

时，他也从系主任、副院长成长为山西高校最年

轻的行政主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在外人看

来光辉的人生轨迹，是张文栋长期不懈、努力奋

斗的结果。

科研育人不懈怠  执著热情创辉煌
——访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张文栋

○ 曾明彬

张文栋

1962年生,河南太康人，清华

大学精仪系1998年入站博士

后。现任太原理工大学校长、

党委副书记，兼任山西省政协

常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

员、山西省科协副主席、山西

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山西

省青联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

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国防

973）项目技术首席、中国兵工

学会副理事长、总装备部微米

纳米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微米

纳米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常务理事、国防科技大学光子/

声子晶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主任、美国IEEE学会高

级会员等职。

躬耕科研  硕果丰盈

张文栋长期从事测试技术与微米纳米技术

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多年来，在测试技术研

究领域，他先后提出了存储测试系统宏观设计原

理、信息传输模型、测试通道设计和信息存储有

效性准则，以及瞬态信号实时信息压缩存储方

法，从而攻克了弹载装置微体积、微噪声、微功

耗技术以及复合防护、多级缓冲、强化封装的抗

高过载硬回收技术，实现了高温（30000C）、高

压（1000MPa）、强冲击振动（20万g）和紧凑条

件下动态参数的实时实况存储测试。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张文栋与导师祖静教授

共同研制的“电子测压蛋”，实现了火炮膛压测

试从使用了100年的铜柱（铜球）测压法向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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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法的过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实现

了山西省高校国家技术发明奖零的突破；基于他

提出的存储测试理论所研制的系列导弹黑匣子，

解决了导弹“黑障区”无法使用无线遥测方法进

行动态数据测试的重大技术难题，结束了弹载磁

带记录设备应用的历史，并成功应用于宇宙飞船

逃逸、运载火箭星箭分离、战略导弹载入、潜射

导弹出水等武器型号的研制中；他的博士论文

《存储测试系统设计理论与实践》被评为2000年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作为国防973项目的技术首席，张文栋还主

持开展了纳机电器件基础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介

观压阻效应，研制出的“纳机电仿生矢量水声传

感器”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为解决我国水下

武器远距离、矢量探测难题提供了新的技术手

段，已在多种水下兵器测量中得到成功应用，

2010年该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根据

载人航天、精确打击等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重点

武器型号的迫切需求，研究设计了微型惯性、压

力、温度等弹载传感器及集成测量系统，解决了

弹载多参数测量方法、复合微机电传感器设计与

制造、动态数据实时压缩与处理等一系列技术关

键，为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和常规武器智能

化改造提供了关键技术和数据，2004年“新型三

轴加速度惯性传感器与实时数据压缩储存动态测

试系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为第一发

明人。

自1982年大学毕业以来，张文栋先后主持完

成了国防973、国家863、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40

余项科研项目。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3项，

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9项，研究成果应用

于国家重大和重点武器型号，为“神舟”载人宇

宙飞船逃逸和“嫦娥”星箭分离等研制了关键测

试设备，直接经济效益和增收节支总额达15.26

亿元。发表学术论文229篇，出版专著4部，获得

发明专利18项。

面对鲜花与掌声、荣誉与褒奖，张文栋表现

出了惯有的淡定与朴实。他这样勉励团队：科学

研究永无止境，唯有孜孜不倦地在登顶高峰的道

路上奋进、求索，才有希望体验“一览众山小”

的喜悦。

以人为本  培育英才

作为校长，张文栋承担着繁重的行政管理工

作；作为国家973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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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又承担了大

量的专业课程教学任务。但无论是育人、治校还

是做学问，他都恪守“以人为本”的准则。

张文栋是这样理解高校层面“以人为本”

的：一是以人才为本，培养和造就一支高水平、

高素质、相对稳定的人才队伍，即教师和大师，

这是学校的发展之源、大学灵魂的精髓；二是以

学生为本，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育一代新人以报

国，使每一位学生既“成人”又“成才”，做到

理想人格塑造与智力能力培养的统一，这是高等

学校办学之根本，大学精神的源泉。

履新太原理工大学校长一职后的第二天，张

文栋便深入全校各基层学院调研。在掌握了大量

的一手资料后，他提出较大幅度提高教职工待遇

的政策，以此吸引和稳定人才。此后不久，一个

涵盖岗位设置、岗位津贴、岗位管理、岗位聘任

及考核等多方面内容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初

步形成，在全校引起了积极反响，激发了教职员

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面对来自祖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张文栋一再

强调，学生不仅是教育和管理的对象，更是学校

必须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教师要增强对学生，

特别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孩子的热爱和关心。他

曾满怀深情地说：“在求学艰难的人生历程中，

学校和老师给学生的点滴关怀，都可能换来他们

对社会、对母校的真诚回报。”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

与学生代表的座谈会上，张文栋认真听

取每一位学生代表的发言，与同学们探

讨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座谈结束后，

他还向大家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欢

迎同学们随时来电反映情况。

出生在豫东平原普通农民家庭的张

文栋，对生活的艰辛和父辈的不易有着

深切的体察。所以，他对在大学求学的

贫困学子更是格外关心。2010年以来，

太原理工大学勤工助学固定岗位从600

多个增至1800个，每年有4000多名贫

困家庭学生因此获益；勤工助学资金

额度大幅提高，从以往的100万增加至

500万，数额居全省高校之首。他说：

“不要让贫困压垮孩子们稚嫩的脊梁，

知识能改变命运。”	

身兼数职  永不懈怠

张文栋身兼数职，重任在肩，但他从未有过

丝毫懈怠。在他的办公室里，来访者络绎不绝：

既有汇报工作的学校中层干部，也有反映情况的

师生员工，甚至还有没什么具体事情就想跟校长

坐一坐、聊一聊的老干部。无论是谁，无论什么

事情，他都热情接待、认真记录、耐心解答。下

班后，他常常还要赶到实验室，攻克难关，破解

难题。如此算来，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在14个小

时以上。由于事务繁多，一天之内，往返几个城

市、参加若干个学术会议、再返回学校处理几件

棘手的工作，更是常有的事情。

天道酬勤，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师生的赞誉、

组织的褒奖。多年来，他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

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

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等荣誉称

号，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5届中国

青年科技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所带领的团队被评为山西省高等学

校优秀创新团队。

谈及在清华园工作学习的日子，张文栋教授

难抑心中的感激和眷恋，他说唯有怀着对科研、

教育事业的无悔追求和共产党员的赤胆忠诚，积

极进取、不懈探究、执着钻研，不断成就新的辉

煌，才无愧于清华园这座百年学堂的培养。

（作者为清华大学博士后校友联络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