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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从教育和科技入手，坚持恢复高

考，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批人命运的改变，

更有了国家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从2005年
到2016年，作为北京化工大学材料学院院

长，我每年在新生开学典礼时都会提到，

要为这个时代而自豪，因为改革开放以来

的40年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快和变

化最好的时代，能赶上这个时代太难得。

就我个人而言，能赶上这个时代，当

大学老师，培养人才，做科研，都是让我

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同时，这个快速发展

的时代也让我们每一位科研人肩负着更多

的责任与更高的使命。

作为一名化学与材料研究领域的人

员，我清楚地知道我国历史上的化学科学

的发展是采用技术传承方式，而非西方式

的从基础研究开始一步一步发展而来。这

40年来，我们国家已取得了史无前例的

快速发展。很多关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核

心技术的基础是材料，材料的基础是化

学。每个化学人都应该不忘初心，时刻

牢记我们承担的巨大责任和使命，唯有

继续努力，方能以知识回馈国家，无愧

于这个时代。

肖绪文院士

感恩祖国  感恩清华
○肖绪文（1973 级建工）

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火热的时代，然

而我们这代人却被戏称为“被遗忘、被冷

落”的一代，但我却很幸运，不仅有机会

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学习，

而且在工作历程中一路顺风，每每遇到困

难，总有“贵人”相助，使我进步与成

长。临近退休之时，非常荣幸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回顾

我的成长历程，饮水思源，是时代给了我

发展的契机，是领导、前辈和同事给了我

帮助及关爱，是组织给了我历练和发展的

机遇，更是清华园的非凡学习经历给了我

做人做事的底蕴和功力。

艰苦的童年时代

我出生在秦岭山区的一个偏远山村，

上学需远涉四十余里地，那时食不果腹是

经常的事。在学校寄宿期间，我的班主任

对我非常照顾，总是给我省下半个馒头，

在我晚间请教答疑时送给我。那时的半个

馒头，对我如同盛宴，让我至今难忘。当

兵后发誓一定回去看他，感谢他的半个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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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之恩，没想到当我准备去看望他时，他

却因患疾病英年早逝。没有取得报恩的机

会，至今还很遗憾。

从军生涯十余载

17岁参军，当时以为自己马上要成为

“战斗英雄”，到了部队才知道自己当的

是基建工程兵，当时觉得自己是“大门进

对了，小门进错了”。

在部队里最早开始当的是木工，用了

四个月就做出了四角八叉板凳。后来又当

了放线工，天天提着工具箱，扛着测量杆

跟着技术员和老师傅放线，这个过程持续

了两年。记得那时部队要做五角星模型，

当时找不到五角星的放样方法，我专程

远涉十多公里买了几何书籍，研究五角

星的几何作图法，终于琢磨出五角星的

放样方法。

在部队，虽然年龄较小，但做事尚能

积极向上，不甘落后，办板报、做宣传、

学文化、干重活总能走在前面。认真做

好组织交给的每件事情，深得首长和战

友认可。入伍六个月后入团，不到两年

就入了党。

1972年，部队为强化通讯报道工作，

从连队选送了七个有文化的优秀战士，举

办了一个通讯报道班，我也名列其中。

报道班结束后，由于表现优异，我被留

在部队宣传部门做通讯报道和宣传工

作。

1973年3月，我被推荐并通过政审，

准予参加“高考”，当时全团只选送了70
多人参加此次“高考”。当年6月，成绩

公布，我名列全团第三，被保送到清华大

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学习。

从现在看，我当初选择当兵，当基建

工程兵，是“大门进对了，小门也进对

了”。部队这所大学校使我成长，使我进

步；多年的军旅生涯不仅强健我的体魄，

而且使我获得徜徉清华园学习的机会，更

培育了我面对困难不退缩的做事方法，让

我受益终生。

深造清华园

在清华大学学习的四年里，我们经历

的事情很多，遇到的干扰也不少。然而

“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

的信念始终激励我刻苦学习专业知识，

感恩的心驱使我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

连一天都不敢怠慢，总是不知疲倦地学

习着。

我们入学不久，在清华就刮起了“反

击右倾翻案风”，从那时起，全国各大专

院校均不能正常上课，写大字报、开批判

会一度成为主要活动。虽然那时候学习秩

序混乱，但是在清华，我们专业有龙驭

球、杨式德、陈樑生等老教师，滕智明、

古国纪、裘函始、吴明德、孙惠镐、陈

聃、郝亚民、方鄂华、林可然、包裕昆、

康静安、范景媛等中年教师和钱稼茹、史

其信、朱宏亮等青年教师构成的教师队

伍。他们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排除干

扰，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使我

们没有在动乱中迷失自己。老师们言传身

教，用行动完整地为我们诠释了清华“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对我们的人

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已故著名土木工

程和结构力学专家杨式德先生每天上完

课，总要到学生宿舍答疑解惑，他和学生

们围坐在一起，针对学习中的难题做深入

浅出地讲解，循循善诱地进行指导。有时

候，朝西的窗户洒下最后一缕阳光，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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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依然讨论热烈。青年教师钱稼茹对我们

来说亦师亦友，与我们同吃同住同乐，经

常与我们促膝谈心，寓教于乐。在课余活

动中师生经常一起打篮球，那时候钱老

师就经常和我们交流： “打球和做人一

样，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打球是集体

项目，必须要有合作意识……”这些不经

意的话语潜移默化中成为我们做人做事的

准则，不因岁月久远而褪色，不因光阴流

逝而淡忘。

在清华园学习的日子里，我们大多数

学生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尽管基础参

差不齐，但学校重视组织我们向实践学

习，重视培育我们的自学能力、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启发式、诱导式

的教学方法，至今我认为仍然值得大力

推崇。

在那样一个非凡的年代，我有机会在

清华接受专业知识教育和精神洗礼，是

我人生的最大荣幸。清华不仅授予我系

统的专业知识，为我职业生涯奠定了坚

实基础，还塑造了我的优秀品格、坚强

毅力和扎实做事的优良作风。走出校门

四十余载，我的工作历经变迁，都能够

保持谦逊待人、踏实做事、不畏艰苦的

作风，这正是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 校训使然，清华的教育成为我的人

生底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更成

为我终生做人做事的信条，我深深感恩

清华！

设计施工历练

在清华学成返回部队后，怀揣着报

恩之心，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工程建设中

去。当时工地的住宿环境很差，简易用

房是用石棉瓦搭成的，冬夜里室内外温

度一样，只能戴着棉帽子睡觉，风一吹

被子上就是厚厚的一层尘土。我对这些

全然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在部队组

织的技术工作检查中，多次名列全部队

之首，年年受到部队嘉奖，两次荣立三

等功。紧张而又有序的工程施工，使我

享有无穷的乐趣。

1983年，我随部队集体转业，恰逢中

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成立，专门成立了设计

所，我被抽调到设计所从事设计工作。历

任结构设计师、室主任、设计所长，院长

兼任中建八局副总工程师等。在此期间，

我把一个只有丙级设计资质的设计所，做

成了一个甲级设计资质的设计院。设计院

的产值从30万元发展到2000万元。期间面

临人才、市场、信誉等多种挑战，秉持着

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信念，我

坚持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特别是工作思

路创新，用决心和恒心战胜了各种困难，

最终使中建济南院跻身当地设计院三强之

列。在我的主持下，完成了不少在当地乃

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设计院发展

壮大了，我也从中得到了锻炼，综合能力

有了很大提升。

1998年，我担任中建八局总工程师，

那时八局的科技工作在中建系统是受批评

最多的。我到任后，从调查研究入手，制

定大科技发展战略，强调质量兴业、科技

兴企，通过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加大激

励，以“组建技术中心为手段，以科技创

新为抓手，开创八局科技工作新局面”的

工作思路。付诸实施后，在较短时间里中

建八局在技术创新、质量兴业、信息化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业内科技

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顶尖企业之一。

在任职局总工程师期间，先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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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广州新白云机

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为代表的科技含量

极高的项目，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松树俱乐部项

目中，创造了在境外18个月完成超豪华

五星级酒店的设计和施工的历史纪录，

是“科技进项目、项目促科技”的经典

案例，也是推动中建海外业务做大做强

的关键工程。

此外，企业率先提出绿色施工的概

念，并进行绿色施工的成功实践，为建筑

业的绿色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2008年我被调到中建总公司担任科技

部总经理，此间适逢科技进步参数全面纳

入企业资质考核期间。由于中建特殊的行

业地位，使我有机会站在行业层面对中国

的建筑业技术进步进行系统思考。站在企

业角度，通过全面参与建设部的相关工

作，大大拓展了视野，看到企业乃至行业

科技进步推进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我非常

感恩中建给我如此难能可贵的学习和知识

升华的机会。

发挥余热、报效祖国、感恩社会

科技引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助推我

的成长和进步，在部队和企业工作的48年
里，我先后主持、组织和参与了近百个工

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项目，项目遍布全国近

2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35项工程获得鲁班

奖，3项获得詹天佑大奖。以这些项目为

载体，我对工程应用技术进行潜心研究

和探索，主持和参与了复杂结构工程施工

技术和绿色施工等科技攻关项目研究，取

得的成果有二十余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有三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主副编

国家和行业标准6部，撰写专业书籍十余

部，在国内得到广泛认同。近年来对绿色

建造和3D打印建造进行深入研究，也取

得了较好成果。

2013年，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下，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一

个从山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面对这份荣

耀与肯定，我既高兴又忐忑。高兴的是我

的努力得到国家和行业的认可，忐忑的是

我该如何回报社会。平心而论，我作为

千百万普通科技工作者中的一员，能够当

选院士，绝对不是我本人有何出色，而是

国家快速发展之“天时”，服役过部队、

学习在清华、工作在中建之“地利”，领

导、前辈和同事搭桥铺路之“人和”的联

合作用使然。面对“工程院院士”这份沉

甸甸荣誉，我唯有百尺竿头、不懈上攀，

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清华人严谨严格的作

风严于律己，用人生之余热，感恩时代，

感恩国家，感恩清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将继续为我

国绿色建造发展和企业科技工作管理及强

化贡献绵薄之力。工作中的肖绪文院士（左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