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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剑锋，1965年出生于甘肃天水市，
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核反应堆工程专
业。历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堆工所
101室主任助理、副主任、所长助理、副

余剑锋：以毕生所爱  铸国之重器

所长，江苏核电有限公司生产准备处副处
长、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司核电部副主任、主任，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党组成员、副
总经理。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
组书记、董事长。

只为热爱 无问西东

1983年，余剑锋报考清华大学工程物

理系。“因为工物系既有工程又有物理，

正是我喜欢的。”这是他与核工业缘起的

地方。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天安门

广场举行了恢复阅兵后的第一次大型国庆

阅兵。作为工物系的学生代表，余剑锋第

余剑锋校友在清华大学核研院成立 60 周

年总结纪念大会上发言

逐梦航天
在畅行寰宇中接续贡献清华力量

2021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和号

核心舱、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

交会对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开始中国

航天的新一轮远征……

据不完全统计，有8位毕业于清华大

学航天航空学院的校友担负了研制和发射

的关键岗位任务，以及空间站在轨工作

任务。他们是：聂海胜，神舟十二号任务

指令长，2010年获清华大学航天工程硕士

学位。刘伯明，神舟十二号任务航天员，

2010年获清华大学航天工程硕士学位。翟

志刚，神舟十三号任务指令长，2010年获

清华大学航天工程硕士学位。王翔，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指挥，1996

年工程力学系本科毕业，2001年力学学科

博士毕业。容易，长2-F运载火箭总设计

师，2006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博

士毕业。谷振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副参谋长，2006年工程力学系本科毕业，

2013年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毕

业。高旭，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总体副主

任设计师，2005年工程力学系本科毕业，

2010年力学学科博士毕业。薛辉，中国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高级工程师，2003年工程

力学系本科毕业，2009年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学科博士毕业。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繁华。在中国航天事业，乃至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让清芬挺秀，为

华夏增辉，展示着清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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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典，心情无

比激动。 “我第一次有了个人命运与祖

国、与民族紧密相连的强烈感受。”

大学时期的余剑锋“聪明、坚定、目

标明确”。余剑锋大学的班主任施工回忆

起那时的那个毛头小伙子，欣赏之情溢于

言表：“他刚来班上时，看起来不大起

眼，也不是特别爱说话，接触一段时间

后，就能感觉到他很鲜明的个人特点，比

如和老师相处爱问问题，开口必言之有

物，在同学中很有人缘，爱运动喜欢踢

球，把同学们团结得很好。我现在一想起

他，脑海里就是那个眼神坚定、目标明

确、一身正气的少年。”

彼时，国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无处

不是生机盎然。核工业人坚决贯彻党中央

的部署，在“两弹一艇”建立起的扎实基

础上，翻开第二次创业的新篇章，大力推

动核电站建设和民品开发，“国之光荣”

秦山核电已打响“开山第一炮”。“要用

自己所学报效祖国、为祖国的核事业奋斗

终身，为和平利用核能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这是一直不变的理想。” 余剑锋不

止一次这样说。

报国之路 唯自主创新

毕业前，班主任施工给余剑锋的毕业

留言是“成为核工业的领军人才”。

“那时候很多人选择出国，就算不出

国，当时核工业确实不被大家看好，留在

国内选择进入核工业领域工作的也是少

数。我和余剑锋聊过，他是想都没想过出

国的，他热爱核工业，国家需要，就是要

留在国内成就一番事业，报答祖国和人民

的培养。所以我给他的毕业留言是‘成为

核工业的领军人才’，我认为他没有问

题。”施老师告诉记者。

本科毕业后，没有一丝迟疑和犹豫，

余剑锋去了中核集团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说起原因，他说：“我学核，就想

在这个领域有一番建树，在核行业的发展

中发光发热；而当时原子能院也是我国核

能和核技术领域的先导型、基础型研究单

位，原子能院的‘一堆一器’为我国‘两

弹一艇’尤其是‘两弹’——核武器的研

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去原子能院101堆上

班，感觉很神圣。”

虽不必像前辈一样去戈壁荒漠隐姓埋

名，但当时的条件不可谓不艰苦。出门就

是玉米地，除了能踢踢球几乎没有什么娱

乐活动。“那个年代，工作环境、科研条

件确实艰苦，有时候甚至发不出工资，于

是有的人离开，有的人混日子。余剑锋

不一样，他一是想办法创造条件，二是

虽然离开学校了，依然利用一切时间学

习。”余剑锋在原子能院的同事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环境之艰苦、人心之惶惶，记

忆犹新。

1991年12月15 日，被誉为“国之光

荣”的秦山核电站成功并网发电，结束了

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这一消息给了余

剑锋巨大的鼓舞，给了所有当时不看好核

工业的人一个精彩的反转。余剑锋带着他

所热爱的工程物理，带着前辈的信念，带

着当时和他一样坚定选择核工业的不被看

好的那些年轻人，投身核电建设。

核工业的发展，是中国40多年来不断

深化改革开放、持续融入世界的缩影。从

秦山核电的自主化道路开始，一直到华龙

一号问世，中核集团相继掌握了10万、

30万、60万、100万千瓦级核电技术，实

现了中国核电技术的型谱化发展。余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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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其中的参与者成长为领军者，从原子

能院到秦山核电，到田湾核电，到当时中

核集团核电部的副主任、主任，一直到中

核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母校“自强

不息”的理念深深融入余剑锋的血液，这

与中国核工业从创立之初便奠定的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自始至终咬定自主创新的

精神与情怀一脉相通。

成长于清华，成就于核工业的余剑锋

对自主创新的深刻涵义体会弥深。他多

次提到：自主创新是中国核工业的“根”与

“魂”。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余剑锋

第二次在10月1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盛

典。距离上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25年如

白驹过隙。“光阴似箭，国家的事业蒸蒸

日上，中国成为全球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

国家。国家和个人都在成长，自己相比上

一次参加庆典时，承担起党和国家赋予的

更大责任，现场观看时也有了新的视角和

感受。看到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新型武

器装备接踵而来地展现，振奋所有国人的

心，在感到自豪的同时，我更深刻地领会了

核工业对于‘强军’和‘护国’的责任。”

初心不变 未来可期

2018年，中核建集团整体无偿划转进入

中核集团。2018年7月，余剑锋任新中核的

董事长、党组书记。作为行业领军者，余剑

锋鼓舞17万中核人“点燃心中那团火”。

2019年，中核集团推动实施科研院所

改革，进一步激活核工业科技创新的“发

动机”；2020年，中核集团与清华大学增

资入股中核能源，进一步推进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2021年9月

12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温气冷堆

核电站示范工程首次实现临界，向着年内

并网发电目标再度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和中核集团

在核能领域、核军工和人才培养方面继续

互相支持。从1996年开始，清华大学通过

定向生等多种形式为中核集团输送了2000

多名专门人才，很多人都已经成长为承

担国家重大任务的骨干力量。作为一名清

华人，余剑锋多次带队与清华大学座谈交

流，持续推动清华大学与中核集团“小核

心大协作”科技创新体系走深走实，双方

围绕先进核能技术、核燃料循环与材料技

术、核环保技术等多个领域，开展全方位

战略合作。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代表全军

装备先进水平的东风多型号核导弹方队首

次亮相，载有华龙一号模型的彩车驶过天

安门广场。第三次来到天安门现场观礼的

余剑锋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心潮澎湃

难以平复”。他说：“这份荣耀属于为我

国核工业自主创新发展献力献策、发光发

热的每一个人。”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核集团为推动

国家‘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

步，要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在他的带

领下，中核集团的自主创新之路清晰而坚

定，中国核工业未来可期。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余剑锋第四次来到天安门广场

见证庆典。“我深感振奋和自豪，更加坚

定了为祖国核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的理想信念。”

初心从未改变，使命从未忘却。

（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