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2 月 20 日，黄旭华在办公室 ■ 新华社发

黄旭华生于 1926 年 3 月，1949 年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
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被颁授“共和国
勋章”。黄旭华长期从事核潜艇研制工
作，开拓了我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是中
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为
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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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立志科学救国

为国“深潜”三十年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

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曾说。

1926 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

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

本飞机的轰炸。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

之愿。

“想轰炸就轰炸，因为我们国家太

弱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科学救

国！”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航空

系和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

旭华选择了造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核垄断地位

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核威慑。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

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

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

领导对他说，你能接受这种工作吗？

黄旭华毫不犹豫回答，“能适应，而且是

自然适应”。

此后 30 年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

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

他一面。

1986 年底，核潜艇工程解密后，两

鬓斑白的黄旭华回到广东老家。见到 93
岁的母亲，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

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

母最大的孝。”

直到 1987 年，母亲收到他寄来的一

本《文汇月刊》，看到报告文学《赫赫而无

名的人生》里有“他的爱人李世英”等字

眼，黄旭华的 9 个兄弟姊妹及家人才了

解他的工作性质。

用最“土”的办法

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

20 世纪 60 年代，核潜艇研制之难，

难在这项工作几乎是从零起步。黄旭华

面对的不仅是技术难题，更是从何下手，

从哪打开工作局面的方法问题。

“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

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

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

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说。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

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

的法宝。

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就一边设

计、一边施工，白天黑夜加班加点。

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日

日夜夜、月月年年，算出了首艘核潜艇几

万个数据。

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边

角余料都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

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

计值几乎吻合……

面对国外严密的技术封锁，黄旭华

带领团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路攻克

种种技术难关，突破了核潜艇最关键、最

重大的 7 项技术，让茫茫海疆有了中国

的“钢铁蛟龙”。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回顾黄旭华科研工作的不易，他的

同事、学生和亲属不约而同提到了 1988
年那次期待已久的深潜试验。

深潜试验追求的是极限下潜，将下

潜到设计的极限深度，这个深度预示着

危险。试验前，核潜艇总体建造厂为参试

同志拍了“生死照”，以防万一失败后做

个“最后的留念”。参试的年轻艇员满腔

热血，有的甚至写好了遗书。

看到这个情况，年过花甲的黄旭华立

即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参与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

在世界上尚无先例。单位领导得知后，劝黄

旭华不要亲自深潜，但黄旭华却坚持参加。

他说：“深潜不是冒险，我对它有信心。而

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

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黄旭华的下潜，让全体参与人员在

技术上有了主心骨，在精神上，更是对全

体参试人员的巨大鼓舞。试验结果证明，

一代核潜艇的设计、建造都达到了预期。

中国人民海军潜艇史上首个深潜纪录由

此诞生。

在试验艇起浮的过程中，艇上的《快

报》请黄旭华题字，激情澎湃的他一挥而

就：“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

在其中。”

誓干惊天动地事

甘做隐姓埋名人

“感动中国人物”“全国道德模范”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年过九旬的黄

旭华，算得上荣誉等身。

尽管有了些名气，但就像深爱的核

潜艇事业一样，黄旭华希望“潜在水下”，

默默无闻，不喜欢出名。

培养科研人才，黄旭华主张从工程

实践中培养人。几十年来，他率领团队开

展了一系列重点型号研制，并在这个过

程中为国家培养锻炼了众多科技英才。

“我更愿意当‘场外指导’，不当教练，放

手让他们去干，大胆去干。”黄旭华说。

即便年事已高，他仍会利用作报告、

接受采访的机会，“苦口婆心”地讲故事，

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年轻人。

黄旭华的视力一度因严重白内障受

到影响，七八年里，甚至看不清女儿的脸。

痴翁的眼神黯淡了下去，自觉科研生涯

走到了尽头。2018 年，黄旭华做完白内障

手术，摘下纱布的那一刻，他连手机上的

小字都能看清了，乐得像个孩子一般。

2020 年，获得“共和国勋章”，他谦

虚地说：“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

名人。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祖国，此

生无怨无悔。”

2021 年，他捐出 1100 万元个人所

获奖金作为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激励更

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黄旭华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

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致敬黄老，一路走

好！ 徐瑶

弘扬科学家精神
hongyang kexuejia jingshen

K 科技英才
keji yingcai

黄旭华：将功勋“深潜”在人生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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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脚朝上、脑袋朝下，身体呈 S 型。在露天

地下管道施工现场，高磊在逼仄的空间内用焊

枪一点点触摸焊点，一焊就是几小时。

为节省时间，他选择在地下管道施工现场

就着矿泉水吞下一口口面包。他尽量少喝水，

尤其怕上厕所。近日，高磊在接受笔者专访时

表示：“这其实没什么，这就是工作的常态。”

蛇年春节假期刚过，高磊再次回到工作岗

位。坐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磊技能大师工

作室”中，他表示，新一年，在钻研技术的同时，

要带领团队参加各种比赛，对得起自己身上的

“北疆工匠”荣誉。

习惯了一身工作服、一把焊枪就能进入工

作状态的高磊，目前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的中国二冶集团钢结构工程技术分公司就

职。

尽管过去的数年里，他斩获了内蒙古第二

届职业技能大赛焊接项目金牌等多个荣誉，但

他最看重的却是国际焊接技师这个身份。

高磊说，10 年前，他进入包头机械工业职

业学校（后更名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时，想

得最多的是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工作。

但一次大赛改变了高磊的命运。20 岁的他

在江苏参加 2018 年中国技能大赛———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时，幸运斩获焊工

项目二等奖。此次比赛，也给高磊留下遗憾，

“由于竞争激烈，未能走上更大赛场。”

高磊的遗憾最终在 2020 年“嘉克·通用技

术杯”国际焊接大赛上得以了却。他回忆说，在

辽宁举行的该次大赛，有中国、印度、俄罗斯、

白俄罗斯、巴西等多国选手参加。赛前，他放弃

节假日进行艰苦训练，突破自我，最终获得个

人二等奖，并以 95.5 的高分获得对接板状试件

个人单项第三名，他的作品被大赛组委会评为

“最佳试件”。

“正是这次比赛，让我开启了参加国际焊

接技师资格考试的征程，并最终顺利取得国际

焊接技师证书。”如今说起这些，高磊依然难掩

激动。

成为国际焊接大师之后，高磊的焊接人生

也经受了多次考验。

2021 年，他在参与建设国家重点工程———

兰州柴家峡黄河大桥时，一处桥梁箱体内部有焊缝缺陷，需仰

脸焊接。“但箱体内空间狭小，人缩着进去没法转身，起初没人

愿意接这项工作，我便主动请缨，想着攻克这个难关。”

“焊接时温度达 40 多摄氏度，热得无法呼吸，我是咬着

牙、靠着意志一点点完成任务的。”让高磊兴奋的是，之后经第

三方检验，焊缝检测一次合格率为 95.5%，成形和质量也得到

了在场专家的点赞。

2022 年，高磊带领 10 名焊工赴福建参与大东海精品钢铁

工程施工项目时，焊缝检测一次合格率达到了 99.5%。得到专

家业界认可后，高磊也收获了更多自信。然而，新的挑战又来

了。

中国二冶集团钢结构工程技术分公司总经理王志义告诉

笔者，随着桥梁设计理念的转变，传统钢板已不能完全满足桥

梁设计及施工要求，但高性能钢的钢材含碳量较高，焊接性能

差，成了业界的技术难题。

2023 年，高磊带领团队通过大量的焊接试验，成功制定出

高性能钢的焊接工艺，做出了工艺试件，一次合格率达到 95%
以上，并应用于包头市 G110 国道快速路工程。

假期刚过，但高磊已经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和钻研，“我最

终的梦想是做一名‘大国工匠’。”这位 27 岁的小伙子对笔者

透露，他要为这一荣誉一直奋斗下去。

西葫芦肉质鲜美、可菜可馅，又富含

维生素 C、葡萄糖和钙等营养物质，深受

人们喜爱。“西葫芦本是‘洋品种’，19 世

纪才进入中国。目前，国内种植面积已突

破 500 万亩，但在多年前，西葫芦、辣椒

等高端种子市场却一直被国外垄断。”2
月 12 日，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蔬菜

研究室主任雷逢进对《科学导报》记者

说。

据了解，“娇贵的”西葫芦很容易“生

病”，想要代替“洋种子”，一定要提高它

的抗病性。参加工作 30 余年来，面对西

葫芦品种单一、产量低下、国外新品种大

量进入的状况，雷逢进以严谨的工作态

度和忘我的敬业精神，带领团队多年如

一日奋斗在西葫芦新品种及推广应用研

究第一线。培育出一流的西葫芦品种，抗

衡国外品种的冲击，为西葫芦装上“中国

芯”，一直是他心中的梦！

刚开始选品育种时，雷逢进就瞄准

世界西葫芦产业发展的前沿，摆脱了“立

项—研究—成果论文—职称—再立项”

的封闭循环模式，把选育目标确定为：不

仅要通过国内审批认定，更重要的是能

够和国外品种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相抗

衡。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以一种拓荒者

的精神，下广东、跑山东、奔首都、赴天

津，到处征集西葫芦资源和国内外杂交

种，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育种工作中

去。

阳光、沙滩、椰子树……美丽的海南

是许多人的诗和远方。而在农业科研工

作者心中，海南南繁基地是他们良种梦

开始的地方。雷逢进告诉记者:“南繁是

西葫芦选育中风险最大，也是条件最为

艰苦的。唯有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乐于

付出，才能培育出高产、抗逆性强的好品

种。”可为了确保实验成功，20 多年的南

繁育种他都亲自参加，即便是疫情期间

也没有中断过。西葫芦染病常由多种病

毒混合引发，想要攻克这个难题，面对的

是整个植物世界，想要寻找、检测并分离

单一病原菌犹如大海捞针。只有突破多

项关键技术壁垒，才能选育出不仅能抵

抗多种病毒，而且“卖相”也很漂亮的品

种。经过多年的育种，雷逢进团队的“东

葫 3 号”凭借瓜色油绿、瓜形顺直、抗逆

性强等特点荣获 2021 年广东种子大会

“20 年 20 品荣誉”，开辟了国产西葫芦

商品瓜油绿型时代。

雷逢进团队注重和市场接轨，与省

内外多家企业有合作关系，2022 年与山

西瑞恒农业有限公司合作，承担了国家

特色作物西葫芦联合攻关任务，进一步

巩固了西葫芦研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近年来，雷逢进主持育成西葫芦新品种

11 个，其中“东葫 39 号”“东葫 27 号”

“东葫 3 号”等 8 个品种在山西、山东、河

南、甘肃等省市累计推广 137.4 万亩，创

造经济效益 9.5 亿元。

为了缩小与国外品种的差异，雷逢

进一方面对常规的育种方法创新，另一

方面不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育种

水平再上台阶。通过分子标记，把种质资

源分为母本群和父本群，再在同群内进

行针对性改良，获得亲缘关系明晰的优

良自交系。最后依据品种选育目标，父母

本群选择性相互配组，通过春季、秋季及

温室品比，海南加大扩繁，育成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并通过山西省农作物评审委

员会审（认）定 13 个，获得国家新品种保

护授权 5 个。2021 年，雷逢进主持的“不

同矮蔓型西葫芦系列新品种选育与研

究”获得了山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同

年 7 月，国家启动了种业振兴计划，雷逢

进作为国家重要特色物种西葫芦项目的

首席专家，与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企业

组成联合攻关组，将传统育种逐步向现

代分子育种转变，使中国西葫芦育种技

术水平迈向新的台阶。

功夫不负有心人，成功属于创造者。

经过持之以恒的探索，雷逢进和他的团

队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水平的独有纯合

资源，使棉花所西葫芦育种从零到全国

领先。2024 年 5 月，雷逢进被评选为“山

西省先进工作者”，这份荣誉无疑是对他

辛勤付出的肯定与鼓励。

60 年的探索追寻，四代南繁人传承

接力，雷逢进作为南繁育种主力军的一

员，凭借执着坚守、无私奉献，用自己的

努力和付出推动着山西省育种事业的不

断进步。在雷逢进看来，攥紧中国种子，

加快种业破壳，是每个育种人肩上的责

任。

■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雷逢进专注田间，细察西葫芦长势 ■ 资料图

雷逢进：为西葫芦装“中国芯”的育种人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