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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口述

我1965年从清华大学燃气轮机专
业六年制本科毕业，先后在军工研究
院所、国营企业、中外合资和外商独
资企业工作，一路从技术员、工程师
干到了总工程师；55岁裸辞下海，作
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创办高新技术企
业，取得多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成果，在企业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66岁回母校
清华任教。我的人生履历跨越了工程
师、企业家和教授多重角色——这是
我人生的主线。

同时，我还是一个热心的诗词爱
好者，后来成为叶嘉莹先生的弟子。
叶先生曾经在电子邮件中说道：“你
有多方面的成就，你的成就主要由于
你禀赋有一种纯真的赤子之心。”无
论做科研，还是写诗、书法、摄影、
园艺，我都努力让自己葆有赤子之
心，用兴趣带动勤奋，而少有功利的
动机。尽管我是个“80后”老人，但
对事物仍然保持着新鲜感、好奇心和
上进心，无论做什么，要做就要追求
极致。正因如此，我在做感兴趣的事
情时，经常处于一种激发态——大脑
兴奋且高速运转。激发态的效率是常
态的倍数级，这就是兴趣带动勤奋的
力量吧。

在主业科技方面，总结近 60 年
来，我其实只干了一件事——流体密
封工程，并将这个小专业做到了国际
先进，甚至于局部国际领先。例如，
我发明研制的某种流体动压非接触式
密封，不仅寿命长、可靠性高，而且
泄漏率比国外同类产品低几个数量
级，被专家鉴定为“国际首创”“国
际领先”。我的系列专利技术还曾经
被国际著名的同行龙头企业深入研
究、逆向开发并应用到新产品开发当
中去。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院士称
我是“在小专业里做出了大事业”。

为什么说是“小专业”呢？因
为，虽然流体密封是重大装备的关键
核心基础零部件，但相较于透平压缩
机、燃气轮机、航空发动机等大主

机，它只是其中一个零部件。为什么
又说是“大事业”呢？因为，对大主
机来说，泄漏可能是致命的。一个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1986年美国“挑战
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事后调查表明
原因就是在宽温域低温下的密封失效
导致助推器燃料泄漏，进而引发了爆
炸。石油、石化、冶金、电力等流程
工业中的大机组高速透平压缩机的轴
端密封极端重要，以前曾长期被国外

“卡脖子”，是我带头打破了国外高技
术产品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并实现了
产业化。

不过，我的科研之路也不是一帆
风顺的。还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初，
国家投资 30 万元建设一个高参数密
封试验台，由我负总责。当时出了两
套方案：一套常规方案，风险小、有
模型可借鉴；另一套创新方案，国内
外都没有先例，但是能大大提高各方
面参数。要做就要做到最好，顶着压
力，我拍板使用创新方案。然而，试
验台建成后，在调试时发生了不明原
因的低频振动，如果不解决的话不仅

无法通过验收，而且还会给国家造成
重大损失。我就在现场拿着听棒一点
儿一点儿去找，边听边分析结构，经
过数天的努力，最终找到了振动点和
原因，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到上世纪 90 年代，我研制流体
动压非接触式机械密封（油膜螺旋槽
端面密封）技术时，做实验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挫折感很强。当
时我就想，为啥要选择这么难的题目
去做？但是既然做了就不能半途而
废。那时候真是“苦思冥想”“日思夜
想”，一直在思考、反复地做实验……
这样的“挫折时刻”不胜枚举，每一
次做不下去的当口儿，我都不禁“后
悔”——为啥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而每一次跨过这个关口，下一次我还
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作为一个科研
工作者，我非常热爱基础零部件的研
发工作，同时也想用自己的力量为国
家作一份贡献。这可能就是做科研的
乐趣吧！

在主业方面，我的转折点发生在
1996年。我当时是国际龙头企业在中

国独资企业的总工程师。由于独资之
前我研发成功的高技术产品威胁到了
外商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在中国市场的
垄断地位，外商不允许我继续搞研发
和推广应用。外商给了我两个选择：
要么继续做总工程师，享受地位、身
份、待遇，但必须停止一切研发和推
广应用；要么“自动辞职”给以经济
补偿。当时，外商觉得我只是一名技
术专家，搞不了市场、搞不成企业，
不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

于是，在知天命之年，我决定
“裸辞”创业——在天津市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成立了鼎名密封有限公
司。当时做市场开发比技术研发难多
了，一方面是当时的国内市场上国外
的技术和产品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另
一方面，石油石化行业的核心大型机
组都是单线布置，没有备用机，一旦
停机整个生产线都会受到极大影响，
一天损失上百万元。更重要的是，企
业普遍对国内的技术和产品信心不
足，当时我的技术和产品只通过了实
验室和工业试验，企业不敢轻易尝试
国产新产品。

那时候虽然有困顿，但我还是很
乐观。乐观的底气，来自对自己技术
先进性的坚信。从技术员到总工程
师，在行业内几十年的深耕，我的技
术、产品在国际、国内处于什么样的
地位，心中十分了然。在我看来，转
化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我没有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
击，从到企业做技术交流开始，一边
了解企业的情况，一边宣传自己技术
产品的优势。不久，就来了一个“天
赐良机”。当时，一家石化企业的高
速透平压缩机用的是外国某著名密
封公司的干气密封，频繁失效，备
件供应不及时，价格又高昂，让企
业很是头疼。在听过我的技术讲座
后，企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过
来，但在提出试用技术的同时，要
求一旦不成功，损失包赔。在全面调
查过企业的工况和安装结构之后，我

认为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完全可以胜
任，而且能做得更好。

我清楚地记得，试车那天是元旦
前夜，1996 年 12 月 31 日，到处一片
节日氛围，大家都忙着过元旦，我从
白天到晚上都带队在现场做技术指
导，进行首台新产品试车。经过一天
一夜的努力，元旦的早上，试车成功
了！后来的运行表明，我们新产品的
各项技术性能都胜过进口产品，一炮
打响。后来经过直接用户、设计院、
主机厂等各方面专家的技术鉴定，一
致认为其技术水平优于进口产品。于
是订单不断增长，市场占有率大幅度
提高，“鼎名密封”也就在市场上站
稳了脚跟。

最终，我们的技术和产品得到了
社会和国家的双重认可，我作为第一
发明人和第一完成人先后获得多项省
部级科技奖以及一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和一项科技进步奖，于2003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回忆这段奋斗的时光，我至今仍
感慨万分，如果当时没有为祖国作贡
献的想法，如果没有对自己核心技术
的自信，如果没有“天赐良机”……
任何一环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创业失
败。

后来，我总结科研人员搞转化、
创业成功的经验：首要的是掌握核心
技术，开发出拳头产品；第二要有市
场观念。技术一旦走向市场，科研人
员就要转换思维，成为技术专家兼企
业家，要明白技术是为市场服务的。
要搞好转化，不仅要政产学研用，而
且要加上金 （融），多要素协同，才
能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将企业做大
做强。

除了科研，诗歌也是我人生的一
部分。我喜欢诗歌很早，1956年上高
中，语文教材分成两门，一门 《汉
语》、一门《文学》，《文学》是按照
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编写的，从 《诗
经》开始到“五四”新文化为止。这
使得我那时候系统学习了中国古代文
学，包括 《诗经》、《楚辞》、唐诗、
宋词、元曲，对中国传统诗词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考上清华后，尽管学的
是工科，但恰逢毛泽东诗词在校园里
大热，这也激发了我学诗写诗的热
情。我还自学了诗词格律，1962年开
始创作诗词作品，处女作几十年后还
被叶嘉莹先生标识为佳作。

201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我认识
了叶嘉莹先生并拜她为师。这十多年
来，我每有新诗就发给她，她在遣词造
句、平仄韵脚等多方面给以悉心指
导。特别是我的第三本诗集《心如秋
水水如天》就是经过叶先生全面系统
审阅点评的。叶先生还给我起了一个
雅号“韫辉”——出自陆机的《文赋》：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恰好
与我的名字“玉明”相匹配。

在我看来，做科研与写诗、摄
影、书法并不冲突，都是追求美。科
学与人文在价值观上都追求真善美，
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服务。从这个角
度来看，科学与艺术终将在山顶汇
合。

近年来，我依然带团队在第一线
做科研，例如，我作为课题负责人承
担的某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在实验
中又遇到了机组振动严重超标的棘手
问题，我就在实验现场和大家一起分
析，最后还是以我为主找到了原因并
加以解决。这其中，由物理概念与实
践经验相结合而产生的“物理直觉”
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不就是工程技术
与人文艺术结合的最好证明吗？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采访整理）

王玉明院士的“头
衔”很多——中国工程院
院士、机械设计及理论
（流体密封工程） 专家、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
授、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
全国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主任；同时他又是中华
诗词学会顾问、高校诗词
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诗
歌学会校园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任、清华大学荷塘诗
社社长，被誉为“诗人院
士”……

无论做学问还是写
诗，他始终都在追求真善
美的极致境界。在科技研
发方面，他获得过4项国
家科技奖和19项省部级
科技奖以及光华工程科技
奖；在文学艺术方面，出
版过4本诗词集和2本摄
影集（含书法），相关作
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展。有
人会问:一个人是怎么在
有限的时间里做出这么多
成就，而且还横跨科学与
艺术两个“山头”呢？他
的回答是：要有一颗“纯
真的赤子之心”，“兴趣带
动勤奋”，做自己感兴
趣、热爱的事业，经常使
自己处于“激发态”，就
能够在有限的人生里做出
无限的探索。

如今，83 岁的王玉
明还工作在科研一线，带
队伍、做研究，甘为人
梯，奖掖后学，助人为
乐，不遗余力，写诗、摄
影……精神矍铄、乐此不
疲。今天，我们就从王玉
明院士的故事中汲取养
分。

每一次做不下去的当口，我都不
禁“后悔”——为啥要走别人没
走过的路？而每一次跨过这个关
口，下一次我还想做点儿不一样
的东西

回忆这段奋斗的时光，我至今仍
感慨万分，如果当时没有为祖国
作贡献的想法，如果没有对自己
核心技术的自信，如果没有“天赐
良机”……任何一环的缺失都可
能导致创业失败

在我看来，做科研与写诗、摄
影、书法并不冲突，都是追求
美。科学与人文在价值观上都追
求真善美，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
服务

王玉明院士：小专业也能干出大事业

·广告·

在历届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评
比中，深圳市宝安区教师团队共摘得5项
成果奖；获全国及省市级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立项数量屡创新高；宝安区教育部
门获评深圳教育高质量发展卓越奖。

这是宝安区发挥教研“智力引擎”作
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宝安
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发挥敢为人先的特区
精神，以课程育人能力提升为导向，历时
20余年开展教研样态创新的研究和探
索，打造“一核两翼四化”教研工作体系，
崇实为上、突出核心、整体建构、多维转
型，奋力回答“强国建设，教研何为”的时
代课题。

夯基：起笔于“四性”，在结构上主动
求变。面对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改
革和区域教育转型发展的要求，宝安区教
科院准确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从区
域层面对教研进行系统性、结构性变革，
推动区域教研实现四大转向。

把握时代性，宝安区教科院引导学
校转变教研内容，从关注教学能力研究
转向关注课程育人能力研究。

追求发展性，引导学校创新教研方
式，从原来碎片化推进转向系统化建构。

增强协同性，宝安区教科院变革教
研机制，从自上而下指令性运作转向纵
向联动、横向协同。在纵向上，以区教科
院为立足点，向上联通省、市教研机构，
向下联通各学校，形成多级联动机制；在
横向上，借助项目、主题等，构建不同部
门、区域、学校、学科、学段间横向协作，
改善区域教研生态格局。

突出主体性，宝安区教科院改造教
研组织，从原来的功能体建设转向实践
共同体打造。打造三类教研共同体，分
别是联动式教研共同体、协同式教研共
同体、混合式教研共同体。

策动：落笔于“四化”，在求变中探寻
转型。宝安区教育具有规模大、体系全、

发展快、差异显等特征，宝安区教科院突
出教研的战略地位和支撑作用，从一体
化、扁平化、校本化、信息化四个维度，构
建教研“四化”模式，更好助力教育优质
均衡全面发展。

一体化推进，宝安区从高初小幼全
链条、公民办全覆盖两方面发力，构建
各学段、公民办纵横协同发展共同体，
各类共同体覆盖全区域、全学段、全学
科。在共同体带动下，学校呈现百花齐
放的校本教研格局。

扁平化实施，宝安区在加大专兼职
教研员遴选力度、打造全学段全学科教
研基地、借力集团化教研平台三方面做
足文章，打破区域教研与校本教研壁
垒，推进教研管理模式迭代优化。

校本化落地，宝安区构建以好课程、
好课堂、好作业、好教师、好科组、好课题
为主题的“六好”建设标准，从课程、教学
等多个维度，指导学校开展高质量教研。

信息化赋能，依托宝安区教育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宝安区打造“一体三翼”
智慧教研体系，搭建全学段全学科教研
社区，探索资源支持、数据驱动的精准
教研，开辟区域教研发展新赛道，打造
区域教研发展新优势。

创新：行笔于“四新”，在转型中升
级提能。区域教研变革在宝安区从来
不是“纸上谈兵”，宝安区教科院以广东
省基础教育区域教研基地和校本教研
基地两大省级基地为依托，系统构建以
新内容、新机制、新组织、新方式为核心
的“四新”教研生态。

宝安区教科院创新内容，以“3+2+
4”的方式，重点加强教师课程育人理念
和转化能力培育。“3”是课程育人能力
的三个构成要素：课程理解力、课程建
设力、课程评价力。“2”是区域教研着力
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课程综合化和评
价情境化。“4”是确定区域教研四个关

键项目：大单元教学设计与实施、跨学
科实践活动设计与实施、单元作业设计
与实施、命题设计与评价。

宝安区教科院创新方式，打造四个
循序推进的教研闭环，系统化重构碎片
化教研方式。一是搭建支架，研制校本
教研主题待选清单、教学设计模板等，为
深度开展教研活动提供更多参考和支
持；二是打造样例，以区内10所课程发展
实验校、278个区级学科教研基地校为试
点，全方位指导学校利用评价指标、模板
支架，开展基于课程育人的改革实践；三
是示范展示，打造万名教师晒好课和课
程育人能力大赛的“一展一赛”平台，以
优秀样例带动全区课堂变革；四是总结
推广，全流程总结提炼课程育人理念转
化育人实践的经验。

收获：收笔于“四绩”，在提能中赢
得发展。宝安区教育以教研为擎，创新
性先行先试，硕果累累。

学生个性化发展，在连续两轮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宝安区学生学业表现
好、学习兴趣高、课业负担轻；学子获得科
创方面国家专利证书27项、国家荣誉670
余项，省级奖项1956项；学生累计获全国

“小梅花”等奖项248项。
教师专业化发展，宝安区教师连续4

年获评深圳市“年度教师”；近3年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显示，各学科教师
各项课程育人指标皆在8—10星，专业素
养水平较上轮有大幅提升；在第三、四届
广东省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宝安
区获得21个一等奖。

学校特色化发展，一校一特色，百花
齐放。宝安区力促“双减”落地开花，3个
2022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案例入选
国家教育部门典型案例。在2023年全国
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深圳14
所学校获奖，宝安区占6席。

辐射带动共成长。宝安区教师团
队在第三届中国基础教育论坛分论坛
和广东省“南方教研大讲堂”等平台，进
行30余次专题分享交流，受益超150万
人。宝安区通过全口径、全方位、融入
式教育帮扶，助力新疆喀什等地提升教
研质量。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
长 朱利霞）

“教研为擎”驱动课程育人能力提升
——深圳市宝安区区域教研新样态探索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广东探索索

2002年12月18日，王玉明在实验室与外国专家讨论技术问题。
受访者供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