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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

“我曾经跟我的儿子说过，我死了以

后骨灰要撒在这里。我跟这个项目已经完

全融为一体了，我一生的积累都用在这个

地方。现在我仍然不断地在关注它，哪些地

方做得不好，不断地提出改进的建议。”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个人理想”

“我16岁考上清华，我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基本上都是在清华形成

的。”对于刘武君来说，清华所给他的最

大的精神财富，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

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而个人的一切价值

都首先基于家国情怀。“个人的理想不能

跟国家结合在一起，那什么都不是。”此

外，清华也让他收获了“一颗勇于接受挑

战，永远想把事情做好的事业心”。

在刘武君看来，能够生逢改革开放的

时代无比幸运，自己的命运已经和国家的

发展融为一体。“我们这一代人也算是无

愧于时代，但是年轻一代的任务会更艰

巨，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竞争更激烈，要

求更高、压力更大。”

虽然已经退休，但刘武君依然在从事

规划研究、项目咨询等工作，并始终关注

着交通规划领域的创新发展。“我想多做

一些事情，把前后的衔接做得更好，让我

们国家真正走到世界前列。”

雷晓玲：亲水近水，知水治水
○李  桐（2015 级材料）

“十里崎岖半里平，九山微水一分

田”。在重庆一些山区，人们常年受到饮

水问题的困扰。水质、水量无法得到保

障。一位科学家自2005年起凭借扎实的治

水专业基础和多年在水务领域的研究成

果，成功将先进的净水技术带到重庆，大

大改善了山区居民的饮水状况。她就是清

华大学1986级环境系校友、重庆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教授雷晓玲。

雷晓玲在陕西澄城一个小村庄长大，

村民们靠在河边打井喝水，一到雨天，水

就会变得十分浑浊。雷晓玲作为家中最小

的孩子，看着家人每天多次从家里走到山

沟里的河边挑水。山区农村饮水困难的景

象，从小就烙印在她脑海里。

后来，雷晓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

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保送

攻读研究生，师从张晓健教授。怀着对先

进专业技术的孜孜渴求，2002年她辞掉工

作出国深造，继续学习环境工程。完成学

业后，她进入一家世界500强外企水务公

司，全面了解了行业市场运作，“搞科

研必须知道如何转化，否则容易成为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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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阁。”

一次，雷晓玲去重庆出差，她发现当

地的地理地貌，还有水资源、水环境等，

都与自己的专业高度相关。几乎没有犹

豫，她放弃了外企优厚的待遇，到重庆交通

大学任教。“我是学水的，只有到亲水、近

水的地方工作，才能知水、治水！”

2005年，来到重庆之后，雷晓玲发现

当地遍布的大山成为饮用水安全的障碍，

自己在国外学习的超滤膜净水技术有望解

决这一难题，从此她开始致力于研究村镇

安全饮水和山地水环境治理技术。雷晓玲

说，治水，就是给水看病，所以首先要了

解水，“一定要到现场去，诊断清楚问题

之后，我们才能开药方。”

雷晓玲的恩师张晓健给了她极大帮

助，“毕业之后，只要遇到困难，一旦向

张老师寻求帮助，张老师都会给予快速、

专业、清晰的指导。”雷晓玲在重庆时，

张晓健不仅远程提供技术指导，还在2007

年专程从北京到重庆和学生一起走山路考

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那时候，去重庆一些区县，常常要坐

一整晚的绿皮火车，距离最后考察现场的

一段路，连汽车都进不去。山里的百姓

听说他们是来治水的，纷纷自告奋勇带

路，“那种信任让人感动，同时感到了

肩上的责任。”

通过到各地走访，雷晓玲发现浊度

高、细菌超标是山区饮用水的共性问题，

超滤膜净水技术虽然先进，但进口膜成本

太高，无法在乡村普及。愁眉不展之际，

一位清华校友企业家听说了雷晓玲的工

作，主动提供了国产滤膜产品，超滤膜净

水技术终于实现本地化应用，“都说众人

拾柴火焰高，我能够成功完成技术研发和

试点，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2015年，雷晓玲进一步将治水方案推

广到重庆綦江高庙坝，当地水处理设施落

后，一旦遭遇汛期，水库、河流等地表水

污染，设施就会超负荷运行，导致水质超

标。村民们常常抱怨：“洗过的衣服第二

天就变黄了。”

为了让老百姓早一天用上放心水，雷

晓玲和团队加班加点，“通常是白天到

现场取样，晚上回市区做检验，出完检

验报告已接近凌晨，打个盹又接着开会

讨论。”当年6月，海拔1100米的“高庙

坝超滤膜一体化净水技术示范工程”顺利落

地，村民奔走相告，“我们的水变清了！”

雷晓玲说那一刻她比村民还高兴。

治水多年，一晃人生过半，雷晓玲已

成长为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环境科学

与工程）领衔专家，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

者。她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50余项，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7项，

主编/参编地方标准20余项，主编专业学

术著作9部，主持研发的山地村镇超滤膜

集成技术，已在重庆建成示范厂站点300

余座，并应用在云南、广西等地的山地区

域。雷晓玲还针对性提出了“因地制宜、

雷晓玲（中）带着团队做水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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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分区、远近兼顾”的水安全与水环境

保护系统防控理念，在国际上获得高度

认可。

回顾多年来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

题，雷晓玲总是提到清华校训“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她说，这句话是自己

前行的动力，培养了自己身上的一种“闯

劲”。那是面对新事物的渴望和追求，面对

失败的无所畏惧，还有肩上的责任和担当。

对于未来，雷晓玲描述了这样一幅蓝

图：饮水不再是困扰乡村发展的短板，最

终带来生态、人文环境的提升，水更清澈

了，生活更安稳了，游客来了，旅游兴旺

了，乡村富了，人才回归了……

雷晓玲说，这幅图景的实现，还需要

多年持续努力，“但奋斗能让梦想成真，

我愿和大家一道为梦想奋斗，为乡村振兴

加油助力！”

柴继杰，1997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物研究所博士学位，后在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
研究。2004—2010年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高级研究员，2009—2023年任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2017—2023
年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
“洪堡教授”。现为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植物免疫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3年8月16日，西湖大学植物免疫

学讲席教授柴继杰荣获“未来科学大奖—

生命科学奖”。与他一同分享这个奖项

的，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研究员周俭民，两人在植物免疫上的研

究合作，跨度将近20年。颁奖词写道：

“奖励他们为发现抗病小体并阐明其结构

和在抗植物病虫害中的功能做出的开创性

工作。”

柴继杰刚刚入职西湖大学不久，他是

中国大陆首位“德国洪堡教授”，且有一

段颇为传奇的人生经历。

柴继杰：从造纸厂走出的顶尖科学家
○沈  是

这是一位从造纸厂走出的世界顶尖科

学家。

纸浆

柴，这个字拆开来看，是“此木”，

就是“这个木头”。柴继杰似乎注定和植

物有缘。

初中毕业时，他倔强地拒绝接替父亲

的岗位。父亲是烤烟的一把好手，在烟草

收购站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是可

以领细粮的“国家工作”。

作为热带植物的烟草，想要在辽东半

岛存活，得掐准时间。春末在大棚育苗，

然后移栽到大田上，两个月可以收割。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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