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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辈子只要做一个大的项目就很

幸福了”，他却做了三个！

他先后作为总工程师主持了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一期、二期、三期，上海磁浮列

车示范运营，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三大

重大工程建设，被誉为上海交通建设中心

的灵魂人物。

他就是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原副总经理、清华大学1979级建筑系校

友刘武君。

“以后我们的国家也要建设成这
个样子”

 1979年，刘武君考入清华大学建筑

系，本科毕业后师从吴良镛院士攻读硕士

学位，1988 年毕业后赴日本留学。第一

次出国的他被深深震撼：“从东京成田机

场一出来，就是一片繁华景象，高速公路

有七八个车道，很多集装箱卡车和小汽车

在路上跑，高速铁路灯火通明。当时我们

国家还很落后，相比之下差距太大了。”

刘武君的心底涌上一个念头，“以后我们

的国家也要建设成这个样子”，这也成为

了他学习的动力。

从未接触过日语的他，用两年时间突

破了语言关，“最初看到差距只是想好好

学习，逐渐地了解到他们的交通规划之

后，才会想到我们能做些什么。”

1993年10月，刘武君获得日本千叶大

学的博士学位。当1994年他因一次机会回

到上海时，眼前的浦东正是一片热火朝

天，打桩机的轰鸣不绝于耳，一幢幢高楼

刘武君：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
○苑  洁  狄  迪（2012 级新闻）

拔地而起，他心潮澎湃。当他还在犹豫，

如果此时回国，自己所学是否有用武之地

时，导师吴良镛先生寄来一封信：“浦东正在

开发开放，国家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导师的鼓励让刘武君下定决心，毅然

辞去日本的高薪工作回到祖国，从机场的

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做起，面对别人的不理

解，他坚定地说：“从一个外方的高级打

工仔，变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我才真正

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当时的浦东机场还只是一片滩涂，在

这里将建起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机场，

技术要求高、工程难度大，涉及人员多、

时间任务紧，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循，

刘武君索性住在工地，回国后的第一个除

夕他也是在工地上度过的。不到三年，刘武

君被任命为上海机场（集团）总工程师。

在近20年时间中，刘武君作为总工程

师先后主持了浦东国际机场一期、二期、

三期建设，牵头完成了全部126项工程的

规划设计工作。而让他最自豪的，就是浦

东机场“自主建设、自主运行”的模式，

刘武君在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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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至今在世界机场的运营管理中仍

占据很大优势。

“做完磁浮线以后，我再不怕任
何技术难题”

2000年末，我国决定在浦东建设世界

上第一条磁悬浮商业运行线。西方媒体纷

纷质疑：德国发明了磁悬浮技术，却始终

无法解决轨道系统问题，中国能行吗？

刚做完浦东机场一期工程的刘武君，

考虑到应该为浦东机场和市中心之间增加

一条便捷的线路，于是他申报了一条轨道

交通项目。机缘巧合下，审批回来的却是

做磁悬浮这条实验线，这让当时年仅37岁

的刘武君感到前所未有的责任和压力。

在此之前，磁悬浮从车辆控制到轨道

系统本身都只有失败的教训，却没有成功

的经验。“我的头发是那时候白的、那时

候掉的”，技术难关接踵而来，即便如

此，刘武君也从未想过放弃。“越难越想

干”，他感慨到，“那也是我这一辈子在

工作中获得的技术专利最多的时期，所有

问题都是新问题，所有问题都必须解决，

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取得一个专利。”

经过22个月的艰苦奋战，刘武君和他

的团队一举攻克了轨道系统的所有难题，

不仅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根商用磁悬浮轨道

梁，还提前完成了2500多根大梁的建造安

装任务，彻底打破了外国人的技术垄断，

实现了轨道系统的国产化。

“当时还没有高铁，最快的就是日本

的新干线，我们的磁浮线一上来时速就达

到450公里/小时，感觉就像在飞一样，而

且非常平稳。”刘武君至今仍清晰地记

得第一次乘坐磁浮线时的感受。用22个月

攻克这样一个世界难题，这也让他更有信

心，“做完磁浮线以后，我再不怕任何技

术难题了。”

“我前半生的积累，都是为了做
这个项目”

吴良镛先生曾对刘武君说：“人一辈

子只要做一个大的项目就很幸福了，你能

够做三个，而且这一个是集中了你以前所

有经验的项目，太难得了！”吴先生所说

的这个“太难得”的项目就是虹桥枢纽。

2004年，刘武君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在

虹桥机场西侧发展综合交通枢纽的构想，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包含了多种交通系统，

不管是汇集的交通方式的数量还是规模，

在国际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重要性更

体现在服务功能上，大虹桥也将成为长三

角地区的国际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此时的刘武君已经积攒了民航、地

铁、铁路、磁浮等大量交通设施项目的建

设经验，是领导心中最适合做虹桥枢纽项

目的人选。

他作为总工程师，主持了虹桥综合交

通枢纽工程和虹桥国际机场扩建工程的策

划、规划、设计、设备、科研等工作，凭

借全过程的技术管理工作推动了中国交通

枢纽从单纯的场站建设向城市综合体转型刘武君（右 2）在浦东机场工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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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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