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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0年入学，1974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机械制造系焊接专业，留校工作至2012

年退休，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整整42年。

我在中学期间学习不错，由于历史原

因，我们上大学前的功课学习没有那么完

整。为了跟上大学的学习，在正常学习之

余，我恶补了高中的课程。那时指导我补

课的第一个人是我同班的郑友祥大哥（老

高三），我们在图书馆度过了许多日日夜

夜。很多上基础课的老师也辅导过我，比

如：董文达教授（物理）、孙汝劼教授

（力学）、李先训教授（化学）。自强不

息、挑灯夜读，在清华的学习为我今后学

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与老师们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

友”，结下深厚的师生情。我不会忘记在

清华园学习的那些日子：课堂上认真听

讲，课下认真复习；制图课上画好每一段

线条，设计课上算好每一个公差，实验课

上记录好每一份数据，专业课上弄清每一

个原理……在毕业设计时，我的毕业论文

《3.5Ni钢的焊接性研究》被评为优秀毕

业设计论文。

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先是在机械制造

系焊接教研组焊接实验室，侧重焊接材料

方向。我很快熟悉了焊接材料工艺试验设

备及测试方法。在罗志昌教授指导下，我

根据“声发射”原理，研发出用于测试

焊接过程裂纹倾向的“插销”试验并制定

试验规程，成功用于合金钢焊接裂纹倾向

测试。由于此方法对于灵敏度要求很高，

壮志未酬献四方
○黄云庆（1970 级机械）

为了避免环境的影响，试验一般在夜晚10

点以后进行。尤其在硕士研究生们作论文

期间，我基本是连续开机十几天，昼夜试

验，几乎不能休息。我还参加了合金钢焊

接性研究课题项目研究，是在陈伯蠡教

授、罗志昌教授、任家烈教授指导下。这

些经历帮助我在焊接材料研究实验技术和

测试方面打下基础。期间兼任学生班党支

部书记、实验室副主任等职务，并担任两

门课的助教辅导任务。

1981年，我被调到机械制造系做科研

管理工作，同时参加“新型空冷贝氏体钢

系列研究和推广应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高硬度耐磨堆焊合金成分优化研

究”“特种焊接材料国产化及焊接工艺研

究”“焊缝检验用 QHME－2型超声波探

伤信息记录系统研究”等项目。

科研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科研项目立项

审查，研究过程管理，科技成果鉴定、申

报及各级奖励申请，科研档案管理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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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栋豪主任的领导下，我们紧张而有序地

工作。当时机械系的科技项目、科技成果

鉴定申报获得国家及省市奖励，在全校名

列前茅。在清华大学第一届全校科学研究

研讨会上，我撰写的《科学研究工作要面

向经济建设》论文被选为《清华大学第一

届全校科学研究研讨会论文集》首篇。

在以往对于耐磨堆焊合金的研究中发

现，耐磨堆焊合金的耐磨性并不完全取决

于堆焊合金表面硬度，而与堆焊材料的成

分、组织形态及分布有密切关系。当时国

家标准规定以耐磨合金表面硬度衡量其耐

磨性，并且是唯一标准，针对此问题，需

进一步研究和论证。我的观点得到陈伯蠡

教授的支持，我们共同申请并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我作为主要承担者之一

完成了“高硬度耐磨堆焊合金成分优化研

究”项目。

研究过程因陋就简，所有按实验要

求的工艺设备：焊条制备平台、焊条用烘

箱、施焊用台架等都是我们制作的。当

时研究用的材料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成品粉

剂，我和同组教师一起，采购了实验室用的

粉碎细磨机对矿石进行粉碎、研磨。研磨

后，我们像矿工一样，满身落满粉尘。

制粉—配方—搓制焊条—烘干—施

焊—取样—进行力学测试—数据分析，我

们进行循环研究。验证了三个月、50多个

配方后，终于初选出三组配方，再到牡丹

江焊条厂，在生产环境下进行验证，验证

结果显示我们的研究方向和工艺选择是合

理的。再回来试验，我们针对成分选择引

入锰硼系，历时一年多，尝试了100多个

配方，成功研制出“新型锰硼系耐磨堆焊

焊条”，通过了专家鉴定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验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被授予

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8803062·7；证

书号：932），这个项目还荣获了黑龙江

省机械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

“新型空冷贝氏体钢系列”项目是清

华大学“六五”“七五”“八五”科技攻

关重点项目，在方鸿生教授和郑燕康教授

主持下开展研究工作，我也参与其中。此

外，我参与的项目还包括：“新型中碳及

中高碳空冷贝氏体钢”荣获国家发明一等

奖 （1987年底），“新型空冷贝氏体钢系

列的研制及推广应用”荣获国家教委科技

进步一等奖，“中碳空冷贝氏体钢煤矿

用耐磨件的研究”荣获清华大学经济显

著奖。

在“新型空冷贝氏体钢系列”项目

中，我主要负责贝氏体钢制造工艺的研

究，不但要从贝氏体钢的物理、力学的性

能出发制定一整套制造工艺，而且需要深

入煤矿、矿山、电厂等试用现场，与工人

一起跟班、观察、测定各项数据。“新型

空冷贝氏体钢系列”项目受到了国家科委

等部门的好评。项目有5项科技成果鉴定

获黑龙江省轻工业厅、机械厅和江苏省机

械厅等3项奖励，获得国家科技成果证书5

项，发表相关科技论文19篇。我参加的部

分项目中，执笔的论文有13篇，署名为第

一作者的有11篇，署名的论文有6篇。

后来，我作为主要承担者之一的“特

种焊接材料国产化及焊接工艺研究”项目

也通过专家鉴定，其水平为国内先进，

获得中石化总公司科技三等奖。我参加

的“Monel合金焊接工艺研究”项目，主

要承担焊接工艺、热脆性及异种钢焊接研

究，也通过专家鉴定，其水平为国际先

进。在这些项目中，我研究、撰写与发表

的论文有7篇，另有4篇署名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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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工作的后期，被调到后勤工

作了8年，主要工作是在商贸中心整顿及

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兼任党支部书记及工

会主席。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踏踏实实

去做。先后两次获得校工会先进积极分

子、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两次获后勤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2年10月，我从清华大学的教师岗

位退休，本想好好休息，陪家人旅游，看

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但是党的十八大的召

开，使我看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要继续

为党的事业奋斗。加之工作的惯性，我继

续科研成果推广工作，在2013—2014年参

加了“电子垃圾处理”“特种锂电池”项

目的研发工作，2015年又来到学校与广西

柳州共建的柳州紫荆（清华）技术转移中

心工作。中心的任务是以清华大学技术、

人才为支撑，立足柳州、面向广西开展

“产、学、研”技术转移及成果转化的服

务，目标是建成清华大学海内外科研成果

在柳州市的转化平台，为柳州市、鹿寨县

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保障；促

进实施“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战略；提升广西鹿寨经济开发区循环

化改造示范试点的水平；打造科研成果转

化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合作典范。

在广西鹿寨县，我的主要工作是将清

华大学的水处理技术应用到当地自来水厂

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农村饮用水

水质提升的工程建设及管理，村屯小污水

建设及管理，以及配合国家战略发展的河

长制建设与管理的技术支撑，与之配套的

国家认证的水质检测中心建设、污水厂的

运维队伍的建设、组织管理等。

鹿寨县政府决定采用清华大学技术来

解决饮用水达标这一难题，从而保证群众

饮用水安全。受政府委托，我们请来清华

大学水处理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家一

起研究，探索适合本地问题的具体技术

方案。经过半年多上百次讨论和实验、测

试，研制出清华紫荆农村饮用水处理系统

控制的设备，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农

村村屯应用水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是关

乎乡村脱贫一票否决的关键因素，我们在

鹿寨做到了！

为了让村民们的饮用水设施保持长期

稳定运行，县政府与我们共同建立了鹿寨

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县级智能服务中心，

对于为村民供水的600眼水井进行远程监

控、管理、维护和技术支持，从此鹿寨县

有了村屯饮用水高质量安全保障系统。智

能服务中心的建立，使村屯饮用水得到全

过程服务，能够有效消除环境污染对农

村村屯饮用水影响，可以智能化管理农村

村屯饮用水。我们还帮助培养了一支利

用现代技术管理的农村村屯饮用水的技术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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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寨县国土面积为3000多平方公里，

其中80%是山区，110个村、1000多个屯

分布其中，70%的村屯的水井和蓄水池分

布在山上，无论是调研、测试还是现场安

装，都要跋山涉水，尤其是将设备搬上山

腰，非常辛苦。这里属于桂北山区，一年

四季多雨潮湿。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天要

行走几十公里，天天都是一身大汗。衣服

被汗水湿了干，干了再湿；身上被蚊虫

叮得又红又肿、奇痒无比，还要防备蛇

兽等威胁。我每年大部分时间往返城乡之

间，开车走4万多公里左右，调研民情、

选址、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备安装

调试等。

清华大学的教师们战斗在群山峻岭之

中，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完成了鹿寨县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提升任务。自治区各级领

导多次到鹿寨检查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工

程受到柳州市和自治区水利厅的表彰，多

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在建设乡镇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厂的过

程中，我们一直坚守在工地。我们在运送

设备管材泥泞的路上、设备管线的安装沟

里、通水调试的控制箱前，一身汗水一身

泥巴。行胜于言，八年的风风雨雨换来丰

硕成果：参与建设县城、乡镇自来水厂5

个；建成乡镇污水厂5个；建成一个城市

污水及农村小污水运维公司，对城乡6个

污水厂和22个村屯污水站、清洁水源地实

施管理。

我们还配合鹿寨县水利局建立了河长

制管理技术支撑平台，这在广西地区是第

一个，因此也受到国家水利部的表彰（全

国表彰了20个市县，鹿寨县排名第9）。

我66岁生日时，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铁血戎马走边疆，挑灯夜读守学堂。
青春不负大长江，壮志未酬献四方。
“铁血戎马走边疆”是指我到清华之

前在边疆生活和工作。我的家乡在黑龙江

省虎林市，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

张，苏军在珍宝岛地区挑起冲突，我作为

地方独立团战士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

“挑灯夜读守学堂”“青春不负大长

江”是指我在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42年，

其间八年被外派到华中清华紫光工作。学

生时代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毕业以后

留在学校工作，除了坚持科研，还做过班

主任、辅导员，在教学、科研管理、行政

管理等岗位都取得良好成绩。

“壮志未酬献四方”则是退休后，在

祖国的最基层工作了9年多，在广西鹿寨

县，将清华大学的水处理技术应用到当地

自来水厂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农

村饮用水水质提升等。2024年2月，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授

予我第一届“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与

生态文明建设先进个人”，这是对我在退

休后来广西工作9年的肯定和表彰。

在广西柳州的鹿寨工作了这么多年，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已经做到了！

以“自强不息，挑灯夜读守学堂”为始，

到“厚德载物，壮志未酬献四方”，我很

开心、也很满足！  黄云庆的获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