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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集团、长安汽车（集团）等很多企业

开展了深入的合作。

2017年6月，由陈清泉牵头，与香港

其他2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一起，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

了香港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

促进科技创新的巨大热情，同时也期待

国家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影响科研发展的问

题。“我没有想到，习近平主席这么快就

作出了重要批示，勉励香港科技工作者融

入国家建设，并责成中央有关部门予以落

实国家科研经费过境香港使用等问题。”

陈清泉十分感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

新将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017年8月，陈清泉凭借自己在国际

科技界的影响力，联合众多世界级院士专

家，在北京未来科学城创立国际院士科创

中心，积极推动两地的科研交流和国际

科技合作。“我们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时

代，国家对科技的需求和重视、对科学家

的爱护和期望前所未有，科学家施展才华

的机遇前所未有。所以我希望我做的一些

科学技术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在我有生

之年为人类社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痕迹。”

陈鹰：在西南边陲走兴业之路
○韩丽英

1953年，陈鹰出生于云南一个知识

分子家庭，父亲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

（现南京大学），母亲是中专毕业。年

幼的陈鹰总是听母亲在耳边念叨舅舅在清

华的故事，因此他立志要好好读书，上

清华。

1966年“文革”爆发，陈鹰刚好小学

毕业。当时，“读书无用论”泛滥，云南

省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几近瘫痪。

无休止的社会动乱致使年仅12岁的陈鹰无

学可上。直到1969年各级革委会成立后，

开始对本地区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年满

16周岁的陈鹰被分配到昆明电机厂，当起

了学徒工。三年的学徒生涯，工作非常繁

重，食物供应也十分匮乏，每月配给的菜

油和猪肉加起来还不到一斤，十六七岁的

男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肚子填不饱

还要抡动24磅的大锤干活。

身体和精神的磨砺，使得陈鹰褪去青

涩，在艰苦工作之余承担起了社会职务。

17岁时组织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并担任队

长；18岁担任工厂团委常委；19岁因工作

表现突出被选培入党。在全厂党员大会

上，党委书记讲话时说：“陈鹰是我们工

厂最年轻的党员。”那是1972年，他还是

一名学徒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

1972年，大部分高校陆续恢复“推荐

陈
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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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工作。这次招生对

象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

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

经验的“工农兵”。这样的消息对于陈鹰

来说，简直就是突如其来的天大喜讯，他

终于有机会上大学了！随即他开始发奋读

书，利用一切时间自学初中教材。一年时

间，他就把初中数理化课程学习了一遍。

1973年，清华大学电力工程系电机专

业到昆明电机厂招收一名工农兵学员。陈

鹰申请报考时，被工厂拦下，理由是年纪

尚小还有机会，让接近年龄上限25岁的老

知青先去。满怀希望又落空，失望和沮丧

之情难以言表。但半个月后，转机再次出

现：厂里参加考试的四个老知青无一接到

入学通知。一天，陈鹰接到厂里通知，叫

他去云南饭店参加北京招生组的面试。面

试一周后，他收到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录

取通知书。

1973年秋，陈鹰只身北上，圆梦清华

电机系。从此，他的人生被改写。

自强不息，学在清华

刚进校三天，辅导员就找到陈鹰，要

他做团支部书记。“我内心是拒绝的。我

来学校之前就打定主意，要好好读书，一

定不做社会工作影响学习。但因为我是党

员，在入校前就定好要做班干部，所以我

只能硬着头皮干。”大学期间，他做过班

级党支部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做过宣

传委员，动员大家写大字报，完成班级分

配任务；当过学习委员，四处跟着老师跑

开门办学地点，联系社会工厂，解决食宿

问题。

入学初期，学员文化水平严重参差不

齐，而且学制缩短、教材改革，工农兵学

员的学习水平距离清华的正常要求差距甚

远。班上唯一一个没有踏进初中门槛的陈

鹰明白，只有付出百倍努力，才能赶上大

家的脚步。在完成社会工作之余，他焚膏

油以继晷，除每天临睡前及周六洗衣服之

外，他整天脑子里充斥的都是那些难解的

定理公式、英语语法和单词。在他的努力

下，两年时间就逐步跟上了那些读过初中

甚至高中同学的学习进度。

蒋南翔任清华校长以来一贯提倡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到70年代学校更加重视教

育、科研、生产三结合，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创造

的能力。“那时候，我们除了学习专业课

程之外，每年都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实习。

一年级在校办工厂实习；二年级在北京微

电机厂搞电机设计；三年级在卢沟桥冶金

机械厂学习数控设计。毕业设计那年赶上

唐山地震，我跟导师姜建国在卢沟桥一待

就是好几个月。”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1977年清华毕业后，陈鹰被分配回原

单位工作。数十年的不断耕耘，他成为云

南变压器厂最具符号性的人物之一，身上

有很多标签：他是云南变压器厂创业年代

的建设者，是改革年代的亲历者；他是国

家第一代铁路牵引变压器研发的参与者与

推动者，也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开创者和

管理者；他曾经两次婉拒调职省政府工作

机会，曾经力挽狂澜应对90年代末因水灾

给企业带来的灭顶危机，也曾力推“新三

个现代化”（产品现代化、工艺现代化、

管理现代化）战略推动企业大跨越的发

展。这些故事还要从40年前开始讲起……

70年代末，陈鹰刚回到厂里不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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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原来的变压器车间从昆明电机厂分

出，成立云南变压器厂。陈鹰在新成立的

变压器厂从产品工艺部门调到设计部门，

从事变压器产品设计工作。由见习设计到

独立担负项目，他很快熟悉工作，并两次

参加全国行业统一设计，获得了不俗的

成绩。1988年，云南变压器厂试行民主推

荐、民主选举制度，陈鹰以高票数当选厂

长。而这一干就是20多年。

接手企业后的前三年实行承包制，对

陈鹰的要求是当年利润增加30%，并逐年

递增。面对企业产量低下、厂房和工艺设

备老化、员工习惯于国营企业的大锅饭等

问题，陈鹰推行了一系列新规定。他首先

打破传统工资管理方式，推行计件制，

鼓励多劳多得，第一年就实现利润同比增

长近300%。他极力主张已有产品设计更

新换代，力求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他提

出“新三个现代化”治厂方针，引进先进

工艺设备和技术，率先应用先进的计算机

管理系统，以提高产品工艺质量、生产效

率和管理效率。在他的带领下，云南变压

器厂由一个资产不足1000万的国营老旧企

业，逐步转化成为资产破亿、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技术、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并连续十年保持利润超千万元的地方优秀

企业。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

20多年厂长生涯，有荣誉也有困境。

1997年的一场洪水，几乎毁掉了整个厂

区。面对险峻的形势，陈鹰非常明白自己

所肩负的责任。他迅速组织队伍，一方面

抢险救灾，另一方面组织快速恢复生产。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管理水平和工人

技术水平不足，出厂产品不但贻误了工

期，部分产品还出现了严重漏油问题。因

此，省电力局给予工厂严重的制裁：连续

几年不给220千伏高压变压器订单。

出现问题后，陈鹰顶着巨大的压力。

他用在清华和国外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从焊

接工艺、产品结构、职工技能等全面进行

改造和精进。同时，他以长远的眼光看

到，云南山高路远，就地解决大型变压器

制造和维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随即

组织技术人员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

研究工艺和结构细节，一点一点攻克难

关。终于在2000年，他们生产出的大型变

压器已经可以媲美日本三菱的产品，省电

力局验收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至此，在

陈鹰的努力下，云南变压器厂才重新获得

订单，并重拾信心，度过了这场危机。

2003年，昆明市委任命陈鹰为主管工

业的副市长时，他也是一再推脱，在此之

前他已婉拒了两次省调的机会。这次实在

推辞不掉，才答应只干满这一届。走马上

任时，陈鹰见到机械厅的老厅长，老厅长

调侃道：“90年代初，提调你到省机械厅

做副厅长你不来，你说要搞技术，现在50

岁了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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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任职期间，他分管工业经济、

生产安全、社保医保、国企改革。主要工

作是改制大量的中小国有企业，实行企业

国有产权出让、职工国有身份变更，让中

小企业更好地融入市场经济，使大量的

国有企业员工变成社会人。这项工作涉及

对企业资产的度量裁定，关系到员工身份

转换触及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风险度

高。而短短两年半，陈鹰就圆满完成了全

市465户企业的国有改制，得到省政府表

扬。当然，在这期间，陈鹰也没少经历各

种威逼利诱，但最终都被他一一化解了。

陈鹰不贪恋名利，2006年功成身退。

后经个人申请，省委组织部批准，辞去

公务员身份，不再享受干部待遇。同年

3月，他回到已经完成国有改制的云南变

压器电气股份公司，继续担任董事长。那

时，正值国家高速发展时期，大型基础建

设项目纷纷上马。在陈鹰的带领下，企业

飞速发展，其核心产品铁路牵引变压器市

场占有率一度达到了近50%，位列全国第

一。企业利润实现逐年递增，从2006年的

5000万元到2011年的4亿多元，五年间翻

了三番。

行胜于言，专注科研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铁路电气化建设

刚开始，首次建成的宝成线试验线段使用

的是普通110千伏级电力变压器向铁路牵引

馈线供电。由于铁路牵引负荷变化激烈、

频繁短路及负荷非三相对称的特殊性，变

压器事故率非常高。在沿线每50公里设立

的牵引供电所里，承担铁路牵引馈线主要

供电任务的变压器一旦发生故障，该50公

里内的电气化机车将停止运行，从而导致

铁路运行中断。牵引供电所主变压器的高

故障率严重制约了国家电气化铁路发展。

1983年，陈鹰参与研发国内第一台铁

路供电专用牵引变压器，产品经试运行并

通过铁道部鉴定后，1984年在贵昆线电气

化改造项目中得到批量采用。自此，我国拥

有了专用的铁路电气化供电牵引变压器。

然而，第一代牵引变压器虽然解决了

供电变压器在铁路牵引负荷下容易损坏的

产品结构问题，但仍属原副边三相对称变

压器，对于铁路二相或单相负荷，变压

器容量利用率仅有75.6%，导致一次投资

大，基本电费高。

为优化第一代产品缺陷，1991年，陈

鹰组织并参与开发了国际首创的“阻抗匹

配平衡牵引变压器”，这一产品最大程度

减小了铁路电气化牵引负荷因三相不对称

给电网带来的负序分量问题。1994年，陈

鹰独立设计用于铁路电气化三相不对称负

荷的“三相不等容量变压器”。这项技术

申报获得了国家专利，并得到国家专利局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专利银奖。

除“阻抗匹配平衡牵引变压器”“三

相不等容量变压器”之外，陈鹰还主导研

制了“220KV单相牵引变压器”，这三项

产品都是专门应用于单相或者二相铁路电

气化供电系统，变压器容量利用率由原先

的75%提高到93%以上。产品成功研制后

在我国铁路电气化中得到广泛使用，并一

直沿用至今。

此后，企业被国家列为牵引变压器开

发、生产基地。研制开发了十多个品种系

列的铁路牵引变压器，包括用于高铁的产

品。其中列为国家级新产品或国家重点新

产品三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两项，产

品系列获得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七

项。同时，陈鹰也因在相关技术方面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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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贡献，在1993年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两年后被评为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

范。此后又分别被评为部、省、市科学技

术突出贡献专家。从事技术工作几十年，

累计获得国家专利八项，个人获得部、省级

科技进步奖七项，市级科技进步奖三项。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陈鹰，不仅担任

清华大学云南校友会会长，还时常操作计

算机为单位做设计。“我们这一代人，见

识了新中国艰难发展初期，走过了‘文化

大革命’十年动乱，亲历了改革开放，赶

上了中国大发展。回顾一生，不负清华，

我很欣慰。”70年的人生阅历，顺境中发

奋图强且宠辱不惊，逆境中不懈努力逢柳

暗花明，他如同一本厚厚的书，让人心悦

诚服又意犹未尽……        （电机系提供）

三十载“风云”同行，深耕笃定永葆初心
——访电子系 1980 级校友杨军

○孙鹏鹏

1969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搞我

国自己的气象卫星”。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已发展了“两代四

型”，成功发射了19颗。目前，7颗风云

气象卫星在轨业务运行，日夜监测地球大

气和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卫星资料和产

品，影响卓著，彰显着大国责任和义务。

在我国气象卫星五十余载的发展史

上，现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常务副总指

挥、总设计师杨军作为其中的一分子，

已经烙刻下30多年的印记。从青年到中

年，从普通技术人员到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主任，他既是见证人，更是推动者。

“我的人生历程，与我国气象卫星的

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载逐梦“风

云”，杨军献力国家气象卫星事业的同

时，也抒写了一个清华人的精彩传奇。

古镇走出的青涩少年，逐梦清华园

出生于崇州元通古镇的杨军，高中之

前一直在这里生活学习。小镇悠然的气

息，也熏陶出他淳朴的个性。那时的他，

甚至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家乡、离开四

川。而1980年的高考，刚满16岁的杨军考

出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轰动家乡

的“状元”。

在充满希望的80年代，流行着“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最质朴的信

念。数理化成绩都不错的杨军，一心想走

出家乡，到神圣的大学殿堂去实现梦想。

身为医生的父亲在看了清华的招生简章

后，鼓励他攻读“尖端”学科，将来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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