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里，有
一片杏林，这是70年前创业者们栽
种的，寓意“为党为国育英才”，年
复一年，枝繁叶茂。一批批铸造国
之重器、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奋斗
的卓越人才从这里走向祖国各地。

“要从‘我会干什么就干什么’，
向‘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转
变。”在哈工程举办的第八届海内
外青年学者兴海论坛上，哈尔滨工
程大学教授倪宝玉分享了自己的
心路历程。正值入职10年，这位37

岁的年轻博导已获评工信部首届
“工信杰出青年”。

创新提出高速水射流破冰方
法、突破冰载荷高精度预报技术难
题、研发国内首个“极地气垫破冰/
运输平台”……如今，工信部极地
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倪宝
玉带领团队继续向海进发、破浪前
行。倪宝玉说，有机会在极地船舶
这项国家重大战略中心无旁骛搞
科研，得益于学校实施的“人才强
校战略”。

哈工程持续把人才发展作为
第一资源，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学
科发展，汇聚一批领军人才、培育
一批青年人才，加强教师育人能力
和创新能力提升，引育并举，加快
构建船海核领域卓越拔尖人才新
高地。

为助力青年人才成长，哈尔滨
工程大学实施“一人一策”创新举
措。针对“0-1”突破、国际合作等
不同科研领域，学校设置各类自由
探索基金，配备科研启动金，解决
青年人才起步难问题。

系列举措充分激发了人才队

伍的内生动力，一批批同倪宝玉一
样的青年骨干正拔节成长，带领团
队不断将目光锁定在学术前沿，破
解了一个又一个科学技术难题。

为进一步集聚人才，哈尔滨工
程大学大力实施“以才引才”，吸引
数十位从事基础研究的优秀海内
外青年教师加入，超常规打造实验
测试环境，支撑前沿领域基础研
究。自 2022年 7月以来，聚焦非线
性物理学、纳米光学、柔性电子学
等领域，超纳中心引进17位顶尖科
学家，共有 110 名国际优秀人才来
到这里，投身学校发展和建设事
业。

阳春三月，哈工程校园里 3 万
名在校生如同杏树一样，茁壮成
长、根深叶茂。在新征程中，哈工
程“红色气质”将愈发闪耀。

哈尔滨工程大学党委书记高
岩表示，未来学校将继续面向国家
战略需求，瞄准国际学术前沿，不
断打造“顶天立地”的高水平学科
团队，打造船海核领域国家战略人
才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伟大征程中再创新的辉煌。

发扬哈军工传统，为强国建设再立
□霍萍 刘涛 赵琳琳 本报记者 赵一诺

2023年9月7日，注定成为哈尔滨工程大学载入学校史册的荣耀时刻。
校园内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洋溢着喜庆气氛。恰逢哈尔滨工程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和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的贡献，察看教学科研成果展示。
春华秋实七十载，哈尔滨工程大学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奋力打造船、海、核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一批批大国重器上镌刻下哈工程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哈尔滨工程大学要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鼓励青年学子要树牢科技报国志，刻苦学习钻

研，勇攀科学高峰，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绽放青春光彩。
殷殷嘱托，指引航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哈工程铸魂育人、强军强国、扎根中国大地办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近半年来，哈工程师生以前所未有的奋斗之姿投身立德树人、兴海强国的行动中，投身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技创新主战场。哈尔滨工程大学校长姚郁说，“学校始终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

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牛鼻子’，不断深化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特色、国防底色、工信特色、船海特色、龙江特色，引导人才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体现新价值，在服务行业急需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在改革
创新中赢得新发展。”

这个寒假，哈工程学子“‘核’你
在一起，感受核魅力”实践研学团成
员过得很充实。他们走进海南昌江
核电站，实地参观在建“华龙一号”
核电机组和“玲龙一号”全球首堆示
范工程，在深入了解核工业辉煌历
程中，近距离感受国之重器的气势
磅礴。

作为“中国制造”的靓丽名片，
“华龙一号”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引领下已走向世界。研学成员们走
进在建的“华龙一号”、深入“玲龙一
号”施工现场，触摸祖国新能源发展
的强劲脉搏。

“研学之旅将我从象牙塔带到
核电站，一路上，我深刻体会着每一
位核能源工作者严谨务实的工匠精
神。”实践团成员、哈工程 2022级应
用物理学专业学生王洪硕收获满
满，“在遥远的海南，哈工程 67位不
同专业的校友为中国的核电事业发

光发热，希望自己能成长为他们其
中的一员，为中国的新能源事业贡
献力量。”

在海南核电科普展厅，同学们
深刻感受核工业魅力，纷纷写下“服
务能源强国建设，在实践中绽放青
春光彩”的誓言。“作为海南岛的岛
民，我深知核能发电对于岛上持续
且高峰的用电需求的重要作用。几
天的研学，让我对核电站的专业性、
安全性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增强了
我对核电生产发展前景的信心。”哈
工程2022级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专
业学生李婕妤感言。

丰富而充实的实践研学活动是
哈工程核学院利用学科与行业优势
为本科生打造的“第二课堂”。2023
年，为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社会发
展的拔尖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人
才，哈工程构建“书院+学院”双轮驱
动的本科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

式，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
的横向贯通。

2023年 12月，哈工程新时代本
科教育高质量创新发展大会召开，
14个书院挂牌成立，在实践育人、资
源优势、师资力量等方面各自发挥
育人功能，双轮驱动助力拔尖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为学生们成长为国
家卓越工程师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将不同专
业、不同背景的本科生凝聚在一起，
打破学科壁垒，有助于青年学子挖
掘自我潜能，选择个性化的学习和
成长路径，更加合理地规划适合自
己的大学生活。”哈工程校长助理耿
敬说，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本科人
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将强国强军
需要融入专业建设，加速实现全校
各专业全要素数字化、智能化、国际
化转型升级，奋力开创本科教育新
局面。

敢为人先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双轮驱动 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模式

“无论是奔走于湖海之间做实验，还是在课堂上教书育人，
亦或是发现难题伏案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励
着我跨过一个个难关、攻克一个个难题。”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哈尔
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教授张阿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回想起习
近平总书记来校与师生亲切交流时的讲话，依然倍感振奋。

近半年来，他所在的极端海洋环境与舰船力学团队，从气泡动力学方
程、模型算法、基础工业软件、试验技术，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均有所突
破。

深海勘探，如同给地球做B超，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传统的
海洋勘探“B超机”高压气枪只能勘探4公里深度，导致此前我国勘探装备严重依赖
进口。为破解这一难题，张阿漫团队经历18年科研攻关，终于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
破。团队建立了气泡统一方程，且将这一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新一代深海勘探气泡
震源装备的研发，不仅实现了国产化，勘探深度、算法和反演功能还优于国外技术。

近日，哈工程船舶学院极端海洋环境与舰船力学团队获得 2023“感动龙江”年度群
体。“作为一名海洋装备领域科技工作者和全国政协委员，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建设再立新功，我责无旁贷，必须冲锋在前。”张阿漫说。

几十年来，哈工程科技工作者们始终保持着敢为人先、攻坚克难的韧劲，聚焦国家
战略集智攻关，以一项项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在科技强国、海洋强国的进程中担当作
为。

“将论文写在大国重器上、写在尖端装备上”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的科研理想。
为攻克我国极地领域亟待突破的难题，哈工程船舶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春阳坚定
地选择了极地装备技术研究方向。2018年2月，为获得冰区载荷的第一手实验数
据，他与团队顶着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进行冰力学性质的现场实验。极寒
天气中，他们冻得上牙磕下牙，手也不听使唤，连续工作十余天，为后续冰载荷
数值研究提供了宝贵数据支撑。王春阳说：“每逢气馁时，我都会想起导师对
我的教导。一项科研成果从无到有需要漫长的过程，‘哈军工’人都能坐得
住冷板凳、吃得了苦。作为哈工程的年轻一代，就要挺膺担当，奋力拼
搏。”

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殷敬伟表示，未来，哈尔滨工程大学将
继续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积
极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矢志不渝打造服务国家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力量。

引育并举
打造“永不褪色的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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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团在机械组学习。 哈工程“‘核’你在一起，感受核魅力”实践研学团。

哈工程船舶学院极端海洋环境与舰船力学团队获得2023“感动龙江”年度群体。

哈工程教授倪宝玉受邀航行北极航道，进行
极地实船数据测试。

实践团深入常规岛参观。
哈尔滨工程大学。图片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