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黄石生

副主编: 刘登坤 姚耀文

编 委 ( 按姓氏拼音排序) :

陈 红 黄石生 刘登坤 蒙继龙

谭 瑶 杨 红 姚耀文 张小诚 1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晚晴: 人生何惧桑榆晚，满目青山夕照明 /黄石生主编． —广州: 华南理工
大学出版社，2017. 2

ISBN 978 － 7 － 5623 － 5187 － 0

Ⅰ. ①晚… Ⅱ. ①黄… Ⅲ. ①社会科学 －文集 Ⅳ.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17) 第 013023 号

Wanqing———Rensheng Heju Sangyu Wan，Manmu Qingshan Xizhao Ming

晚晴———人生何惧桑榆晚，满目青山夕照明
黄石生 主编

出 版 人: 卢家明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邮编 510640)
http: / /www. scutpress. com. cn E － mail: scutc13@ scut. edu. cn

营销部电话: 020 － 87113487 87111048 ( 传真)

责任编辑: 王荷英 袁 泽
印 刷 者: 广州市天辉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1092mm 1 /16 印张: 18. 5 字数: 303 千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1600 册
定 价: 68.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期盼中，由华南理工大学老教授协会组织编写的 《晚晴———

人生何惧桑榆晚，满目青山夕照明》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翻
看老教授们亲笔书写的手稿，无限感动，思绪万千。

历史长河滔滔流急，涛声如鼓。一代又一代的华工建设者们
虽两鬓日渐斑白，却仍然踏着时代节拍，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广大老教授、老同志们退而不休，不图名、不图利，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继续奉献自己的光热和聪明才智，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
力。本书生动地记录了广大离退休老教授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的心路历程，全方位展示了他们豪情满怀、暮年雄心的精神风貌，

抒发了他们心系国家、热爱华工的深厚情感，让我们从不同层面、

不同角度、不同形式更好地了解华工、认识华工，并从中得到鼓
舞和启迪。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建校 64 周年之际，华南理工大
学又站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起跑线上，藉 《晚晴》的出版，衷心
地希望在新的征途上，华南理工大学老教授协会继续发挥纽带和
桥梁作用，带领广大老教授、老专家，弘扬华工精神，发挥老教
授们的智力宝库作用，继续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发展。让我们同心
同德，奋发图强，努力把华南理工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以为序。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



退休，表明我们告别了前半生为国家和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的

工作岗位，同时，又激励我们开始踏上后半生重返春光绽放的

征途。

我们不必留恋过去的岁月，也不要担忧未来的收获。无论我

们是刚迈过 60 岁，还是 70 ～ 80 岁的人，这只是人生走到自然寿

命的中年。只要我们抓住今天，祈望明天，满怀壮志，做自己想

做的事，做自己能做的事，我们就会活得潇洒和有意义。

我们许多退休老教授 ( 包括老干部) 参与了办学和教学管理

等方面的工作。他们为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培养更多国家建设

人才，争创国内一流、国外知名的大学，洒下了大半生的汗水和

心血，尽了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与此同时，他们为稳定学校和谐

的校园环境，丰富离退休教工文化生活，分担学校的一些压力，

继续发挥作用，继续做贡献，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许多退休老教授，精神矍铄，退而不休，发挥自己的专

长，在自己原有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聪明才智。两鬓斑白何所

畏，老骥伏枥永不停! 我们走出校门，深入工厂和社会，在科学

研究和技术开发实践中再拼搏!

我们许多退休老教授，为我省的社会经济建设、促进地方工

业发展、加快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生态文明环境建设等建言

献策，崇尚实践，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虽说人生终会有老时，然暮年雄心不服老。国家的培养、党

的教育，使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能在祖国灿烂阳光照耀下成长。我

们走过的人生道路，有遗憾也有成功，然而，党的恩情，结草衔

环，永远难忘。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无愧于国家，也无愧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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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智慧谱写美好的人生。

《晚晴》一书的内容包括 “科技开发与创业”“教学实践与研究”

“社会服务与建言”和 “美好夕阳，多彩人生”四个部分，正好反映

了我们部分退休老教授的奉献精神。我们的老教授们，在自己的人生

道路上走出一道道闪光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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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叹人老近黄昏，夕阳霞光尚满天

黄石生
(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在学校党政和上级协会的领导下，我校老教授协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坚持围绕广东经济建设和学校中心服务大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做出了新的贡献。协会积极开展教学培训、科技咨询、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著书立说、献计献策等活动，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智力优势、经验优势和
威望优势，为发扬学校办学精神，弘扬华工办学理念，为学校 “双一流”水
平的建设，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协会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办发 〔2005〕9 号
文《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人事部、科技部、劳动保障部、

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协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
( 下简称“9 号文”) 的精神，对科研和教学工作进行交流和总结，组织了三
场科教专题论坛，有力地推动了老教授科教工作的有效开展。2016 年华南理
工大学老教授协会被评为中国老教授协会的先进单位。2016 年 3 月学校决定
成立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并挂靠老教授协会，翻开了老教授协会的新篇章。

一、主动走向社会，开展科技合作

( 一) 大力支持清远市人民政府和广东老教授协会的合作

为了充分发挥老教授的智力优势，清远市人民政府和广东老教授协会，

在 2012 年签订了三年的合作协议。在 2012 年 11 月建立的 “广东老教授协会
清远专家库”中，我校就有 57 位老教授参加，并有两位老教授分别担任专家
库管委会主任和分库负责人。我校专家围绕清远市的规划建设和经济社会的
发展出谋献策，在帮助清远深入实施广清一体化战略，推动清远南部地区尽
快融入珠三角，驱动清远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促进北部地区协调发展的过

3



程中做了不少工作。

根据在清远市清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立项的科技项目 “锆英砂分子共振
烘干设备及工艺的研发”研发的烘干机，已在清远市金盛锆钛资源有限公司

投入使用，并已申请专利 4 项 ( 2 项发明、2 项实用型，发明人: 蒙继龙、姚
耀文) 。2016 年清远市金盛锆钛资源有限公司和华南理工大学老教授协会共

同申请“离心式分子共振矿砂烘干炉”科技创新项目，已获清远市科农局批
准和资助，金盛锆钛资源有限公司也大力投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现烘

干炉已经完成设计工作，正进入设备制造阶段，力争早日进行调试和投入生
产，以便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局及其下属单位清远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和华南理工大学老教授协会签订
的《“石场废料在混凝土中应用关键技术研究”技术开发 ( 合作) 合同》

( 项目负责人: 苏达根、刘登坤) ，现已完成合同要求，项目课题组已提交了
《清远市机制砂生产与应用调研报告》和 《机制砂混凝土生产及应用技术指

南》。该项目对清远市以不同原材料进行生产的有代表性的机制砂生产企业进
行调研、取样及分析，找出清远市机制砂生产及应用存在的问题。接着针对

清远市机制砂生产存在的问题，编制出机制砂混凝土生产及应用技术指南，

提出机制砂母岩的要求和对机制砂生产企业改进生产工艺的意见，以及机制

砂的技术要求，特别是完善整形和筛分工艺，以改善机制砂表面的粗糙程度
和粒径分布，完善质量控制体系，提高机制砂质量。项目课题组还指导企业

完善质量控制检验和环保设施，既提高标准砂的质量，又改善了环保。该项
目结题验收后，课题组将继续与相关企业保持联系，指导项目成果的推广

应用。

清远市主要负责人称赞我们和清远合作项目工作开展得好，2016 年陈建

华副市长亲自带领清远市人社局、市科技局的负责人，在我校教工活动中心
和广东老教授协会的代表魏聪桂、黄石生和刘登坤等 5 位代表，续签了为期 3

年的合作框架协议。

( 二) 热情投身科研服务，结出累累硕果

许多老教授、老专家虽然退休了，但他们仍孜孜不倦地投入到科研服务
中去。有的还以身教言教，进行传帮带，培养了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有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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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和国家地方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做出了较大贡献。

例如，原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正义教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坚
持参与科技和社会服务的工作。2010 年深圳东部华侨城 “太空迷航”失事，

出现了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它不仅涉及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声誉，而且
在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刘正义教授勇担了设备断口分析的工作，他不顾自

己年事已高，亲自带领团队有关人员深入事故现场爬上爬下进行调查，对失
事设备的关键部位从各个角度进行拍照、采样，然后带回学校试验室，利用

先进的现代分析设备和自己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进行分析工作，写出了有
足够证据和充分说明力的分析报告，说明 “太空迷航”在原来的设计和制造

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其分析报告被法院采信，作为判案的依据。

刘正义教授在促进产学研合作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为广东

捷克门公司 ( 生产永磁材料) 、怀集县登云汽配公司 ( 生产汽车气门) 、广州
拓璞公司 ( 生产高端家用电器) 等，解决了不少难题，促进企业产品的不断

升级，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生产力和经济实力更上一
层楼。刘正义教授所做的工作为学校扩大了影响，获得了荣誉。

虽然不少项目都是刘正义教授牵线搭桥，有些工作还是刘正义教授亲自
做的，但他自己没有多用一分钱，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创立一个项目。他给自

己定三条原则: 一，他退休了，项目不挂他的名; 二，合作经费归项目负责
人所有; 三，经费一律走学校财务处。在深圳东部华侨城 “太空迷航”失效

分析方面有收入，也都经我校财务处开发票后才收钱。

本人在 2010 年带领 12 位学生，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 ［国内领先的高速

多电弧自动焊接技术 ( 获多项专利成果) ］，到全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的广州
中船龙穴造船有限公司成功改装一条自动装焊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投入生产

之后节电 25% ～35%，生产效率提高 2 ～ 3 倍。同时，本人还组织和联合开发
了两项技术项目，为工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我校争得了名誉。这两

个项目目前都已通过了省部级科技成果鉴定，两个项目分别是 “船用 T 排大
功率四电弧高效高速逆变式焊接系统技术” ( 华工第一完成单位，鉴定结论: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和“T 型材双面双丝高速焊生产线装备与工艺关键技术
研发”( 龙穴造船厂、华工分别为第一、二完成单位，鉴定结论: 达到国内

领先先进水平) 。两项技术项目的开发，实现了班产 T 型材从 7 ～ 8 件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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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28 件，效率提高 3 倍，综合节能 30% ～40%，焊速从 1m /min提至 1. 5 ～

1. 8m /min，获得已授权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3 项。自 2008 年底退休以来获省
部科技进步奖四项: ①“MZE －1800型 IGBT逆变式方波交直流多功能自动焊

机技术”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 2010 年) ; ②“船用 T 型材大功率 ( 1000A × 4)

四电弧高效高速逆变式焊接系统技术”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 2013 年) ;

③“面向严酷应用环境的大功率高性能特种电源及其智能控制技术”获广东
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 2014 年) ; ④ “全数字大功率高性能弧焊逆变电源及

其智能控制技术”获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 2015 年) 。此外，由本
人牵头主持，与蒋梁中教授 ( 第 2 负责人) 、谢小鹏、王振民等 10 多位在职

和退休的老中青技术骨干承担的 “核电站多功能水下焊接机器人技术研发项
目”已于 2016 年完成验收。

原材料学院院长贾德民教授，2008 年退休后接受返聘，除了继续完成自
己原承担的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之外，还在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等工作中

热情地帮助在职的中青年教师。他以自己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经验对中
青年教师进行指导，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他们进行传帮带，帮助他们取

得了更多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获得了更大的进步，从而对学科建设起到了很
好的促进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贾德民教授不但亲自组织和指导中青年

教师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 三年来，总共获得国家、省、市重
大科研项目资助资金 1000 多万元) ，而且积极参加产学研的工作，使有关的

项目获得省自然科学基金一等奖、二等奖。除此之外，贾教授指导的博士研
究生刘明贤的博士论文也获得了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的殊荣。

蒙继龙教授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有不少创新成果，其发明的分子共振加
热技术在多家企业应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他以所发明的创新成果

转变为生产力，开发以为民造福为宗旨、量大面广的民生所需产品为先导的
新产品。他发明的分子共振加热炉 ( 发明专利) ，无电磁辐射、无有害气体

产生、效率高、节电，是当今低碳生活的必需品，是当今世上最先进的厨房
炉具。该产品有十大优点: ① 无电磁辐射，无任何有害气体产生; ② 节电，

采用电热转换率达 96%的高效转换材料，较电炉节电 30% ～ 35%，较电磁炉
节电 20% ; ③ 升温快，十多秒炉面温度达 550 ～ 650℃ ; ④ 可蓄热，停电后

仍可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⑤ 多功能，炒、焗、烧烤、蒸、煮、煲等功能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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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⑥ 炉火可以实现无级调节; ⑦ 任何材料炊具均可使用; ⑧ 安全可靠，

电绝缘≥1500V; ⑨ 轻，1800W的分子共振炉重量≤1. 5kg; ⑩ 操作方便。

蒙继龙教授已在 2011 年底与某企业方签订了分子共振加热技术产品项目

的技术开发合同，合同金额高达 1800 万元，目前第一批开发资金已到学校，

产品自动化生产线的开发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电力学院刘泰章副教授，退而不休，锲而不舍，仍然坚持科研工作。在
自己住房面积很有限的家中，刘教授腾出两间房来做实验室，并为研究工作

购置了一些仪器设备，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实验室。

他在自己的家庭实验室中研究出多项成果: ①新型电机。突破了前人的

理论，实现了“起动没有冲击电流，能带负荷起动，能调速，一半时间市电
驱动、一半时间磁力自己做功驱动旋转，省电，效率高的电机”。②节能永磁

继电器 ( 交流接触器) 。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只要在合闸、跳闸瞬间 ( 10 多
毫秒) 通一下电，就能实现运行时线圈不通电流，运行中突然停市电后又能

自动跳闸，其他时间不用通电。它也可在几米外操作合闸、跳闸，且无一点
噪音。③三相电力系统谐波消除装置。再次验证了自己原来提出的 “运用数

学分析法，用数学运算来消除谐波，然后用电机理论制造一个设备，消除电
力系统主要的有害谐波”的理论是正确的。④省工节水花盆。这种花盆的特

点是可以几天到一两个月不用浇水，盆中的花草照样长得很好。其中新型电
机、节能永磁继电器和省工节水花盆三项都登记了专利，获得了专利证书。

张海教授退休多年，仍坚持参加开发 “绿色轮胎”新产品的工作，以他
为主的团队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取得突破，2010 年 11 月 12 日，新产品通

过国家级的产品鉴定，达到国内首创、国际先进水平，充分发挥了老教授的
魅力和奉献精神。

化工分会的梅慈云教授退休后一直坚持在广州工厂进行涂料研究工作;

毛家鹏教授为广西糖厂自动化控制进行研究、科技开发、咨询工作。他们为

社会的经济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叶菊招、王红林、程达芳等教授参加了全国
第二届高校环境科技大赛论文的评选工作，继续为学生的茁壮成长尽力。

工控分会的周南桥教授退休返聘，仍一如既往地指导研究生继续进行塑
料发泡研究工作，筹建超临界二氧化碳微发泡挤出成型研究平台，对中青年

教师加以细心地指导，充分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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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分会的郭祀远教授退而不休，继续进行壳聚糖利用项目的研究，该
项目是广东省产学研重点项目。以赖凤英、林庆生为首的团队，参加帮助广
西来宾糖厂改善糖质量的合作项目，为中国糖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电信分会的王建业老师积极参与 500 安高频窄脉冲电源研究成果的定型
和生产工作，李善劲和刘灼群老师则分别参加学校评标中心评标和国际采购
评标等工作，发挥自己的余热。

汽车分会的韦安和老师继续参与有关发动机排放与污染等咨询工作，而
翁仪壁和谢金科两位老师被原单位返聘参加道路与交通检测中心的工作，黄
春华副教授主持船舶中心工程材料监测工作，他们都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发
光发热。

计算机分会的周浩华教授受聘省政府参事，围绕 “三农”和 “节能减
排”，不辞辛苦先后到海南、粤东、粤西调研，写出高质量调查报告供省政府
决策咨询。

造纸分会的陈中豪和郑炽蒿老师，返聘后分别参与漂白工程和国防项目
等科研或推广工作。特别要提到的是 92 岁高龄的陈嘉翔老教授，他为我国和
华工的造纸学科奋斗毕生，在 2010 年 6 月召开的 “第 16 届国际材料、纤维
和制浆化学国际会议”上被授予 “杰出成就奖”，这是国内首位获此殊荣的
科学家，也是我们华南理工大学的骄傲。

2012 年，全国评选优秀科技工作者 ( 全国 10 名) 和第五届中国老教授
科教工作优秀奖 ( 全国 30 名) ，我校推荐的何镜堂院士获评 “优秀科技工作
者”，本人亦荣获 “老教授科教工作优秀奖”。我会名誉理事长何镜堂院士，

在新中国建筑设计工作 60 多年中，是获奖项目最多的建筑大师，他是华工老
教授的楷模和典范。当电视台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谦虚地说 ( 大意) : “我
在 61 岁未当上院士前所做的一切，可以说仅仅是打基础、搭平台，是积累、
‘小打小闹’ ( 实际上他已做出许多业绩) ，真正干出较大的事情、较大的成
绩，是在当上院士之后，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条件，而且依靠老中青结合的学
术团队一起干。”

此外，还有 10 位老教授 ( 刘正义、韩大建、何镜堂、黄石生、刘登坤、
廖奕水、贾德民、张海、蒙继龙、陈嘉翔) 被评为 2013 年广东省老科联优秀
科技工作者; 以华工老教授协会理事为主要骨干的华工离退休教工协会也被
评为广东省老科联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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