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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是１９５２年１１月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

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组）共同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１９８７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２０

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地质大学也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顺利

通过了国家“２１１工程”建设的一、二期验收，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提升了学校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目前中国地质大学正在加大力度进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建设，相信在国

家的支持和全体地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

建校６０年来，从中国地质大学走出的近２０万名地大学子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和世

界各地，他们以地大人“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的精神勤奋进取，努力工作，赢得了各行各

业的肯定和各种各样的荣誉。近年来，一批批年轻的校友也茁壮成长，已在各个领域崭露

头角，建功立业。

２０１２年是中国地质大学建校６０周年，为此，中国地质大学决定继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山

花烂漫》（第１集）、２００７年出版的《山花烂漫》（第２集）之后，继续出版《山花烂漫》（第３

集），广泛宣传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中国地质大学校友的事迹。《山花烂漫》

（第３集）的面世，不仅可以广泛地展示各行各业地大校友的精神风貌和奋斗业绩，激励２０

万地大校友拼搏开拓、奋发进取，为国家建设、民族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地质

大学、对校友所在工作单位的最好宣传。同时我们相信，这本书也一定会成为对在校学生

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丰富而生动的教材，成为一届又一届地大莘莘学子们宝贵的精

神财富！

《山花烂漫》（第３集）集中展现了６０位校友的生动事迹。他们中有白发尽染、老骥伏

枥的老地质工作者，也有朝气蓬勃、勇于开拓进取的地质新兵；有在地质战线艰苦奋斗一

辈子无怨无悔的地质人，也有跨行业拓专业殚精竭虑为社会作出显著贡献的校友；有在国

内兢兢业业努力奋斗业绩辉煌的同志，也有跨出国门奋斗创业为国增光的精英。我们钦

佩战天斗地的男儿伟业，欣赏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也感佩灵魂雕塑师的呕心沥血。但无

论这些校友年长还是年轻、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他们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他们身上

都集中体现了地大人艰苦奋斗、求真务实、顽强拼搏、开拓进取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难

以忘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校友是母校最宝贵的资源。地大校友毕业不分南北，职务不分大小，学历不分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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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分长短，行业不分内外，都是地大人。地大人“吃大苦、出大力、找大矿、做大事，立

大功、得大奖、赚大钱、成大业”的豪情为母校赢得了荣誉，母校为你们骄傲！

当今，在中国地质大学向“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征程中，相信校友们也

一定会心系母校，以地大人“艰苦朴素、求真务实、以苦为乐、实干为荣、做多说少、做大说

小、做了不说、说了必做、默默奉献、建业立功”的精神和风格，再创辉煌，为母校再添光彩！

希望地大学子们向优秀的校友学习并共勉：

诚心做人，做最好的自己；超越自己，才能超越前人。

精心做事，以高标准要求；看得最高，才能做得最好。

虚心学习，遇事不耻下问；放低自己，才能看到高处。

真心待人，热情谦逊诚恳；尊重别人，才能相互理解。

关心集体，以公益为己任；主动发热，才能温暖集体。

一心向上，视困难为机遇；深入虎穴，才能获得虎子。

全心进取，视逆境为阶梯；逆水行舟，才能居安思危。

雄心立志，誓成栋梁之材；想做大事，才能成为大家。

祝中国地质大学全体校友万事顺意，再立新功！

中国地质大学校友会会长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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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质情　绚丽人生路 （１）……………………………………………………………………

　———记１９６４届毕业生、全国三八红旗手周永娴校友

兢兢业业搞工程　默默无闻作奉献 （５）…………………………………………………………

　———记１９７８届毕业生、全国兵器工业先进工作者杨翠珠校友

山高人为峰 （８）……………………………………………………………………………………

　———记１９７８届毕业生、中信实业银行副行长兼武汉分行行长徐学敏校友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１２）………………………………………………………

　———记１９８２届毕业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建伏校友

意气风发展宏图 （１６）………………………………………………………………………………

　———记１９８２届毕业生、福建龙岩中元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忠荣校友

一路拼搏　一路硕果 （１９）…………………………………………………………………………

　———记１９８３届毕业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涂秉峰校友

马不扬鞭自奋蹄 （２２）………………………………………………………………………………

　———记１９８４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校友

淡泊名利养心志　勉力勤事忙耕耘 （２９）………………………………………………………

　———记１９８４届毕业生、浙江省特级专家杜时贵校友

一步一印　踏雪寻梅 （３３）…………………………………………………………………………

　———记１９８９届毕业生、广西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董荣胜校友

幸福源自地层深处 （３７）……………………………………………………………………………

　———记１９８６届毕业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友灵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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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之子　豪迈驰骋 （４１）…………………………………………………………………………

　———记１９８６届毕业生、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赵来校友

谋地质工作大略　 启资源智慧卓识 （４４）………………………………………………………

　———记１９８６届毕业生、第五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施俊法校友

遨游古生物世界　　破译标本中密码 （４９）……………………………………………………

　———记１９８７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校友

不断点燃油气发现的火炬 （５２）…………………………………………………………………

　———记１９８８届毕业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侯启军校友

俯首甘为“地质牛” （５５）……………………………………………………………………………

　———记１９８８届毕业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余忠珍校友

地质勘查路上勇往直前 （５８）………………………………………………………………………

　———记１９８８届毕业生、２００４年度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贻赣校友

二十年如一日的找“铀”人 （６０）……………………………………………………………………

　———记１９８８届毕业生、２００９年度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彭云彪校友

干一行爱一行的地质人 （６３）………………………………………………………………………

　———记１９９８届毕业生、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世权校友

金山银山彰显实力　绿水青山关爱民生 （６６）…………………………………………………

　———记１９８８届毕业生、第四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丁式江校友

地质灾害战线的冲锋者 （７０）………………………………………………………………………

　———记１９８９届毕业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宗胜校友

肩负油田规划重任　谱写百年发展新篇 （７３）…………………………………………………

　———记１９９０届毕业生、中央企业劳动模范方艳君校友

深海寻梦摘丽珠　风雨兼程射首金 （７７）………………………………………………………

　———记１９９４届毕业生、浙江省劳动模范陶春辉校友

璀璨珠宝　 美丽人生 （７９）………………………………………………………………………

　———记１９９０届毕业生、浙江省五一巾帼标兵王蓓校友

情系康巴热土　铸就辉煌业绩 （８１）……………………………………………………………

　———记１９９１届毕业生、２０１０年全国劳动模范陈道前校友

开拓路上风华正茂 （８４）……………………………………………………………………………

　———记１９９６届毕业生、湖北省第七届十大杰出青年王学海校友

■
４



铮铮铁骨展风采　维和警察显风流 （９０）………………………………………………………

　———记１９９６届毕业生、获联合国最高荣誉“和平勋章”的中国维和警察胡连军校友

不同的舞台　同样的精彩 （９４）…………………………………………………………………

　———记１９９５届毕业生、２００９年度中国 ＭＢＡ十大精英人物获得者汪学铁校友

青春在岩层深处闪光　梦想经青山遍野前行 （９８）……………………………………………

　———记２００１届毕业生、全国劳动模范石昆山校友

油田开发领域的无畏探索者 （１０４）………………………………………………………………

　———记２００２届毕业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任芳祥校友

丹心一片献石油 （１０９）……………………………………………………………………………

　———记２００２届毕业生、第１８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董月霞校友

青春与责任同行 （１１３）……………………………………………………………………………

　———记２００３届毕业生、中央企业先进个人柳志翔校友

丹心献雪域　青春谱华章 （１１７）…………………………………………………………………

　———记２００４届毕业生、西藏自治区第三届先进工作者许祖学校友

永葆激情　天道酬勤 （１２０）………………………………………………………………………

　———记２００５届毕业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捷校友

中国风电“风神”的幸福感 （１２４）…………………………………………………………………

　———记２００５届毕业生、２０１１年度粤商菁英年度人物郝义国校友

梦想，永不止步 （１２７）………………………………………………………………………………

　———记２００９届毕业生、国家羽毛球小将陈金校友

找矿人生铸辉煌 （１３０）……………………………………………………………………………

　———记２００９届毕业生、全国先进工作者廖友常校友

超越自我站潮头 （１３３）……………………………………………………………………………

　———记１９８５届毕业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陆国方校友

梦想在于行动　坚持赢得成功 （１３９）……………………………………………………………

　———记２０１２届毕业生、２００８年登顶珠峰的袁复栋校友

校训　理想　奋斗 （１４２）…………………………………………………………………………

　———记２０１２届毕业生、２００８年登顶珠峰队员次仁旦达

青藏高原上的明珠 （１４６）…………………………………………………………………………

　———记２０１２届毕业生、２００８年登顶珠峰的德庆欧珠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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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辽河”拓梦人 （１５０）…………………………………………………………………………

　———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客座教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

司总经理谢文彦校友

地质钻探技术的领跑者 （１５８）……………………………………………………………………

　———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客座教授、全国劳动模范朱恒银校友

厚积薄发　点石成金 （１６２）………………………………………………………………………

　———记１９８２届毕业生、加拿大希尔威金属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锐校友

虹　桥 （１６６）………………………………………………………………………………………

　———记１９８５届校友、美国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杨洪教授

热爱地学　享受成功 （１７１）………………………………………………………………………

　———记１９８５届毕业生、加拿大矿物学会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潘元明校友

建筑艺术　艺术人生 （１７４）………………………………………………………………………

　———记１９８６届毕业生、中南建筑设计院院长张柏青校友

行万里路　怀地大心　做中国人 （１７９）…………………………………………………………

　———记１９８７届毕业生、壳牌勘探地质学家和中国非常规油气研究的开拓者刘群岭

校友

积淀求学海内外　创业扎根在家乡 （１８４）………………………………………………………

　———记１９８８届毕业生、中央组织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候选人和湖北

省特聘专家、首批人才引进“百人计划”张泽伟校友

解读岩石密码的地质人 （１８７）……………………………………………………………………

　———记１９６１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莫宣学教授

征服国产ＧＩＳ梦想的科学人 （１９１）………………………………………………………………

　———记１９８１届毕业生、长江学者首批特聘教授 吴信才

廿七春秋执教醇　桃李芬芳誉满天 （１９４）………………………………………………………

　———记１９８２届毕业生、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唐辉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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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做学问 （１９８）……………………………………………………………………………

　———记１９８５届毕业生、第五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建平教授

山至高处人为峰　海到尽头天是岸 （２０１）………………………………………………………

　———记１９８９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山教授

红烛之风采 （２０４）…………………………………………………………………………………

　———记湖北名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鄢泰宁教授

乐在园中育桃李 （２０８）……………………………………………………………………………

　———记湖北师德先进个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诸克军教授

努力探索数学教学的真谛 （２１１）…………………………………………………………………

　———记２００９年度湖北省优秀教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数理学院李宏伟教授

在山谷的风声中实践科学理想 （２１３）……………………………………………………………

　———记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先进工作者获得者王成善教授

爱生如子　启智树人 （２１７）………………………………………………………………………

　———记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北省高校十佳班主任蔡建平老师

润物细无声　丹心谱华章 （２２２）…………………………………………………………………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成建梅教授

追求卓越　敢为人先 （２２５）………………………………………………………………………

　———记２０１２年登顶珠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运动荣誉奖获得者董范教授

勇攀高峰　抢占人生新高度 （２３０）………………………………………………………………

　———记２００７届毕业生、国内首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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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质情　绚丽人生路
———记１９６４届毕业生、全国三八红旗手周永娴校友

她离开母校已经４８年了。
从青春年少到年逾古稀，不管是转战在三

晋大地为祖国探寻宝藏的技术岗位，还是投身
到保护国家矿产资源的地矿行政管理岗位，甚
至是在本该安享天伦的退休岁月，她都几十年
如一日，勤勤恳恳、不畏困难、开拓奉献、报效祖
国、忠诚事业，做出了不俗的成绩。拳拳赤子
心，绚丽人生路，她无愧于地质队员的光荣称
号。她就是我校１９６４届毕业生、原山西省地质
矿产厅副总工程师周永娴。１９８３年周永娴校

友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踏遍青山，青春无悔

１９５９年夏，１８岁的周永娴高中毕业了。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她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奉献青春。考大学
时，她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

５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１９６４年，周永娴毕业了。作为一名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她又
以第一志愿报名去新疆工作。后因要求去新疆的同学实在太多，组织上改派她去了山西。

周永娴被分配到山西省地质局物探队下属的野外队担任技术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废
寝忘食，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这些对一个充满抱负、立志为祖国的地质事业献身的年
轻姑娘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１９６７年，孩子出世了，周永娴看不够，爱不够，为孩子编织着七彩的梦。然而生活毕竟不
是诗，现实需要她作出选择。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是无法坚持野外队的艰苦工作的。那娇嫩
的小生命也承受不了太行山的风霜雨雪。她爱孩子，渴望着与孩子厮守，亲眼看着他长大。可
是，自己立下的志愿呢？从不知愁的周永娴陷入了痛苦之中。她从小在天津长大，后来又到北
京上大学。自从来到野外地质队，她以苦为荣，苦中有乐，对大城市的繁华从未留恋过。可是，
现在要想继续在野外队工作，就必须撇下孩子。这是每一位年轻妈妈，特别是立志一生都要奋
斗的女性迟早要面临的选择：家庭和事业无法两全。为了事业，有许多东西要割舍、要牺牲。

经过痛苦的抉择，周永娴选择了奋斗的人生路，她把孩子留在天津，让母亲帮助抚养，自己
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野外队。

■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１９７０年，第二个孩子出世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孩子满一百天后，周永娴就把孩子托付给
当地老乡照看，孩子１０个月大时，就狠着心给孩子断了奶。有一次，周永娴被派到离驻地２００
多千米外的雁北山区担任电法操作员。临走那天，不满周岁的女儿正发着烧，她紧紧地搂着妈
妈的脖子，哭着不愿离开。周永娴泪流满面，心一横，把孩子硬塞在老乡怀里后，扭头就走，孩
子拼命哭叫，周永娴径直往前走，不敢回头，她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没有走的勇气了。

７个月后，周永娴圆满地完成任务归来，急切地赶到老乡家。孩子会走路了，但却不认识
妈妈了，用陌生的眼睛看着她，她心里一酸，扑上去要抱女儿，没料到却把孩子吓得直哭。面对
此情此景，在一旁的老乡都落了泪，周永娴更是百感交集，肝肠欲断。

就这样，周永娴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多年随野外队转战晋南、晋中、雁北、吕梁等地。拳拳
舐犊情，天下父母心。周永娴和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钟爱自己的儿女，但她为了实现自己的
志愿，不断地割舍着这难以割舍的爱。

周永娴热爱地质科学、追求真理、立志奋争，她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忘我的劳动结出
了丰硕的成果。她和同志们一道，发表了《中引黄工程地震试验报告》、《吕梁山区开民工程地
震勘探试验的初步尝试》、《五台山地区区域重磁资料的初步分析》等论文，完成了山西省磁测、
重力、电测、化探、地震等物化探工程图，与人合作撰写了《五台山早前寒武纪地质》一书的“地
球物理”部分……为山西省的地质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８３年，周永娴被任命为物探大队副总工程师，１９８５年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作为一名
主管技术的总工，周永娴要了解、掌握全大队的生产情况，熟悉各种技术手段和全省的地质资
料，组织下达生产和科研任务，还要组织评审报告，制定技术规章以及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
为了适应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她还要挤时间学习、更新知识、充实自己。

为牢固掌握第一手资料，周永娴经常深入野外第一线了解实情，检查工作。有一次，她和
总工办的几个同志到雁北的一个野外队去，遇到连日暴雨，山洪暴发，道路被冲毁，他们被困在
山上。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和同志们决定冒险步行下山，途中遇到了猛涨的河水拦路，他们互
相紧挽着手臂，一字排开，涉水过河，河水翻滚着波浪，每个人的衣服都湿到胸部。那天，３０里
山路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周永娴曾被中条山上的柳枝划破过眼脸，也曾被恒山上的石头碰
破过前额，可她仍坚持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野外。

如此艰苦的条件，如此忘我地工作，即使是个铁人，也会被风化几层。多年的辛劳，她耗费
膏血，积劳成疾，身患胃病、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等多种疾病，但周永娴非到万不
得已才去医院，经常是身边常备几种药，哪种病发作，就用相应的药顶一顶，继续工作。

“七五”期间，经她主审的７份大型物化探报告，她都严格把关，一丝不苟，发现问题，决不
放过。她主审的《山西省１∶５０万区域重力调查报告》被退回编写单位修改了４次，《浑源、平
型关、广灵、阜平幅１∶２０万地球化学图及说明书》被退回修改了３次。在她的严格要求下，这
两个报告后来都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服从组织安排，建功地矿行政管理

１９９１年，因工作需要，周永娴调任山西省地矿局矿管处任副处长，１９９３年任处长，１９９５年
又任山西省地质矿产厅（以下简称地矿厅）勘计处处长兼政法处处长，１９９８年任省地矿厅副总
工兼勘计处处长职务。职务几经变动，她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干好一
行，她每到一处，都会留下一位女性奋斗者深深的足迹和不凡的成绩。在全省地矿系统，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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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周总”、“周处长”、“周老太太”，大家都会说：“这个女人不寻常”，都为她精湛的业务知
识和可贵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俗话说：人到三十不学艺。年轻人尚且如此，而年近花甲的周永娴同志硬是把刻苦学习、
不断充电、更新知识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

地矿行政管理工作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才开展的一项全新的工作，我国第一部《矿产
资源法》直到１９８６年才出台，行政工作经常涉及法律关系。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她努力学习法
律、法规。白天事务性工作多，她就经常利用晚上及节假日学习。１９９６年《矿产资源法》作了
重大修改，确立了一系列新的矿业权法律制度。省地矿厅自１９９８年以来开办了一系列培训
班，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修改后的《矿产资源法》。周永娴同志担任了给培训班讲课的任务，为了
讲好课，她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查资料，甚至联系地矿行政部门实践备课。她反复修改、补充
讲稿，改得乱了就重新抄写，六七十页的讲稿曾抄写过四五遍，有时写到深夜一两点钟。由于
学得深入、备课充分，取得了很好的讲课效果，深得参加培训的领导和同志们的欢迎和好评。

１９９７年以来，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她参加了《山西省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办法》及《山西
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政府规章和地方法规的制定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学习法律
知识外，她还刻苦学习采矿、选矿、经济法等业务知识，因此她的业务素质也不断提高，成为地
矿厅业务工作的主力、全省地矿行政系统的活资料、活地图。

在全省地矿系统，周永娴同志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是有口皆碑的，在她的工作日程表
上，上午、下午、晚上、节假日都安排得很满，没有空白。

同志们总结她的工作特点有３点：一是积极主动；二是认真负责；三是严谨细致。作为处
长，她带头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自己承担的每项任务，为此她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审
查探矿权申请资料、勘查单位资格申报材料时，她仔细把关，不符合要求者，决不签字；起草或
审核总结、报告、文件等材料时，总是反复推敲、逐字逐句斟酌，为此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勘
计处的同志们都说：在周处长手下工作可马虎不得。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矿行政管理工作，她十分注意规范行政行为，修改
后的《矿产资源法》确立了探矿权的财产权属性和有偿取得的制度，相应的探矿权管理也有了
许多新内容、新要求。１９９８年山西省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勘查许可证换证试点省份，为了搞
好试点，须制定一套科学合理、便于监督的审批发证程序，她和全处同志认真研究了探矿权申
请、受理、审查、会签、审批、发证每个环节上的工作内容及容易出现的疏漏，以保证探矿权排他
性，细化、规范了一套程序和相应的文书表格，并通过办培训班让各地勘单位、地市部门的同志
掌握方法，使换证工作及新的探矿权管理制度顺利实施。其中的一些做法得到了国土资源部
和兄弟省的好评和采纳。国土资源部的同志说：“山西为全国创造了好经验。”

１９９７年５月体检时，周永娴检查出有妇科病，并做了一个小手术，医生告诫最少得休息１０
天，可她只休息了３天就上班了，结果造成伤口少量出血。有的同志说“她有工作癖”，也有人
问她“累不累？”她丈夫说：“不累是假的，有时累得连饭也吃不下。”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这种透支
生命和健康的做法，但周永娴同志说：“党把这么重要的岗位交给我们，不把它搞到最好，我就
是放不下。”

多年来，不论是在矿管处长、勘计处长、法规处长，还是在副总工的位置上，她还是有一定
的权力的；但在权力使用上，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处长、是总工而以权谋私，或搞权钱交易。
对该办理的手续，从来不压不扣，并催促经办同志积极主动、高效地做好服务；对不该办理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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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坚决把住关；对违反党的原则的事，不论是来自上级的、下级的、同级的还是社会上的压力，
她都敢批敢顶，不留情面。她多次顶住了说情的，谢绝了请客的，拒绝了送钱送物的，难怪有的
人说：“周老太太可是软硬不吃。”她不仅自己不吃请，不受贿，还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诫处里年轻
同志要警钟长鸣，保持廉政本色，因为这个栽跟头不值得。在她的带动下，业务处室热情服务
的工作作风和廉政风气多次受到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的好评。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２０００年，周永娴同志退离了工作岗位。辛苦了大半辈子，总该到了含饴弄孙、莳花养草、
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周永娴舍不得丢掉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地矿事业。作为深得大家信任
的业务能手，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的领导和同志们也希望老将出马，周永娴也不忍拒绝同志们的
殷殷期盼之情。

就这样，退休没几个月的周永娴又接受重托，担任了《山西省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组组长和主
要执笔人。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带领编制组成员赴全省１１个地市的矿山企业、地勘单位
搞调研，到有关工业部门了解情况，多方收集资料，广泛征求意见，大大小小的研讨会更是开了不
计其数，终于圆满完成了《山西省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并受到国土资源部的好评。

周永娴校友的获奖证书

近年来，随着我国矿业经济的繁荣，山西省每
年都投入数亿元用于地质勘查。作为山西省地质
界资深专家，尤其是地球物理化学勘查方面的权
威，周永娴又挑起了重担。每年几十个甚至上百
个矿产资源补偿费勘查项目、矿业权价款勘查项
目、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项目、山西省矿产
资源利用现状调查项目，从立项论证会、设计审
查、野外现场监理到野外工作验收及成果报告验
收，任务非常繁重。她的老伴儿也担心这么大的工作量会让她的身体吃不消。但周永娴还是
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工作中。她说：“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对山西地质勘查事业和地矿行政工作的
支持，为地质勘查事业发展出力是值得的。只要还干得动，就应该尽心尽力做好每件事。老有
所为，发挥余热也是自己分内的事。”

众所周知，地质勘查的野外工作环境非常艰苦，项目的野外监理需要对每项工程的每一环
节进行质量检查。不管是严寒酷暑，也不管山高林密，五台、恒山古老变质岩区，平陆、垣曲多
金属成矿带，从北到南，到处都留下了老人家坚毅的足迹。来不得半点通融，不合格的工程必
须返工，不合格的项目绝不验收，似乎有点不近人情。可为了提高年轻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
无论野外、会议室甚至自己家都会变成课堂，经常把审查会开成了培训班，不厌其烦地解答问
题、传授经验，分明又是一位亲切慈祥的老师。几年来，在她和其他专家的指导下，一些地质找
矿前景不好的项目及时终止了勘查，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同时，一个个普通的物化探异常
区经过渐进式勘查，变成了有价值的矿产地，其中原平南坡村孙家庄铁矿、灵丘腰庄铁矿等项
目有望成为储量超过１亿吨的大型矿产地。

高度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心、勤勉的敬业精神、强烈的进取精神，周永娴以自己的一言一
行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诺言，也传承着地质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她是地质大学的骄傲，更是青年
学子学习的榜样。 ［山西省地质勘查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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兢兢业业搞工程　默默无闻作奉献
———记１９７８届毕业生、全国兵器工业先进工作者杨翠珠校友

杨翠珠，女，１９５６ 年出生，祖籍广西。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同年分配
到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中国兵器工业勘察设
计研究院的简称）工作，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建设部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国土资源部三峡库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家组成员；北京市人事局
聘任的评标专家；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市水务
局聘任的“北京市施工降水方案评审专家”；北
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聘任的“北京市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家库岩土工程专家”。１９９６年６月获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度“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获国家与中国兵器工业总
公司联合颁发的“全国兵器工业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７年光荣当选党的十五大代表；１９９８年
获“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文明职工”称号；２００８年被国防科工委、全国妇联授予国防科技工业
“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奋斗在工程、地质战线的人，因行业的艰苦性，以男性居多；而勘察设计高级工程师的工
作，因其复杂性，也多由男性来承担。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勘察设计女高级
工程师的时候，心里油然生出一股敬意。亲切、幽默、爽快、干练是杨翠珠给人的第一印象。

初入地大：爱就爱得深　学就要学好

杨翠珠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区，１９７５年，不满１９岁的她已经响应国家“知识青年
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号召插队劳动锻炼两年了。由于平时出色的表现和勤奋好学，她从
众多下乡知青中脱颖而出，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面对可以选择的几所大学，杨翠珠凭着对
大自然执着的热爱和探索大自然奥妙的求知欲，毅然选择了武汉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
质专业。“从走进地质大学的那一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地质专业这一行。因为搞地质，才
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风光绮丽的大好河山，才有更多机会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才有更多机
会去了解我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杨翠珠激情洋溢地讲述着。

作为武汉地质学院首批招收的４８９名工农兵学员之一，杨翠珠开始了她的地大求学路。
当时的武汉地质学院刚由湖北江陵迁至武汉市，正在建设时期，学习、生活条件都极端困难，不
能满足教学需求，因此学生和教职工都分别寄居在原武汉地校、省委党校、华中农学院、武汉教
师进修学院等地，地跨武汉三镇。杨翠珠同年级的３０多个女生的“闺房”就是学校腾出的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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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室。“不过我们的大‘宿舍’非常热闹，大家就像亲姐妹一样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生
性活泼开朗的杨翠珠开心地说。即便条件艰苦，杨翠珠对学习还是没有半点放松，门门功课做
到优秀。“一年里除了放寒暑假，其余时间不是上课就是去野外实习，老师也与我们同吃同住。
当时老师和我们就只有一个想法：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杨翠珠为自己成为一名女地质
工作者而倍感自豪！

成才路上：领导眼中的放心人　同事身边的知心姐

１９７８年，杨翠珠从武汉地质学院毕业了。带着对地质工作的热爱，带着对未来发展的美
好憧憬，她来到了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从事勘察设计工作，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航片判释到

９０年代的深基坑降水，到２１世纪初的抗浮设防水位研究，再到后来对地质灾害防治的探索，
杨翠珠一步一个脚印，步伐坚定而从容，一干就是整整３３年，一直到退休。

杨翠珠校友的获奖证书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航片判释工作，在当时的中国乃
至全世界都是全新技术活儿，初出茅庐的杨翠珠“初生
牛犊不怕虎”，一边将自己在校学习的知识尽可能向外
拓展，一边刻苦地研读相关技术资料，虚心地向单位的
老工程师请教。“我们通过航片上的地物信息，通过对
航摄地区的典型地貌地块的野外实测，建立起航片判释
标志，再结合水文地质等资料的分析，绘制出反映摄影
地区地质地貌的专业图片。不过由于地物的几何学和
光学信息极为丰富，不同的地质类型在航片上不会有直
接的反映，加上学术界也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操作规范，因而好多工作都只能去摸索前行。”那份
艰难苦楚杨翠珠至今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但这次经历却更加激发了她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的
勇气。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杨翠珠除了在苦累脏险面前迎难而上外，还时刻以一名地质人的责
任感、使命感要求自己，挤时间、抓机会刻苦钻研业务。深基坑降水工程是一项因地而变的操
作性很强的工作，书本上的资料很少，杨翠珠就边学边干，在具体工程实践中不断学习，她善于
摸索和敢于打破常规，自己总结出了一整套实用性很强的经验。１９９５年６月，杨翠珠负责崇
文区东花市商住楼降水工程时，该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如按常规方法既费时又费钱。她经多方
搜集资料分析，虚心请教老师傅和老技术人员，提出了一套因地制宜的方案，并亲自把关，使工
程降水取得良好的效果，为土钉墙新技术的应用创造了条件。该工程仅护坡一项就为勘察院
创造经济效益５０万元，并提前完成了工程任务。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杨翠珠在常士骠勘察大师的
精心指导下，努力学习国内外有关知识，在实际工程中不断探索，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摸索出
一套简捷而实用的抗浮设防水位计算方法，用这套方法计算出来的抗浮设防水位值得到了同
行专家和业主的赞同。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她在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治理方面为勘察院打开了市
场，也为勘察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她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她的工
程实录文章先后刊登在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岩土工程实录集中。２００３年她又参编了全国注册
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参考书《简明岩土工程监理手册》第５篇“工程经济
与管理”，把自己多年的宝贵实践经验融入在理论阐述中，教育后学者。２００７年，她的《建筑物
基础抗浮设防水位之我见》发表在《岩土工程技术》第４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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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好同事、好师傅，她热心于年轻人的培养。在工作中，她经常为年轻人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难题，引导和启发他们的智慧，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生活中，她热心无私地帮助
他们解开思想包袱。“有困难找杨姐”几乎快成了他们单位年轻同事们的口头禅。同事来找她
解决问题，她知道的就尽力去解答，不会的就跟这些年轻人一起学习，共同提高。杨翠珠说：
“我很喜欢和年轻人一块学习交流，年轻人有思想、有活力，接受新事物快，而干工程时创新精
神是不能缺少的。”

杨翠珠先后参与负责了大小工程近百项，其中获国家级铜奖２项、部级一等奖２项、部级
二等奖３项。她本人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兵器工业的劳模，并作为基层优秀科技人员
入选党的十五大代表。作为研究院里“获奖专业户”，她早已成为了领导眼中的放心人、同事身
边的知心姐。

“人总是要奋斗，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工作和家庭，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定论。
作为男性，在外拼搏的时候，总会有妻子在后方默默地支持。而杨翠珠这个奋斗在中国高端地
质工程领域的女性，没有选择在家相夫教子，而是选择了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奉
献给了地质工程事业。

走出校门：师生恩情最难忘　母校同学更关心

时隔３０多年，再次回到母校，看着自己当年曾参加义务劳动建设过的母校校区，杨翠珠激
动不已。“记得２００２年我回来参加学校５０周年校庆时，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从后面叫我的名
字，回头一看，竟然是当年教我们课程的杨老师。时隔２３年，杨老师竟然能张口喊出我的名
字，令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说。老师对学生的爱是最无私的，也是不求回报的。老师们兢
兢业业、尽职尽责的精神影响了杨翠珠的一生。“艰苦朴素　求真务实”的地大精神熏陶着她，
也令她在工作中精益求精，勇往直前！她希望年轻一代不要丢掉中华文化尊敬师长的传统，牢
记恩师，时时感恩。

在杨翠珠的帮助下，每年都会有一大批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她谆谆告诫毕业生们：首先
得学会做人，用心做事，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其次，各种想法和意见要切合现实，尤其是
要有自己的特长和精通的专业方向。社会是个大舞台，各种各样的人悉数登场，要想有所成
就，必须要学会踏踏实实做人、做事，点点滴滴用心积累。而这一切，正是杨翠珠一直以来对自
己的要求，也是她成才成功的秘诀。

杨翠珠的事业道路看上去好像水到渠成，一帆风顺，然而，大家看到的往往都是珍珠表面
的光华，却忽视了珍珠曾在黑暗中的奋斗与煎熬。每当说到成功，杨翠珠都由衷地说，这一切
都应该归功于在武汉地质学院３年的心智历练。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
要学会做人，学会处事，学会立身。人，只要有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
都能适应，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转眼间，杨翠珠同志已在国防基本建设战线上兢兢业业奋斗了三十载春秋，一路走来，在
她的事业征途上留下一个个明亮的闪光点。她以坚强的党性、坚定的信念和对事业的无比热
爱，模范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平凡而艰苦的地质勘察岗
位上，她视事业为生命，始终如一，忘我工作，把全部心血和聪明才智倾注到工作上，为国防工
业基本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地质大学校友会　刘锐　根据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提供的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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