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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栋并不喜欢别人给他赋予太多头衔，

他认为：“做人，就要脚踏实地。”

奔腾的钢花日夜飞溅，雄伟的轧机阵阵轰

鸣……这是王国栋最喜欢也最熟悉的场景。挺

起民族钢铁的“脊梁”，让“国之重器”不再受制

于人，王国栋情愿为此奋斗一生！

“在车间没日没夜地干
活，草图都画了好几本”

案头上的日历，记录了这位 80 岁老院士的

忙碌：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一线奔波，参加项

目论证，交流技术方案，推动新技术落地……王

国栋说：“一到钢厂，就有回家的感觉。”

在鞍山成长的王国栋，“钢铁情结”融在骨

子 里 。 1950 年 ，8 岁 的 王 国 栋 随 父 母 来 到 鞍

山。那时他耳闻目睹的都是如火如荼的建设

工地、捷报频传的建设项目、顶天立地的钢铁

工人……

“老英雄孟泰，王崇伦和万能工具胎，张明山

和反围盘，我是听着他们的事迹长大的。”王国栋

说。为了学习喜爱的专业，大学填报志愿时，他填

报了东北工学院钢铁冶金系钢铁压力加工专业。

“那时候，我可以如数家珍地把初轧机、半

连续轧机、轨梁轧机介绍给亲戚朋友，告诉他们

巨大的钢锭怎样变成钢坯，实心的钢棒怎样会

在穿孔机里变成无缝的钢管。”多年后，王国栋

回忆起青春岁月，心中无限眷恋。

毕业后，王国栋被分配到鞍钢小型厂。在

那儿，他度过了 10 个年头。小型厂生产条件艰

苦、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他从车间的基础性

工作做起，和师傅们一起夹钳、换辊……

当时，工厂生产解放汽车和黄河汽车前桥的

毛坯。由于没有喂入装置，轧件不能点咬入轧辊，

造成头尾部形成两段不完整的周期，成材率最多

不过 75%，原料浪费极大。王国栋主动请缨，连续

翻译了多篇外文文献，并与 3位实践经验丰富的老

工人组成技术革新组，进行技术攻关。

“记不清失败多少回。在车间没日没夜地

干活，草图都画了好几本，总算实现了轧件送入

装置与轧机传动系统的联动，保证了成材率。”

说起这一段，王国栋脸上露出了笑容。

鞍钢 10 年的基层生活，让王国栋认识了中

国的钢铁、钢铁工人和钢铁工业。“小型厂的艰

苦环境、小型厂师傅们眼中的期盼，成为一种强

大的驱动力，让我知道肩上的责任有多重！”王

国栋说。

1978 年 10 月，王国栋考入北京钢铁研究总

院，成为著名轧钢专家张树堂教授的硕士研究

生。毕业后，王国栋回到母校东北工学院任教。

“当我们吃不下饭、睡
不着觉的时候，科研成果就
快要出来了”

钢铁，大国筋骨。10 年钢铁行业磨砺，让王

国栋有了更深远的认识：“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加

工工艺，既要大幅提高钢铁材料性能，延长使用

寿命，又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回收率。”

1998 年，在国家“973”计划的支持下，王国

栋团队开始了“轧制过程中实现晶粒细化的基

础研究”课题。经过多次试验表明，细化晶粒会

明显提高屈服强度，这对材料的塑性是十分不

利的。在当时条件下，加工制造难度也很大。

“要将研究重点定位在能够实现的目标上，

于是我们提出了晶粒适度细化的概念。”王国

栋说。

思路一变天地阔。王国栋和课题组成员长

期驻扎工厂一线，在实验室实验、分析、计算，在

现场调研、座谈、制定实验方案。

“当我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时候，科研

成果就快要出来了！”回忆那段岁月，王国栋不

觉得苦，因为他隐约看见隧道前的光亮。

然而，更大的困难是怎样将实验室的研究

结果在工业化轧机上实现。通过调研，王国栋

了解到宝钢的 2050 热连轧机是当时我国唯一一

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热轧宽带轧机。课题组

成员已经在宝钢工作 10 余年，对轧机从硬件设

备到计算机系统，都有透彻的了解。经过周密

的论证和风险分析，各方专家统一结论：批准

实验！

1999 年 9 月，在宝钢 2050 热连轧机上进行

了 SS400 钢细化晶粒的现场轧制实验，这是世界

上第一次用工业化的轧机轧制超级钢的实验。

当试验机显示出材料合格的力学性能指标时，

课题组的同志和现场的工程技术人员欢呼雀

跃，紧紧拥抱在一起。

超级钢诞生了！

超级钢的应用，有效降低了资源消耗，每年

至少为国家节省数亿元开支。但王国栋总说，

“超级钢只是材料革命浪潮里的一朵涟漪，把

这一页翻过去吧！往前看，那才是波涛汹涌的

大海！”

从 2012 年申报组建，到 2015 年正式运营，

年逾七十的王国栋再次担负起了“2011 钢铁共

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重任。981 钻井平台、

观音岩大型电站、新一代舰船、南海荔湾深海油

气田厚壁管线、驰骋北冰洋的高技术船舶、“华

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全球首堆示范项目……

这些光彩夺目的“国之重器”，凝聚着王国栋团

队的心血，更是他们心中的骄傲。

“年轻人创造力无限，
要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
舞台”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镌刻在祖

国的钢铁生产线上。”这句话是王国栋的座右

铭。他总是勉励学生，科研人员要有脚踏实地

的奋斗精神，争取项目不忽悠、不夸口，支出经

费不旁骛、不浪费，勇于自主创新，为国家钢铁

领域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

谈 起 学 生 ，王 国 栋 很 是 欣 慰 ：“ 学 生 是 我

‘年轻的战友’，他们正在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路

上努力。”

王国栋对学生们有一个要求：“不学千家

会，只求一招绝”，要用自己的“绝招”服务钢铁

行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王国栋将年轻人“投

放”到生产一线，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宝钢建设 1580 热连轧机项目中，王国栋为

年轻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这台当代先进的

轧机安装调试阶段，王国栋安排年轻教师、研究

生深入一线。日日夜夜，他们穿着工作服，调试

投产改进，与宝钢人一起奋斗……

一开始，宝钢也不确信学生们能否攻克难

关，王国栋却充满信心：“年轻人创造力无限，要

为他们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一年多后，学生们掌握了技术的精髓，不仅实

现了废品量降低 30%的目标，还超额完成任务，使

废品量降低到 50%。毕业后，参与攻关项目的学

生都留在了宝钢，成了企业年轻的业务骨干。

刘振宇是王国栋团队的中生代力量。他带

领的团队与宝钢鞍钢合作，开发出绿色钢铁智

能化制造技术，有效解决了当前钢铁企业规模

化生产和用户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当时研究生很少，系里只有两位。王老师

每次讲课都非常认真，还给我们俩准备了一本

厚厚的教案。”刘振宇回忆。

多年来，王国栋领衔的东北大学轧制技术

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国家培养了

200 余名博士研究生，这些年轻人有的活跃在

我国的冶金厂，成为新一代材料加工专家；有

的在高校任教，成为我国教育战线的主力军；

有 的 在 国 外 深 造 ，准 备 将 来 归 国 为 国 家 做 贡

献……

（王钰慧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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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栋对钢研究有“瘾”：少年时，他生长

于钢都鞍山，誓言要做顶天立地的钢铁工人；

青年时，他求学当时的东北工学院，毕业后被

分配到小钢厂，从夹钳做起，发志炼出好钢；

中年时，他穿梭于实验室和工厂之间，把成果

镌刻在钢铁生产线上；到了晚年，他虽已桃李

满天下，却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继续攻关突

破……

瘦削而精矍的王国栋，用热情饱满的工作

态度感染着身边的年轻同事。他总是说人生

苦短。他苦于自己为中国钢铁行业奋斗的时

日有限，更苦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机会不多。

所以，在有限的人生中，他要把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研究和“传帮带”中去！

对 于 王 国 栋 而 言 ，超 级 钢 早 已 融 入 他 的

血 液 。 正 是 像 王 国 栋 这 样 的 一 大 批 科 学 家 ，

挺起了钢铁的脊梁，却累弯了自己的腰……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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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王 国 栋 ：1942 年 生 ，中

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

授，我国著名的金属压力加

工专家。从教 40 多年来，他

领衔研发的超级钢、“新一代

控轧控冷技术”等攻克了高

端钢铁领域的关键难题，助

推我国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

国迈进；曾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6 项、

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

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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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郑海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

物质文化遗产司、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主办的“文化进万家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上线。活动以线

上形式开展，发动年俗非遗项目所在地区的非遗保护机构、保

护单位和非遗传承人，将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下正常开展的

年俗非遗传承活动用镜头记录下来，上传至平台活动专区集

中展播，并支持网友参与拍摄上传、互动交流。

据了解，去年春节、元宵节期间的 2021 年“文化进万家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有 6500 余个非遗年俗短视频在网

络平台集中展播，12 场专场直播活动吸引了大量网友在线参

与；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精选了 61 个优质短视频宣传推

广，活动整体曝光量超 3.7 亿次。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启动

大图：王国栋在实验室指导

学生。

小图：王国栋在介绍实验室

研制的钢材轧制中试装备。

资料照片

（上接第一版）场馆业主单位纪委等抽调人员

组成数支巡回监督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

不定期前往各场馆开展督导，重点了解场馆

高低风险区流线设置、防疫物资储备、外围保

障联动等环节人员履职情况。同时，北京还

选派场馆运行监督组入驻场馆内部，紧盯资

金 使 用 、物 资 采 购 等 关 键 环 节 ，排 查 廉 政

风险。

针对赛风赛纪等重点工作，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牵头成立

专项监督机制，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我们围

绕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涉及的工作职责和任务

分工，梳理出疫情防控、服务保障、竞赛流程、

设备设施等监督项目，进行清单式管理。”该

派驻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说。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

去年派出 4 个工作组，在两批次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中开展嵌入式监督，跟进监督检

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长江流

域废矿物油、青海省木里矿区生态修复等整

治落实情况，并通过印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约

谈相关单位负责人、督促相关司局完善相关

制度等方式，推动问题整改。“通过监督督促

驻在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认真

履职尽责，实现纪检监察工作与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该派驻纪检监

察组有关负责人说。

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

进到哪里。2021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

级纪委监委扛起政治责任，强化使命担当，深

化人防和供销系统腐败治理，开展粮食购销

领域腐败、国有企业靠企吃企等集中整治，开

展金融领域政商“旋转门”“突击入股”等排查

清理……据统计，2021 年 1 至 10 月，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发现并纠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

力问题 24.7 万个。

坚持做深做细，推动
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政治监督有没有效果，关键看能否融入

日常、做在经常。

2021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着力完善政

治 监 督 具 体 化 常 态 化 工 作 机 制 ，健全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督查问责机制，加强对党委（党组）履

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政治监督。

这一年，各级纪委监委找准开展监督的

切入点和服务保障的着力点，明确“抓什么”，

注重“怎么抓”，着力在做实做细做深上下功

夫，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按照纪检监

察机构的职责定位和监督对象，开列 4 张政

治监督清单，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完整准确贯

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8 个方面，细化 20 余项具体监督内容。

浙江省纪委监委制定出台关于全面加强

政治监督的意见及其配套方案，建立“两报

告”“两档案”“四清单”等制度，明确开展政治

监督的总体框架、实施路径和操作指南。

甘肃省纪委监委就 2021 年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监督工作，出

台专门意见，分别对省、市、县、乡、村如何做

好巩固拓展和有效衔接监督提出具体要求。

吉林省纪委监委明确规定加强集中、专

项、常态化监督调研，定期开展分析研判，通

过政治生态调研报告、领导班子监督情况分

析、领导干部政治画像做好政治监督……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精准规范用好问责利器，

以强有力问责督促做到“两个维护”，保障党

中央政令畅通。2021 年 1 至 11 月，全国共问

责党组织 4068 个，问责党员领导干部、监察

对象 4.9 万人。

如今，各地各部门切实感受到政治监督

就在身边，讲政治、守纪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深化政治巡视，提升
政治监督质效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

视的本质就是政治监督。

2021 年，中央和地方各级巡视巡察机构

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旗帜鲜明把“两个维

护”作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

推动上下联动、贯通融合，巡视综合监督作用

和系统优势不断显现。

2021 年中央两轮巡视共覆盖 57 个党组

织。十九届中央巡视已累计完成对 254 个地

方、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巡视覆盖率达 91.7%。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巡视机

构完成对 2284 个党组织的巡视，覆盖率超过

99%。全国市县党委 2021 年共巡察党组织

13.5万个，完成市、县两级巡察全覆盖。

为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的粮食购

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2021 年 9 月，中央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部署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巡视巡察机构同步开展涉粮问题

专项巡视巡察。各级党委共派出 2704 个巡视

巡察组，对 1.4 万余个涉粮党组织开展监督检

查，发现粮食收购、销售、存储等环节存在的

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 3.7 万余个，为促进治理

粮食购销系统性腐败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巡视的成效不断凸显。被巡视党组

织表示，巡视查找问题，既是政治监督，也是党

性教育，又是工作帮助，一定以接受巡视为契

机，补短板、强弱项，更好担当尽责、干事创业。

强化巡视整改落实和成果运用，是全面

贯彻巡视工作方针的内在要求。2021 年 10
月，中央第六轮巡视的 32 个被巡视地方、单

位集中向社会公开整改进展情况。被巡视党

组织抓巡视整改的主体责任明显增强，坚持

全面整改、突出重点，举一反三、查补漏洞。

巡视反馈的 2052 个问题中，1671 个已完成整

改或取得阶段性成效。

“党的十九大以来，政治巡视深化发展有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更加注重调动被巡视党

组织发现问题和整改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形

成同题共答的合力。这一理念在巡视中不断

深化，进一步提升了政治监督的质效。”中央

巡视办有关负责人说。

浓眉大眼，言谈中透着憨厚，一聊起玉米就难掩激动，身

体跟着前后摇摆……眼前这个汉子，就是跟玉米打了大半辈

子交道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

走进赵久然的办公室，暖暖的金黄色是主色调。桌子上、

窗台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种的玉米棒，书柜里陈列着玉米种子

做的手工拼图，有关玉米的各类书籍更随处可见。“我喜欢玉

米，玉米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赵久然说，他的微信昵称就叫

“玉米团长”。

赵久然和玉米结缘，源于 30 多年前的一段农村蹲点经

历。大学毕业后，赵久然留在北京市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工

作。他主动提出到条件相对艰苦的延庆县乡村蹲点搞科研，

一蹲就是 6 年。其间，赵久然跑遍了延庆 20 多个乡镇，白天和

技术人员、农民一起在田间忙碌，晚上就睡在农业科技站的办

公室。

赵久然一开始的研究方向是玉米栽培技术，但他跟农民

打交道后发现，相比栽培技术，农民更盼望良种。“有了优良品

种，不需要增加投入也不需要改良种植习惯，就能显著提高产

量和品质。”回到北京农科院后，赵久然将研究重点改为玉米

育种。

1997 年，北京市农科院成立玉米研究中心，赵久然负责

组建工作。4 名技术人员、3 名后勤人员，4 亩试验田、几间临

时办公室，他们就这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没有固定的育

种基地，我们就临时租了一块。”赵久然说。通过多年育种实

践和思考，他形成了自己的育种思路：结合国内外种质优势，

形成新的杂交种组配模式。

育种需要知识智慧，也需要汗水浇灌。每年 7、8 月是玉

米授粉高峰期，赵久然和团队育种人员经常早上 7 点前就到

地里，晚上 7 点多才返回。烈日炎炎，在试验地里逐棵观察，

套袋授粉，走上几万步是常态。

为了及时查看玉米长势，选取最优的育种材料，赵久然带

领团队成员随着季节变迁不停奔波，“五一”在试验地播种，

“十一”在玉米田收获，元旦春节在南繁育种……春夏秋冬，东

南西北，不停地切换。

赵久然形容育种过程有时就像“在黑屋里摸索，在大海里

捞针，需要万里挑一”，选育一个优良品种平均耗时近 10 年。

2000 年，玉米研究中心选育的“京科 2 号”“京早 13 号”两个品

种通过北京市审定，开始在京郊大面积示范推广。

十年磨一剑。2011 年，具有高产、优质、多抗、广适、易制

种等优良特性的“京科 968”杂交种通过国家审定。团队的辛

勤付出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很多农户种植“京科 968”后，亩

产超过 1000 公斤。通过多年大面积示范推广，现在“京科

968”已成为我国累计种植超过 1 亿亩的主导大品种，增产粮

食 100 多亿公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帮助农户增产增收发

挥了重要作用。

“农民的需求就是研究方向。”赵久然团队培育的很多品

种都受到农民的欢迎。“京科糯 2000”成为我国种植范围最

广、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并走出国门；“京农科 728”突

破了黄淮海夏玉米区机收籽粒技术瓶颈，是首批通过国家审

定的直收籽粒玉米品种……据统计，20 年来，赵久然团队培

育出 100 多个优良玉米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已超过 3 亿亩。

农民买到“张冠李戴”或以次充好的假种子，就会导致严

重减产甚至绝收。但玉米品种多，光看种子或植株外形很难

分辨。如何快速鉴定种子的真假？

经过多年研究，赵久然团队建立了全球数量最多的玉米

标准 DNA 指纹库。“以往鉴定种子，得种到地里长出来看，往

往需要一个生长季甚至一年时间。如今有了分子指纹鉴定技

术和指纹库，一天就能出结果。”赵久然说，目前，指纹库里已

有 8 万多个品种，累计鉴定了 20 多万次，为我国的玉米品种审

定、品种真伪鉴定提供科技支撑。

中心培育了品种，也培养了人才。科研人员由当初的 4
人发展到现在的 100 多人。团队中的王元东、卢柏山、王凤格

等已分别在大田玉米育种、鲜食玉米育种、DNA 指纹构建等

领域独当一面。

“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面对纷

至沓来的荣誉和头衔，赵久然说：“作为一名党员，要永远冲锋

在前，研制出更多好品种、好技术，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上图：赵久然（右）在与农民交流。 资料照片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赵久然——

“农民的需求就是研究方向”
本报记者 孟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