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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师生知道自己肯定是跑不到目标量的，但还是参加了。他们在“长征胜利八
十周年”的号召下参与活动，是想要通过跑步，身体力行地感受红军长征的历程。

10 月 22 日，一年一度的 2016 国际龙舟
联合会世界杯在江苏泰州举行。在本届大赛
上，除了常规赛事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赛事
吸引了观众的注意，那就是 5 人迷你龙舟的
100 米、200 米及 500 米比赛项目。

5 人迷你龙舟登上世界杯的舞台尚属首
次。这种迷你龙舟不同于以往所见的 22 人大
标龙和 12 人小龙舟，龙舟的尺寸更小，4 名
桨手配备 1 名鼓手即可组成一支迷你龙舟
队，组队相对简单，使得该项目的参与性变得
更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迷你的龙舟赛上，
驰骋的全都是来自大学的“学生军”。北华大
学、常州大学、天津海运学院、三江学院等高
校纷纷挥桨角逐，向世界展示了 5 人迷你龙
舟的独特魅力。

据常州大学 5 人迷你龙舟队主教练于楼
成介绍，迷你龙舟在赛制和比赛规则上与普
通龙舟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龙舟的尺寸相
比正常的龙舟要小得多。虽然迷你龙舟人数
更少，但却更加惊险、刺激，对各项技术的要
求也会更高。

正如于楼成所说，在本次世界杯上，5 人迷你龙舟赛与其
他国际组比赛用了同一块场地。由于没有舵手，龙舟的方向只
能依靠 4 名桨手进行把握，跑偏和撞船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
此参赛的 4 名桨手均是从大龙舟选拔出来的精英。

5 人迷你龙舟由于建队相对容易，更容易在世界范围内
推广，因此更有机会将龙舟文化与运动带到更大的舞台上。根
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定，运动大项、运动分项要列入夏季奥运
会比赛项目必须有公认的国际基础，至少在 75 个国家和 4 大
洲的男子中以及至少在 40 个国家和 3 大洲女子中广泛开展
的运动项目才可以列入夏季奥运会比赛项目。

然而，对于龙舟项目本身而言，进入奥运会并不容易。于
楼成谈到：“首先，夏季奥运会的水上项目较多，这给龙舟进入
奥运造成一种无形的阻碍；第二，龙舟是一个中华传统运动项
目，有赛前点睛、汉语发令等，像跆拳道进入奥运会都保留了
用韩语喊开始的传统，所以龙舟项目也要保留中国传统；第
三，龙舟比赛有公开组、混合组，让比赛的规则看起来有些混
乱，这也是限制因素之一。”

5 人迷你龙舟项目的出现，或许正是为了达到奥运会项
目标准，将龙舟运动变得更加国际化。这也是广大龙舟爱好者
共同的期盼。就像国际龙联主席麦克·托马斯所说：“在奥运会
上，能看到每条载着 20 多人的龙舟在 8 条赛道上飞驰，一百
多位健儿挥桨向着终点冲刺，该是何等的壮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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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定的目标是两万五千里，一开始我
特别担心完不成，没想到最后差点就跑了两个
两万五千里。”

说这话的学生叫朱锦涛，是西安交通大学
学生跑者俱乐部的成员。9 月 22 日，西交大团
委、工会联合发起“感悟长征·致敬英雄”线上
跑长征活动，制定了倒计时一个月跑量达红军
长征两万五千里的目标。近六百名学生要在为
期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线下跑步线上接力的
形式，累计里程数达到四万零三百五十九里。

在西交大团委副书记苏翔看来，这次跑
步活动既是对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让学生身体力行感悟长征精神，起到了很好的
思想教育成效；同时也是对国务院印发的《全
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以及教育部、团
中央“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主题群
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精神的落实。

“因为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所以我们设
定的小目标就是一个月内个人跑步里程达到
80 公里。”苏翔表示，完成这个小目标的学生
将得到纪念奖牌和证书，而跑步总里程数进入
前三名的学生则分别获得跑鞋、皮肤衣和跑步
空顶帽等奖品。

相互鼓励，感悟长征

谈起这场活动，组委会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同学们在跑步过程中体现出的互相鼓励、挑
战身体极限，最终完成目标的精神。

“我们这次活动的第一名，一个月跑步总
里程达到了 500 公里，几乎每天都要跑到 17
公里。颁奖的时候，我问他：‘你每天跑这么久
不累吗？’他说自己每天都和舍友一起跑步，两
人相互鼓励。”西交大团委副书记张丹笑着说，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舍友就是第二名。”
这个让张丹感慨不已的学生正是西交大

博士生何力。何力说，他一直都很喜欢跑步。但
由于平时学业任务较重，没有持久的跑过。这
次，何力的舍友看到了学校在网上发起的活
动，觉得很有意义，就邀请了他一同参加。

事实上，何力比他的舍友晚了 3 天参加活
动，但他反而比舍友多跑了 40 公里。据他说，

这是因为他以前有过跑长跑的经历。“我热爱
跑步，有段时间天天跑 10 公里，所以现在提高
到每天 17 公里也不会过于困难。但舍友没有
训练过，就坚持不下来，我就鼓励他不要放弃，
尽量跑到他自己的极限。”何力表示，每天都是
他跑得多点儿，舍友跑得少点儿，但不论如何，
他们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下来。

“80 年前红军长征的时候，不仅要克服极
端的自然环境，还要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正
是战士们的互相鼓励和相互扶持，才能在如此
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去。”何力感慨道，通过参
加活动，他感受到了红军长征时的众志成城、
团结一致。

而在张丹看来，持续一个月的线上跑长征
活动也考验了每个人的毅力和耐心。“西交大
的师生通过参加这个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对爱
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解，传承了长征精神。”

不为奖牌，重在过程

据了解，西交大线上跑长征活动自 9 月

22 日启动，到 10 月 22 日结束，累计参与了
576 人，其中本科生 276 人，研究生 186 人，教
职工及校友 114 人。参与活动的人数可谓不
少。但实际上，只有前三名会有实质性的物质
奖励。尽管如此，师生参加线上跑长征活动的
热情依然很高。

“前三名的奖品都是校友赞助的。在线下，
我们一张海报也没印，一条横幅也没挂，但还
是吸引了 576 人参加活动。”苏翔表示，一方
面，这体现出了西安交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另
一方面，这也说明师生参与线上跑长征活动，
不是为了奖牌，而是为了过程。

“很多师生知道自己肯定是跑不到目标
量的，但还是参加了。”在苏翔看来，他们在“长
征胜利八十周年”的号召下参与活动，是想要
通过跑步，身体力行地感受红军长征的历程。

对此，80 公里跑步里程的完成者之一，西
安交大研究生赵毛深有感触：“我的自制力不
高，虽然常常想要跑步锻炼身体，但一直没有
实际行动。这次学校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推出了‘感悟长征·致敬英雄’线上跑长征活

动，我觉得挺有意义，就报名参加了。”
活动中，赵毛用 20 天的时间完成了 86.4

公里的跑步量。“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跑了 10
公里，中间特别想放弃。但一想到自己跑 10 公
里都这么累了，革命先烈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
下走了两万五千里，就又咬牙坚持下来了”。

据赵毛介绍，自参加活动，她每天至少跑
6 公里。一方面，她养成了比较规律的跑步习
惯，提高了自制力；另一方面，她对长征也有了
更为直观的了解，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百折
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

“我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参加了活动，虽然
像我一样跑完 80 公里的不是很多，但是大家
都特别积极，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跑步里程。”
在赵毛看来，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团体互动，督促进步

那么，师生们是怎样了解到自己的跑步里
程的呢？学生跑者俱乐部主席、西交大本科生
卢孟康表示，整个活动是在手机跑步记录软件

“悦跑圈”上进行的，师生们通过下载“悦跑圈”
App 记录每天的跑量。

“这个软件有打卡功能，每天跑步时长、里
程都会有记录。我们也在软件上建了一个专门
的跑步团，所有参与跑步的人都可以实时看到
自己在活动中的排名。”在卢孟康看来，这大大
增强了团体的互动性。通过互动，师生们跑步
的动力更强了。

对此，朱锦涛也很是赞同。在一个月内
的每一天里，他都坚持打卡跑步，获得了活
动的“全勤奖”。他解释道：“其实我和第一
名、第二名都认识，我们三个人一直在相互
较劲。他们每天更新的跑步量督促着我坚持
跑下去。”

“我自己也参加了活动。因为我是一个
人去跑步，不是很有动力，有时候天气不好
就不想去了。但只要一打开软件，看到最新
的数据和自己的排名，就觉得不行，还是得
加把劲儿。”卢孟康笑着说，一个人是很难坚
持的，但如果有团体的互动和督促，就有了
一股劲儿。

跑步传承长征情
姻本报实习生 田思敏 记者 温才妃

学苑律动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人类已进入全面开发
利用海洋的新时代。在这一开发海洋空间、获取
海洋资源的潮流中，人们修建了大量的海堤、码
头、人工岛、采油平台等海洋结构物，这些结构
物不仅所处的海底地形与地质条件复杂多变，
而且还时常受到波浪、狂风、洋流的拍打和冲
刷，在茫茫大海中，结构物一旦失稳破坏，就会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

面对这些潜在的危险，如何消除隐患，使海
中结构物不惧风吹浪打，巍然屹立于海面？如何
为人类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权益维护提
供坚实的安全保障？为了寻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30 年来，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李华军在海洋工程
安全与防灾领域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劈波斩浪、
奋勇前行，在以工兴海的道路上谱写出一篇篇
自主创新的华美乐章。

谋海济国志宏愿

1978 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这
年秋天，16 岁的李华军考入了山东工学院

（1983 年更名为山东工业大学，2000 年并入山
东大学），因为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操作各类
机械设备而填报了动力机械专业。1982 年大学
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播种
机厂当一名技术员，每天跑车间、修机器，参与
技术革新，在积累一线生产实践经验的同时，他
也深刻感受到我国机械设备的陈旧和技术落
后，以及自身创新能力的不足。他一边工作，一
边学习，1983 年又考取了大连工学院（大连理
工大学）造船系的研究生，从此与海洋结缘。在
浓郁工科氛围的熏陶下，在日积月累的研究中，
李华军坚定了把海洋工程研究作为未来发展方
向的宏愿，并憧憬着有朝一日在以工兴海、以工
强国的道路上有所作为。

因从小就对解放军有崇拜和仰慕之情，
1986 年研究生毕业时，李华军主动申请到部队
工作，并如愿成为一名海军军官，被分配至海军

潜艇学院，从事有关潜艇方面的研究工作。
上世纪 80 年代，潜艇在跟踪定位方面存在

误差大、时间长等技术瓶颈，既影响目标识别，也
不利于自我隐蔽。针对此，李华军创造性地提出了
一种依靠纯方位的被动跟踪定位技术，大幅提高
了精度和反应速度，有效提升了潜艇对目标的快
速识别能力和自身的隐蔽性。1989 年，该成果获
解放军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外，李华军还参与了
三种型号的潜艇研发工作，并于 1994 年再次获得
解放军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研发的系列技术经
应用后，增强了海军的战斗力，并获得了同行专
家和海军首长的高度评价。

搏浪弄潮天地宽

1992 年李华军从潜艇学院转入青岛海洋大
学（2002 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执教，从此在这
所以海洋科研见长的学校里如鱼得水、搏浪弄潮、
迅速成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创新型成果。

位于渤海南部的埕岛油田是中国浅海区域
投入开发的第一个年产量超过 200 万吨的大油
田。2000 年夏，李华军在南京开会与同行交流
时，意外得知埕岛油田中心二号平台存在过度
振动现象，但却迟迟找不到原因，以致在平台上
工作生活的人员每天提心吊胆、人心惶惶，这一
问题被列为“中石化十大安全隐患”之一。

回校后，李华军马上与埕岛油田取得了联
系，希望承担该平台的诊断和治理工作。“一开
始他们对我们半信半疑，因为他们以前委托专
业公司治理过，但没找到原因，也就谈不上治理
了。”谈及当时的情景，李华军记忆犹新。

几经周折，李华军要来了当时的检测报告，
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前期检测时传感器布设的
点数过少，不能涵盖和反映整个平台的振动状
况。最终，李华军说服了埕岛油田的负责人，允
许他们登台检测。

为了获得真实的数据，检测选在风大浪高
的冬天进行，李华军和团队成员顶着寒风、迎着

波浪在平台上架设备、布仪器。“睡觉、研讨、制
定方案都是在工人临时腾出的储藏室里，每次
检测都要在上面待六七天，天气的严寒和食宿
条件差不算啥，最大的压力是平台上的人不相
信我们能解决问题。作为负责人，李老师不断地
给我们鼓劲、打气，说我们要用事实和实力说
话。”团队成员王树青说。

测得数据后，李华军和团队成员加班加点地
展开分析、研究，构建模型试验，最终找到了平台
过度振动的原因，并给出了科学的治理方案。

一年后，李华军重返埕岛油田，受到了热情
接待，工人们说，平台不再振动，可以安心工作
了；管理方说，原本打算拆除的平台保住了，避
免了数亿元的损失。

在此基础上，历经 10 余年的攻关，李华军团
队研发出了新型海洋工程结构设计、安装、检测及
修复加固成套技术，大幅提升了海洋资源开发的
技术水平。相关成果被纳入 3 项国家标准及行业
规范，并于 2004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海洋中建造的各类工程设施时刻都面临
着风、浪、流、潮等环境因素的干扰与破坏，为减
少海洋动力因素对涉海结构物的破坏，确保其
在全生命周期中的安全稳定，李华军带领他的
团队，历时 10 余年，构建起了海洋工程设施安
全防灾、减灾技术体系：创建了三维悬浮泥沙和
地形演变模型以及三维浪、流、沙耦合模式，提
出了环境友好型海岸结构水动力分析与工程设
计理论，研制了能有效抵抗波浪冲刷和沉降变
形的新型滩浅海结构，将安全、环保、经济有效
结合，推动了近浅海油气田的低成本、高效开
发。近 10 年来，该系列创新技术在埕岛油田海
洋平台、海油陆采路岛工程、黄河三角洲保滩促
淤等 50 余项工程建设中得到推广应用，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该成果于
2010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海洋油气资源的大规
模勘探开发，在固定式海洋钻井平台建设中，上
部组块的体积越来越大，重量也愈来愈重，动辄

几千吨，有的甚至达到了上万吨。而目前我国最
大的浮吊船“蓝鲸号”的起重能力仅为 7500 吨，
我国海上起重能力的发展速度已不能满足钻井
平台建设的需要。

对此，李华军率领科研团队研发了大型海
洋平台结构整体安装模拟与分析技术，解决了浮
托安装滑移装船、系泊优化、就位对接等关键技术
瓶颈，发展了海洋平台上部组块海上整体浮托安
装成套技术，使我国在该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比
肩同步。2011 年，该技术成功应用于埕岛油田中
心三号平台的安装作业，在助推我国海洋油气资
源开采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每当有人向他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时，李
华军笑着说，海洋工程领域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需要俯下身子，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
现梦想。

蓄势期远正扬帆

“海洋工程的未来在哪里？”每当被问及这
一问题，李华军都会给出同一个答案“深远海”。
他说：“目前我们国家在滩浅海工程领域的技术
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深远海领域与欧美等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面对国家建设海洋强国的
目标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都需要我们
尽快走向深远海。”鉴于这一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
发展趋势，李华军于 2011 年开始依托“973 计划”
课题着手大型深海平台攻关研究。2013 年他的团
队与中集来福士公司合作开展了“高端系列化半
潜式钻井平台设计建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

研究，并得到了山东省泰山学者蓝色产业支撑计
划的大力支持。2014 年李华军领衔申报了“大
型深海结构水动力学理论与流固耦合分析方
法”项目，并获批立项，这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在海洋工程领域资助的首个重大基金项
目。此举，在加速海洋工程高新技术转化进程的
同时，也描绘了行业未来发展的蓝图。

多年来，在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李华军更
是高度重视后备人才培养和学术团队建设。截
至目前，他培养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大多成长为
海洋工程领域的科研与技术骨干，其中 1 人成
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 人成为国
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 人成为教育部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1 人成为“万人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1 人成为山东省泰山学者……大批
学子正在快速成长。而且这些人都是在他的带
领之下，在艰苦的实践中磨练成长起来的高水
平创新型人才。在他的带动下，中国海洋大学的
海洋工程学科建设也成绩斐然，港口、海岸及近
海工程获批国家重点学科，港口航道与海岸工
程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1 年，以海洋工程
领域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为研究对象
的山东省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也正式挂牌运
行，李华军的工作为国家在该领域的可持续发
展和再攀高峰打下了坚实的人才队伍基础。

百舸争流千帆竞，主动作为书华章。面向未
来，在建设海洋强国和建设世界一流海洋大学
的宏大事业中，李华军和他的科研团队正紧扣
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重大需求，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以工兴海谱华章
———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获得者李华军

姻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冯文波

【编者按】10 月 21日下午，何梁何利基金 2016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评选委
员会从 600 余名提名者中评选出了 51 名获奖者，其中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 名、“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35名、“科学与技术创新奖”15名，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李华军荣获“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作为我国海洋工程领域的一名科技专家，30年来，李华军率领他的科研团队，乘风破浪、砥砺前
行，走出了一条特色显著的以工兴海、以工强国之路。

李华军在何梁何利基金 2016 年度颁奖大会现场。

西交大跑者俱乐部积极参加“感悟长征·致敬英雄”线上跑长征活动。

学子们挥桨角逐，展示 人迷你龙舟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