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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 月 16 日，在广东省创新
驱动发展大会上，华南理工大学党
委书记杜小明与李烈军（左）。

②2014 年，李烈军荣获华南
理工大学“我最喜欢的导师”称号。

③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烈军。
④李烈军与参加校运会的学

生合影。 李烈军供图

2 月 16 日，南粤大地春潮涌动，广东省创
新驱动发展大会在穗召开，会议表彰了 2015
年度优秀科技成果和科技工作者。此次颁发的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项目有 237 项，中国科学院
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曹镛和中国工程院院
士、广州大学教授周福霖获得突出贡献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华南理工大学获
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26 项，其中当华南理工
大学教授李烈军以项目第一完成人的身份，从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手中接过“广东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证书时，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主动和李烈军握
手，并殷殷嘱托、亲切交谈。

李烈军，冶金和材料专家，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
主持 30 多项国家、省、市和企业科研项目，有
18 项成果获国家、省、市科学技术奖，包括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6 项。

身为工科教授，李烈军的科研任务十分
繁重，可他依然主动请缨担任两个本科班和
1 个博士班的班主任，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育
人和科研中，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在学生眼
里，李烈军是一位近乎完美的“好导师”“好朋
友”……亦师亦友亦家人，成为李老师在学生
们心中的情感符号。

2015 年，李烈军和他的学生们可谓喜事
连连。他主持的“高压高钢级厚壁海管开发及
在南海深水天然气项目应用”项目，荣获广东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产品已应用到我国南
海天然气田开采中，推进了我国海洋能源战
略的有效实施。

同年底，李烈军任班主任的 2012 金属材料
成型与控制班参加了华工校园十佳班集体的竞
选，在华工 600 多个本科班中脱颖而出，荣获华
工“校园十佳班集体”，这是华工本科班级集体
的最高荣誉。同时该班也荣获学校五四红旗团
支部。该班同学共 34 人，除了保研、考研和出国
外，其余的同学都拿到了理想的 offer（工作合
约）。此外，李烈军带的首批 3 位 2013 级硕土生
中有两位将到华为工作，他带的第一位博士生
写的第一篇论文被行业顶级刊物录用，一位博
士后也在行业顶级刊物发表了 3 篇论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10 年李烈军作为一
名企业科技人员由广钢来到华工，而这些成绩
都是他在短短五年内取得的。

华丽转身的背后

华南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
大学，首批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
设院校之一，进人要求十分严格。2010 年，李烈
军毅然辞去广州钢铁企业集团研发中心（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主任职务，以一名企业科技
人员的身份进入华工。当时朋友们都为他担
心，企业领导所拥有的资源不复存在，辉煌全
留在过去，一切将清零，重新开始。面对全新的
环境、未知的将来，他，能行吗？

事实上，局面比想象的还要艰难，没有自
己的实验室，没有经费，没有课题和学生，所有
事情都必须自己做，哪怕复印一张纸都要亲自
跑动。由于高校有不同于企业的评价体系，李
烈军过去发表的论文和承担的项目没有一项
符合当时高校的资格要求，因此 2011 年李烈
军没有获批导师资格，这意味着他不能带研究
生。李烈军举步维艰，他进入高校的决定正确
吗？一般患得患失的人可能就此意志消沉，但
是李烈军天生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长期的磨
练已使他的生命之根深深扎入生活，他对待困
难毫无畏惧，愈挫愈勇。

评导师需要论文，他开始写，一年内发表
了 5 篇高水平的论文；导师的资格要项目，他
开始申请，从策划、组织、撰写、修改、打印、装
订等，所有的一切都由他一个人完成，一年内
申报并获批了 6 项课题；社会服务也是高校的
职能，他开始调研，广东的金属材料加工行业
跑了个遍。如果说 2015 年是李烈军的丰收年，
那 2011 年就是他的开局之年，他拿出拼命三
郎的劲儿，每天只睡不到 6 小时。

“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我一年必须干
五年的活。”李烈军这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业绩突出，2012 年 6
月，李烈军同时获批硕导和博导资格。他坚信

“办法总比困难多”，怨天尤人没有用。在企业
体制下，他如鱼得水；在高校体制下，他又取得
了开门红。

彭政务是 2011 年别的导师招的研究生，
2012 年转为李烈军的研究生，正式成为他的

“开山弟子”，并为他的个人魅力折服，2013 年
转为他的博士生，并立志做老师那样的“钢铁
人”。李烈军虽然生活中对学生宽松，但学业
上要求十分严格，既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弄
虚作假。

彭政务告诉记者：“看到同级的博士生都
已有文章发表，我很着急，但老师要求我对实
验结果不断深入、反复验证，绝不能把有问题、
不成熟的东西拿出去。但当去年老师鼓励我把
第一篇文章投到行业顶级期刊 MSEA 时，我还
有些担心和缺乏信心，结果文章很快被录用、
发表，真佩服老师的科研水平和敬业精神！”

就是在李教授这样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
导下，他带的学生们厚积薄发，2015 年内发表

了 10 篇英文学术论文，其中 6 篇为 SCI 索引。
李烈军的科研能力、敬业精神和立人情怀很快
名声在外，因此报考时倾慕他的学生很多。

李烈军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发挥整合资源
能力强的优势，以先进金属材料研究为方向，
将单一的材料研究，拓展到集智能制造、自动
控制、仿真等为一体的系统研究，打造多专业、
跨学科、有特色的研究团队，并与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
同时和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李烈军围绕着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对新材料
的要求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不断超越。

此外，李烈军兼任了广州（越秀）博士联合
会会长、广东省企业品牌促进会副会长、韶关
市华工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院长等社会职务。
近年来致力于把高校的智慧与社会对接，有效
地推动了高校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由于
李烈军服务社会的突出贡献，他荣获了 2013
年美丽南粤———广东年度贡献人物。

江苏大学副教授霍向东和李烈军有着长
期的科研合作关系，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我们的缘分从 2000 年我读博士期间到广
钢做课题开始，起初只是觉得他基础扎实，实
践经验丰富。但越接触越感觉‘仰之弥高’，李
烈军具有很强的把握科研方向、整合资源、管
理和创新能力，同时有丰富的工程背景和教育
科研经历，五年前到华工，如今建立了有特色、
跨学科的科研团队。‘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越
大的平台越能发挥他的优势，我很难想象五年
后、十年后李烈军会取得怎样的成绩。”

李烈军是个特别感恩的人，在采访中他反
复强调：“我的成就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离不开
各界朋友的支持，离不开华工这个大平台。华
南理工大学为我提供了宽松的科研环境，机械
与汽车工程学院和国家金属材料近净成形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我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条件，
当然，还要衷心感谢华工各级领导和师生员工
对我的帮助。”

又到了木棉花开的季节，华南理工大学那
高耸的木棉树和硕红的木棉花，不正象征着李
烈军蓬勃向上和生机勃勃的精神吗！

放弃是为了更高的追求

李烈军常自谦地说自己不聪明，但他从不
安于现状，勇于挑战自我，不懈追求人生目标。
李烈军的人生旅途并非一帆风顺，他出生于广
西玉林一个普通家庭。经历了三次高考，1977
年读高一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参加“文革”结束
后第一次高考，落榜；1978 年，考上中专，他毅
然决定放弃；1979 年，他被武汉钢铁学院（现武
汉科技大学）录取。

大学毕业后，李烈军被分配到位于广西偏
僻山区的三线军工企业———广西河池钢厂，本
来可选择到舒适的技术科工作，可他主动要求
到一线当炉前工。李烈军干遍了炉前 6 个岗
位，21 岁就已成为全厂第一个大学生炼钢炉
长。6 个月后，他又凭着名列第一的劳动竞赛成
绩，当上了“8 小时厂长”———生产值班主任，指

挥着从原料、冶炼到铸锭等工序一百多人的员
工队伍。这位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年轻大学
生让领导和工友们刮目相看。

如果李烈军当年在大家一片看好声中继
续干下去，也许人生轨迹将就此改写。彼时，改
革开放的春潮已呈席卷神州大地之势，李烈军
的心里也涌动着涟漪。他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应
该局限在这深山里，应该走出去拥抱更广阔的
天地。

那时研究生凤毛麟角，李烈军选择了考
研，继续深造。然而，李烈军研究生又考了三
次，面对每一次失败，他都会“自虐式”地调高
下一次努力的目标。“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
被录取了。1987 年，李烈军考上了我国钢铁行
业的最高学府———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
大学），这当中是怎样的自信和坚持啊！

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校园浓厚的学术
氛围令其陶醉，极大地开拓了李烈军的视野。
凡事喜欢刨根问底的他，潜心扎入了钢铁冶金
知识的海洋，刻苦的钻研使他练就了扎实的理
论基础，智慧的火光被不断擦亮。在北京读研
期间，李烈军的学术水平突飞猛进，而且他一
有空闲就去各大院校参访，为他以后从事科研
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1990 年，李烈军以优异成绩分配到广钢集
团工作。他怀揣着钢铁情怀来到改革开放的南
大门———广州，成为广钢集团 16000 多名员工
中的一员。当时广钢的研究生只有 5 人，他凭
着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快成
为广钢钢研所技术开发部部长。又一次惊人之
举，他要求下工厂一线，没有位置就从普通技
术人员干起，3 个月成了厂技术科副科长，4 个
月后当上厂长助理，5 个月后当上了副厂长，走
上了重要的一线领导岗位。此后他成为广钢集
团研发中心主任，教授级高工。2006 他又成为
了第一位来自企业界、由省长颁发聘书的广东
省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在广钢 20 年，李烈军主持了一系列的技
术开发工作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一位普通
的科技人员成长为集科研和管理于一身的综
合性人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 年李烈军
作为“大亚湾岭澳核电站工程用钢工发项目”
炼钢负责人，成功开发了岭澳核电站工程用
钢，并一举中标“大亚湾二期岭澳核电站工
程”，使广钢成为该项目唯一的钢材供应商。而
在此之前，大亚湾一期工程所需钢材全部依赖
进口。由于李烈军在广钢期间所作的重大贡
献，他荣获了广州钢铁工业五十年杰出人物、
广州市优秀专家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各
种荣誉。

2010 年，已接近“知天命”之年的李烈军又
一次选择放弃，从广钢的科研骨干到华工教
授，他又一次完成了人生角色的重要转变。他
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三次高考，三次考研，三
次放弃。他放弃了广西河池钢厂看似光明的未
来；放弃科长的位置做了一线技术员；放弃广
钢的领导位置到高校做了一名普通教师。表面
上看，他放弃的是别人渴望的工作和生活，而
选择的是未知的将来；而实际上，这才是他充

满智慧的人生选择和勇攀高峰的人生追求的
真实体现。

面对未知，李烈军没有丝毫恐惧，因为他的
生命之根深深扎入生活，因为他坚信“未来一定
比现在好”。李烈军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没有特
殊的运气，甚至如他所说没有特殊的智力，但他
的每一次放弃和每一次选择，他都再创人生高
峰。正应了那句：放弃是为了更高的追求！

梦圆教育，立人情怀

李烈军的人生还会再一次放弃吗？是否还
有更高的追求？他回答：“教育是最伟大的事
业，我通过帮助学生成就实现自我的价值，这
是我人生的归宿啊！我热爱教育，并享受教育
的过程。”

李烈军是个很真实的人，从不伪装，也不
会掩饰，他坦言自己在“立人”过程中收获了快
乐，如果单纯牺牲自己、无私奉献，绝不可能产
生对教育事业由衷的热爱。“立人”始终是李烈
军的理想，他的特点是开放包容、真诚待人，从
炉前工开始，他就努力帮助别人，成为企业领
导后，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员工成长。进入华
工不久他请缨做 2012 级金属材料成型与控制
班的班主任，很多人不理解，已经是教授、博导
了还去当班主任，做孩子王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又不能马上见到成效，图什么呢？李烈
军说：“能够塑造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看到
学生成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在班长廖结莹眼中李烈军精力充沛，处处
传播正能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她不吝溢美之词地称赞着自己的老师：“李
老师就是同学们人生路上的灯塔，照亮了我们
前进的方向。”

廖结莹告诉记者，自己的老师非常负责
任。“新生入学刚到大学城报到时，同学们见到
的第一位老师就是班主任李老师。李老师对学
生一视同仁，严抓学习纪律，大三学年全班无
一人次挂科。李老师经常请社会名流给我们开
主题班会、办讲座，开展素质拓展活动，仅去年
暑期就带我们参观学习了 10 多个珠三角的名
企。我们班的学生很多都是从外专业调剂来
的，原先不很自信，李老师经常用自己的经历
和成功激励我们，并无私地提供帮助，我们感
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

霍向东讲了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
2012 年 11 月他和李烈军两人约好到马鞍山参
加“第七届全国高校冶金院长论坛”。可是，直
到次日凌晨 2 点，李烈军才风尘仆仆地赶到下
榻的宾馆。原来，为了不错过同学们的新生文
艺汇演，李烈军看完班上同学们的表演才半夜
里驱车前往广州白云机场，赶飞南京的最后一
个航班，不巧飞机还晚点了。即便如此，稍作休
息后他又神采奕奕地参加会议。“即使精力再
充沛，也是 50 岁的人啊！”霍老师感叹道。

注重实践是李烈军的一大教育特色，李烈
军带的第一批 3 位硕士生将于 2016 年毕业，
其中牛建伟和刘海军已经同华为签约，作为材
料加工专业的研究生，能被华为录用是相当不

容易的。牛建伟说：“我入学时来自一个普通的
本科学校，并不自信，李老师从各方面帮助我
成长，和华为签约主要是在老师提供的企业实
践平台上，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弥补不足。”刘海
军告诉记者，当他在企业实践遇到困难、情绪
低落时，李老师总是通过言行启发他“方法总
比困难多”。

在学生眼里，李烈军是一个有梦想有情怀
的人，并且富有激情。他热爱工作，同企业和科
研院所有广泛的合作，善于整合资源，更乐于
和他人分享，实现共赢、多赢；他热爱学生，对
学生倾注了浓郁的感情，华工“我最喜爱的导
师”之殊荣见证了李烈军的赤诚真心；他热爱
生活，经常组织户外活动，例如篮球羽毛球比
赛、爬山登峰、参观恒大足球学校等，提高了
团队的凝聚力。2015 年 7 月，他带领课题组 20
多名师生参加了在贵阳召开的“中国材料大
会”，并且特意去龙场驿的阳明洞，寻找阳明
精神，体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丰富自己的
教育思想。

博士生胡玲感受最深的就是李老师博大
的胸怀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并且从不满足，一
直在努力完善自己。2016 年即将毕业的研究生
郭如峰有思想、爱学习，但在课题组不是很活
跃，李老师选择去恒大足球学校参观的时机让
他来组织活动，后来他变得阳光、积极了。李烈
军有自己的教育方法：“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
完善人、传递正能量，引导学生去领悟，我从不
强加于人，临门一脚必须由学生自己完成。”这
就是“润物细无声”吧！

已出站博士后、教授级高工高吉祥介绍：
“从广钢到华工，我一直追随李老师，就是因为
李老师富有大智慧大情怀，犹如一座宝藏，总
有我挖掘不完的智慧之金石，人生财富。”

“别的老师只是告诉学生大海的方向，而
李老师则把我们带到海边，任大家捡拾自己喜
欢的贝壳。”博士后孙海波以散文般的语言描
述李烈军帮助学生成长的情怀。

2015 年 12 月，李烈军所带的班级荣获华
工“校园十佳班集体”。作为志同道合的好朋
友，霍向东见证了华工“校园十佳班集体”评选
的全过程，他回忆道：“李烈军和同学们把大学
四年的生活浓缩成 7 分钟的舞台表演，在决赛
现场引起了轰动。最后一幕毕业留念，同学们
想起班里最重要的一员，纷纷呼喊‘李哥，李
哥’，学生对他的敬爱和亲密之情让我这个当
老师的都有点嫉妒，自愧不如。”

霍向东告诉记者，他们在长期的科研合作
和教学实践中渐渐形成了“知行合一、致真立
人”的教育理念，而李烈军自身就是对这一理
念的最好诠释：“‘知行合一’就是接地气，他永
远扎根生活，并把这种精神溶入他的教育思
想。李烈军具有包容、激情、细心等优秀品格，
无私爱护每一个学生，引导他们从平凡走向卓
越，这都源自他博大的‘立人’情怀，当然‘真’
已经溶入他的血液，进入他的灵魂，体现在他
教书育人、科研创新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李烈军谈到对高校如何落实“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时表示：“现在创新已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李克强总理提出到 2020 年我
国要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看似创新以企业
为主体，实际人才是创新的根本，高校就成为
创新的源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目前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到 2020 年
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高等教育的责任
重大。”

谈到高等教育，李烈军也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人才培养就是帮助学生实现几个层次的
独立。经济独立，有一技之长，‘授人以渔’；思
想独立，勇于挑战权威，才能不断创新；精神独
立，不完全依赖于社会评价，才能‘板凳要坐十
年冷’，坚持创新，矢志不渝；最终要使学生完
成自我实现，达到人格独立。”

“华工的校训‘博学慎思 明辨笃行’正是帮
助学生树立的途径。既要广泛学习，又要践履
所学，这不正是‘知行合一’嘛！否则好高骛远，
落不到实处，就流于空谈了。”李烈军说，“我和
霍向东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认为‘知行合
一’的落脚点是‘真’，科研追求真理，在社会上
真诚待人，并且真心明白自己的追求和兴趣所
在，不自欺欺人，坚持科研创新。‘真’就是‘立
人’的灵魂，创新的保证。”

最后李烈军谦虚地说：“这只是我们的一
家之言，抛砖引玉吧！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和实
践，和国内外同行交流，影响更多的人关注教
育、研究教育、献身教育，为高等教育的发展
尽绵薄之力，为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尽绵薄
之力。”

这就是真实的李烈军，从广西玉林走出的
寒门学子，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事业的追
求，破茧成蝶，披沙拣金，从一名大学生炉前工
成长为新一代冶金和材料专家，从一名企业领
导跨界成为优秀的大学教授。

李烈军的经历也许称不上传奇，成就难言
最为辉煌，但他的生命深深扎根于生活，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实现一个又一个目
标，完成一次又一次超越，脚踏实地，志存高
远。“笋因落箨方成竹，鱼为奔波始化龙”，只有
在这片古老而生机勃勃的神州大地上才会出
现这样精彩的励志人生，正是无数这样的精彩
人生描绘着绚丽多彩的伟大中国梦！

知行合一接地气 致真立人勇登攀
———记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烈军的励志人生

姻本报记者 朱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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