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荣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
程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报记者 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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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父母心 为国育桃李

钢铁工业的建设发展时期， 他在
工厂车间挥汗如雨， 鼎力实践； 钢铁
工业的快速发展时期， 他在科技前沿
苦心钻研， 探索创新； 钢铁工业的转
型发展时期， 他在教育一线惠泽桃李，
放眼未来； 他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冶金
与生态工程学院终身教授、 博士生导
师朱荣。 他常说， 师者， 传道授业解
惑也； 研者， 理论技术研发也。 朱荣
教授踏入冶金领域近40年来， 以一颗
初心矢志求索， 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
运紧密结合， 勇担 “钢铁强国” 的历
史使命。

实践： 一颗初心投身事业

1979年， 朱荣抱着一颗科技报国
之心报考江西冶金学院 （现江西理工
大学） 自此与钢铁冶金领域结缘。 近
40年来， 他两度求学， 7年实践工作，
20年科研育人， 一直致力于我国钢铁
冶金领域的绿色化、 智能化发展。 他
在学习中善钻研 ， 在工作中重实践 ，
在科研中求创新， 在教育中讲未来。

有如此深刻认识的原因， 离不开
曾经的他以一颗丹心投身实践 , 在企
业中做出了超凡的业绩； 如今他怀着
一颗初心继续求索， 着眼钢铁冶金之
前景， 矢志科研与教育工作。

时光追溯至1979年， 在社会急需
人才的改革开放初期， 有志青年必怀
报国丹心， 浩浩荡荡投入改革发展的
洪流。 这一年， 17岁的朱荣报考了江
西冶金学院。 在他青年时期， 长达10
年的学习与工作中 “实践” 二字贯穿
始终。 大学期间， 朱荣印象最深的是
他的实习经历。

他的实习经历主要有两个阶段 ：
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 大学的生产实
习一般放在夏季， 天气本来炎热， 又
是冶炼工厂的炼钢炉前， 温度之高可
想而知。

在这样的条件下， 朱荣把自己当
作 “小学徒” 而不是大学生， 甩煤锹、
取样、 跑腿， 以工人为师， 在实践中
求学。 毕业实习时选择课题。 他选择
了电炉炼钢。 跟随导师与工厂的工程
师学习实践5个月， 最后在工厂进行毕

业答辩， 成绩优异。
朱荣在最需要自己的岗位上圆满

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但人生的轨
迹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次因工伤带来
的休假培训给了朱荣赴北京科技大学
交流学习的机会。 来到北京， 进入全
国高级工程师培训班， 接触到国内钢
铁冶金领域顶尖的教授， 朱荣的热血
丹心再次燃烧， 7年的一线工作经历让
他认识到企业的生产实际与国外先进
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 也深刻意识到
在企业无法改变中国钢铁产业工艺落
后的现状， 要想为国家做更大贡献就
要革新工艺技术， 要想发展工艺技术
就要掌握更多的知识。 于是在1990年，
朱荣报考了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专
业研究生， 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二度求
学之路。

教学： 有效性是教学的生命

学生学到了什么 ？ 收获了没有 ？
提高了多少？ 能否学以致用？ 这是朱
荣教授从教22年来经常思考的问题。

“刚入校门的学生起点相差不大，
之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出现优良
差等差别， 一定和教育教学密切相关。
教学过程中， 学生由不知不懂到活学
活用， 由不感兴趣到认真听讲， 才是
教学成功的所在。” 朱荣告诉记者， 自
己一直秉承 “师者父母心” 的教育理
念， 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 在父母
的眼中， 没有坏孩子， 只有淘气但可
以教育好的孩子。

多年的教学一线工作经历和经验
以及坚定的 “立德树人” 信念， 让朱
荣形成了独特的教学理念： 公平、 公
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绝不戴有色眼
镜只以成绩论断学生的好坏 ， 实施
“成才” 加 “成人” 的教育， 在教学的
同时， 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个
人修养， 以人格魅力影响学生诚实做
人、 踏实做事。

“我在讲课时力求拓展课堂的宽
度， 不断挖掘课堂的深度， 努力延伸
课堂的广度， 着力突出课堂的维度。”
朱荣说， 在做知识传授者的同时， 他
更把自己当作学生探求知识的同行者。

与此同时， 他积极帮助学生做好人生、
事业、 学业上的规划， 让学生清楚地
明白， 大学生活和大学学习并非单纯
地求得一纸文凭， 更多的是在追求真
理和掌握知识的过程中为自己的未来
夯实基础、 做好铺垫。 他始终教导学
生， 只要坚持， 就一定能够成功。

从他的谈话中， 记者对 “优秀教
师” 的标准有了新的定义： 并非一个
个荣誉的头衔， 并非一系列硬性的要
求， 亦并非完成固有的量化指标， 而
是爱生如子的园丁精神， 执着从教的
敬业情怀和可贵的钻研品质。

科研： 争做行业的排头兵

要体现自身的价值，为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朱荣教授有针对性地在自己所
擅长的领域进行创新，与社会的需求相
结合， 不断对新的研究成果进行转化，
使校园更好地与企业和社会对接。

2003年 , 在 “钢铁冶金学 ” 这门
课的课堂上 , 有同学提出一个问题 ：
为什么转炉炼钢的烟尘如此大 , 难道
就没有办法解决吗？

这一问题看似简单， 却成为了朱
荣技术突破的灵感火花。 随后的几个
月中， 他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对转炉
炼钢烟尘的产生进行了大量研究， 得
出了烟尘的产生原因是转炉熔池火点
区温度过高导致铁元素快速蒸发氧化，
随烟气排放形成大量炼钢粉尘。

他带领团队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发
现： 将自然界中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
氧化碳应用于炼钢喷吹过程可有效解
决这一问题 。 这是一项既节能环保 ，
又有经济效益的发明创造。 最终， 项
目组在首钢京唐3001转炉进行大规模
的工业示范， 取得了减少污染排放的
试验效果， 目前项目正加紧工程建设。

“由此可见， 钢铁冶金产业并非
‘夕阳产业’， 而是发展产业。 迄今为
止， 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替代钢铁。
钢铁冶金领域在当下还有无限的发展
前景， 冶金节能技术、 冶金绿色环保
等技术还在不断开发和发展。” 朱荣告
诉记者， 近40年来， 冶金行业在蓬勃
发展， 他对冶金领域的研究在与时俱
进； 冶金技术一直在革新， 对钢铁冶
金行业的一颗真心一直不变。

走进高端金属材料特种熔炼与制
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 “集智创新 、
鼎力实践 ” 八个字悬挂于墙壁正中 。
这八个字是朱荣教授结合自身近40年
科研工作凝练出的信条， 也是朱荣所
带领的科研团队的座右铭， 如今还被
许多到过这个实验室参观的钢铁企业
家引为宗旨。 奋战在一线的科研工作
者们怀揣满腔报国热忱， 将个人理想
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 ， 实现了
“钢铁强国” 的历史使命， 为国家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 , 为后来学者积累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