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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 又有了
新想法。’ 这是朱总常挂在嘴边的话，
这些想法， 经过验证， 绝大部分真的
可行。”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复杂结构研究院钢结构所所长张
琳眼里，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 复杂结构研究院党支
部书记， 全国劳模朱忠义是一个能常
常创新的人。

张琳记得， 和朱忠义第一次见面，
是在2008年， 他刚刚研究生毕业， 走
出校园， 当时公司承接了深圳机场T3
航站楼的设计工作， 他和朱忠义一起
在深圳现场办公， 第一次直接感受到
了朱忠义的劳模精神。当时设计任务比
较重， 朱忠义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工
作，每天从早8点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2
点，除了吃饭、上厕所的时间外没有休
息时间，更别提周末了。“当时对于刚毕
业的我来说，有些迷茫，也有些吃不消，
但朱总身先士卒的劳模精神深深地感
染了我，也使我慢慢进入了状态。 ”

张琳印象里， 每次跟朱忠义出差，

无论飞机还是高铁， 一路上都是朱忠
义的工作或学习时间。 记得有次从厦
门飞北京， 飞机刚到巡航高度， 朱忠
义就拿出笔记本电脑， 认真看起了资
料。 那趟航班非常颠簸， 坐一旁的张
琳已经处于晕机状态了，而朱忠义却若
无其事地继续看资料。 “飞机落地的时
候，我说‘今天飞机太颠了，都晕机了’，
他却说‘有吗？我没怎么感觉到颠啊。’”

让张琳最难忘的是，朱忠义负责设
计“中国天眼”FAST主动反射面主体支
承结构，助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的故事。 “当时公司组织全体职工疗
休养， 可是朱忠义心思不在疗休养上，
而是一门心思想着中国天眼的索网找
形问题。 当时他的灵思一动，想出了创
新方法，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团队结束
疗休养，返回办公室工作。 ”

最终， 朱忠义创新解决了中国天
眼多项问题及重大工程技术， 有效解
决了复杂山地环境巨型支承结构受力
不均匀和主动变位的索网形态分析问
题， 与合作方共同研发了索网连接节

点、制作安装标准，实现了超高精度、可
主动变位的反射面主体结构。相关设计
和研究成果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为
FAST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卡塔尔卢赛尔体育场是2022年
世界杯足球赛的主体育场， 朱总带领
我们在前期方案的研究过程中， 针对
棘手的大跨度索膜结构局部刚度问题，
对比了十几种方案， 持续了一个月研
究后选择最优的方案。” 在钢结构所结
构工程师白光波眼里， 朱忠义对工作
总是追求极致的完美。

生活上，朱忠义给张琳、白光波等
同事的感觉是平易近人。 “我2004年刚
毕业时，父亲得了一场重病，我请了一
个月假期。 朱总经常开导我，并帮我引
荐医院和医生，让我渡过了成长中最艰
难的一段时间。 ”张琳说。 白光波讲述，
“生活上，朱总很关心人，只要是年轻人
买房， 他都会力所能及借钱给年轻职
工， 真金白银地解决大家的燃眉之急。
朱总获得了各种荣誉，社会地位也显著
提高，但他生活始终艰苦朴素，每天依

然挤地铁上下班。他对物质没有特别的
追求，全部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 ”

张琳至今记得， 2015年到2019年
间， 朱忠义参与设计的中国天眼、 大
兴机场、国家速滑馆及卡塔尔项目的设
计和施工交叉进行，工作非常繁忙。 每
天工作到深夜，没有假期是他的生活常
态。 他觉得最亏欠的是年逾古稀的母
亲，在大兴机场设计期间，母亲生病，他
都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法照顾。 在2004
年T3航站楼建设最紧张的时期， 他长
驻现场，经常一待就两三个月。一次，朱
忠义的妻子接婆婆从山东老家来北京
检查身体，担心影响他工作，就没有告
诉他。 母亲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回山
东前想见儿子，于是妻子带着婆婆乘大
巴来到现场。看到母亲突然来到施工现
场，朱总百感交集：“妈，您怎么来了？ ”
母亲心疼又无奈地说：“我来北京快一
个月了，一面都没见上你，你回不去，我
来看看你。 ”朱总的母亲又接着说：“孩
子，好好工作， 做出成绩， 回报国家的
培养， 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杨主任经常对我们讲， 我们接
触的病人都是残疾人， 我们工作的时
候， 要抱着一颗善心。” 北京康复医院
骨科医生李强说。 李强口中的杨主任
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骨科一康复中心主任杨华清。

科室接诊的病人大多患有小儿麻
痹后遗症、 先天性的马蹄足等。 这些疾
病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但是
他们接触到的病人， 往往家庭条件不
好，没有及时医治，已经错过了最佳治
疗期。 面对这些病患，杨华清经常嘱咐
他们，能照顾就照顾。 “就拿收费来说，
同一病种，在我们这治疗的费用往往是
其他医院的一半以下。” 李强说。

为了方便患者咨询， 杨华清还公
开了自己的两个手机号码， 免费为患
者解答问题。 每周二上午是他的专家
门诊， 只要是外地患者找他看病， 到
中午饭点的时候， 他都会用自己的饭

卡， 给病人打一份饭。 “杨主任的做
法令我们非常钦佩。” 李强说。

除了热心面对病患， 杨华清的科
研创新能力同样令科室医生敬佩。 目
前，杨华清已经拿到了30余项专利。 他
带领的创新工作室 ，2016年还获得了
市级创新工作室称号。 “我是杨华清医
生的徒弟，也是创新工作室的成员。 这
些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对治疗器械
以及手术技术都进行了改良， 缩短了
治疗周期，改善了治疗效果。 ”北京康
复医院骨科医生章耀华自豪地说。

章耀华介绍说， 他们长期从事肢
体畸形与残疾的矫形与康复治疗。 他
们的工作就是帮助患者进行肢体功能
的重建。 治疗这类疾病的器械， 大都
比较陈旧。 现在应用的一些器械往往
与十几、 二十年前的没有太大变化 。
针对这些器械的缺陷和不足， 杨华清
带领工作室的成员进行了创新与改

良。 “改良， 有时候很不起眼。 可能
就是多加了一个针或者一个弹簧， 但
是实际临床中， 医生应用起来会方便
很多， 治疗效果也会更好。”

开展创新性工作， 杨华清和团队
的成员们也遇到过很多困难。 比如在
创新微创截骨技术的过程中， 动物试
验阶段的某些样本中， 效果并不理想。
但是他们不停摸索， 终于积累出了一
套创新体系。 “杨医生经常告诉我们，
我们跟做芯片、 航天工程的科学家不
一样。 我们就是普通的临床医生， 我
们创新的目的就是要满足病人需求和
我们工作的需要。” 章耀华介绍道。

多年来， 杨华清一直将全身心都
扑在工作上。 “杨医生的家离医院很
远。 为了学习最新的知识和技术， 平
时， 他经常住医院宿舍， 周末才回家。
我有时候值班， 晚上10点左右下班的
时候， 他还在办公室里学习。”

其实， 杨华清不仅自己好学， 也
在督促身边的年轻医生们不断学习 。
“我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 ， 就是本科
毕业 。 因为工作也比较忙 ， 原本没
有再读学历的想 法 ， 后来是在杨主
任的督促下， 我才又开始学习、 考试，
并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 现在， 我在
准备考博士研究生。” 李强回忆说。

在李强心中， 杨华清不仅是医院
骨科的学科带头人，更是他们攻关路上
的激励者。杨华清经常嘱咐他们每天晚
上8点是黄金学习时间， 这个时间段要
学习。 “我经常想，步入工作岗位之后，
还有人来监督我学习，这太难得了。 此
外，杨主任还督促我们要树立个人专业
方向。比如杨主任给我定的方向就是骨
科的微创手术。 在杨主任的指导下，简
单的手术， 现在我已经可以独立完成
了。”李强说，“无论是做人，还是搞技术
攻关，杨主任都是我们的领头羊。”

全国劳动模范

朱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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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科室带头人，也是攻关路上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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