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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的守护与创新

——金龙教授祝贺石 家庄铁道大学建校 ７０ 周 年访谈

杨继 成

（ 石 家庄铁道 大学 学报编辑部 ， 河北 石 家庄 ０ ５００ ４３ ）

摘 要 ： 在 石 家庄 铁道 大 学建校 ７ ０ 周 年庆 典前 夕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曰

， 本 刊 副 主编在 北 京

与 国 家铁路 局 装 备技 术 中 心高铁 所 所长 金龙 教授就工 程 教育 实 践 中 守 护 与 创 新 的 关 系 进行 了

访谈 。 金教授认 为 ， 学校 的 发展 是 守 护 和 创 新 的 对立 统 一 。 在 学 校 办 学 理 念 、 服务 面 向 、 工 程

教育 改 革 实践 中 应对 守 护 和创 新 的 关 系保 持清 醒 的 认 知 ， 时 刻 把 握 住 主 要 矛 盾 和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 正 确 处理 守 护 与 创 新 的 统一 性 （ 同 一 性 ） 和对 立性 ， 才 能 有 效推 动 学校发 展 。 现将 访谈 内

容整 理成 文 ， 以 飨读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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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谈者简介 ：
金 龙 ， 男 ，

１ ９６ ７ 年 ７ 月

出 生 ， 中 共 党 员 ，
１ ９９３

—

２０ １ ５ 年在 石家 庄铁

道大 学 工 作 ，
２００６ 年获 得教 授 职 称 。 曾 任

石 家庄铁 道 大 学 教 务处 副 处长 、 高 专 学 院

副 院 长 、研 究 生 学 院 副 院 长 、 图 书 馆 馆 长 、

交 通运输 学 院 院长 。 曾 获得 国 家 级教 学 成

果 奖 １ 项 、河 北省 教 学 成 果 奖 ３ 项 、 河 北 省

科技 进步 二 等 奖 １ 项 ＾２０ １ ５ 年调 入 国 家铁

路局 装备 技 术 中 心 工 作 ， 现 任 髙 速铁 路 技

术研究 所所长 。

杨继成 ：
金教授 您好 ！ 谢谢 您接 受我

们 的访谈 。 今年是石 家庄铁道大学 建校 ７０

周 年 ， 学校将举行 一 系 列 的 庆祝活动 并 开

展丰 富 的 学 术 活动 。 您 曾 在 学校 工 作 多

年 ， 对学校有很深的 感 情 ，
欢迎您校庆 期 间

回 学校参加 活动 ， 也期 待您 对 学校发展提

出 意见建议 。

金教授 ：谢谢杨主编 ！ 我 １ ９９３ 年研究生毕业

后就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工作 ， ２０ １ ５ 年工作调人国

家铁路局装 备技 术 中 心工 作 ， 在 学校工 作 了２ ２

年 。 这 ２２ 年里 ，我 曾在隧道教研室 、教务处 、髙专

学院 、研究生学院 、 图 书馆和 交通运输学院工作 ，

在每
一个工作 岗位上我都遇到 了 给我教诲 、 帮助

和支持的领导 、老师 、 同事和朋 友 ，结下 了深深的

友谊 ，值得我 终身珍惜 。 这 ２ ２ 年 ，应 当也是我职

业生涯最年富 力强的 时期 ，我见证 和参与 了 学校

转制 、专业扩展 、增硕争博 、教学评估 、大学更名等

学校发展历史 上的重大事件 ， 这是学校的壮大 ，也

记录着我个人的成长和走 过的人生道路 ，值得我

铭 记和骄傲 ， 当然 更值得 我终身感恩 。 在学校建

校 ７０ 周年校庆来临之际 ，请允许我向学校致以热

烈祝贺 ！

学校在
“

十 三五 ”

期 间变化巨 大 ，取得 了辉煌

的办学成绩 ，我为 学校感 到 高兴 ！ 学校发展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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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 的命题 ，涉及到 硬件软件 ，涉及到政策制度 ，

涉及到教师学生 ，我只是从教育的视角 ，从守 护与

创新的关系方面谈一点粗浅 的认识作为参考 。

大学是知识文化守护 的堡垒 ， 也是创新 的前

沿 。 传承 、保存 、坚持 ， 这属 于守 护 的 范畴 ， 而探

索 、开拓 、创造这属于创 新的范畴 。 守护和创新是

一对矛盾 。 韩愈说 ，不破不立 、 不塞不流 、不止不

行 。 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 的动力 ， 所以说大学的

发展就是靠守护和创新实现的 ， 没有创新开拓 ，就

只能故步 自 封 ，没有守护坚持 ，就会得此失彼 。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 ，处理好守护和创 新的关系是学

校发展的关键 问题之
一

。 在涉及学校发展 的办学

理念和特色 、服务面向 和领域 、人才培养 的 目标和

内涵等问题上 ，什么东西需要守护 、什么东西需要

创新 ，什么时候需要守护 、什么时候需要创新 ？ 往

往需要审时度势 、 与 时俱进 ，正确运用矛盾论的基

本理论 ，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 这可 能是一个非常

艰难的选择 ，但要求我们 办学者必 须时刻保持清

晰 的认知 。 前段时 间 ， 我得知学校 的科技部 门认

真梳理学校 的科研资源 ， 提 出 了
“

做有组织 的科

研
”

这样一个概念 ， 我 很受教育启 发 。 所谓有组

织 ，

一

方面是建立 团 队 ，提高效率 ； 另
一

方面应是

加强引 导 ， 指 明方 向 。 在引 导 、 指 明方 向 的 问题

上 ，他们
一

方面认为应 当 守护好 自 己 独特的学科

优势和技术实力 ， 在最擅长的领域继续做精做强 ，

另
一

方面也是引 导大家不断开拓新的科研领域 ，

积累新的科技资源 ，壮大我们 的科研实力 ，这应当

是对守护和创新关系正确 的处理和运用 ， 符合矛

盾论和实践论 。

杨继成 ： 石 家 庄铁道 大 学是一 所特 色

鲜 明 的 学校 ， 特 色发 展也是 学校长期 以 来

始 终坚持 的 强校 战略 ， 您如何看待 学 校的

办 学特 色和特 色 办 学 的战略？

金教授 ：办学特色是我们独特 的办学风格和

独到 的办学理念 ， 是我们 师生 员 工 区别 于其他学

校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这是学校长期 积淀形

成的 ，短期 内不会发生快速剧烈 的变化 ，应 以坚持

和守护为主 。

学校有 ３ ４ 年的铁道兵军校生涯 ， 为学校 留下

了
“

志在 四方 ， 艰苦创业
”

的铁道 兵军魂文化 ；
有

１ ６ 年铁路行业办学的历史 ， 学校主 动适应 国 家铁

路建设实际需要 ，

“

教书 育人 ， 面向 施工生产第
一

线
”

，把学研产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 了
“

校 企结合
”

的工程教育特色 ；学校转制河北省 后 ，进一步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建设 ，为学校扩大办学 、 提升综合实

力打开了 空 间 ，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 的
“

军魂

永驻 ， 校企结合 ， 育艰苦创业人
”

的 办学 特色非

常鲜 明 ， 这是学校差异化发展 ， 特色取胜很重要

的因素 ， 学校也 因此形成了 自 身 的优势 ，形成 了

自身的特色办学理念 。 这个办学理念学校也有过

进
一

步的概括 、提炼和阐述 ，应该就是
“

质量第一 ，

内涵发展 ， 特色取胜 ， 追求卓越 。 育人为本 ， 德

育为先 ， 志在 四方 ， 艰苦创业 。
德才 双馨 ， 率先

垂范 ， 严谨治 学 ， 精心育人
”

。 它 涵盖 了 学校办

学 、 育人 、 为师 的价值取 向 ， 是师生员 工行动的先

导 。 坚持和守护我们 的办 学理念 ，就 是通过价值

取向 的人心人脑 ，转化成每
一

个铁大 人的行动 自

觉 ，转化成为每一个铁大人的精神 品格 。

最近 ２０ 年来 ，学 校一 边服务铁 路行业 ，

一边

在服务河北 、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领域不断开拓 ，

在这个过程 中总要不断进人新 的领域 ，接触新的

文化 ，融人新 的理念 ，但是特色要做到
“

移步而不

变形
”

，特色办学 、特色取胜的 战略不应动摇 。

杨继成 ：
服务铁路行业是石 家 庄铁道

大 学的 办 学传统 ， 学校 目 前也是 河北 省 、 教

育部 、 国 家铁路局共建高 校 ， 在服务铁路行

业方 面 上 我 们 怎 么 处 理 守 护 和 创 新 的

关 系 ？

金教授 ： 首先是做好办学传统的 守护 。 石家

庄铁道大学前身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

院 。 学校长期服务国 家及地方重大工程需要 ，尤

其是铁路建设工程需要 ， 打下 了 自 己 坚实 的办学

基础 。 学校在工程施工理论与技术开发方面形成

的
“

重大工程施工技术 、重大项 目 管理技术 、重大

结构设计技术 、重大装备制造技术 、重大灾害防治

技术
”

等学科和科研技术优势明显 ， 在铁路建设和

国防交通设施建设领 域也 占 据 了 自 己 的
一

席之

地 ，这是学校发展的出发点 ，必须守护好 ，保持好 ，

不能有办学阵地失守 的苗头和现象 。

再就是不断创新 ，拓展新 的办学领域和服务

面 向 。 铁路是
一个包含了规划设计 、工程建设 、装

备制造 、
运营管理 、安全监管 的大产业链条 ，仅是

铁路运输企业也是一个包含 了线路车站 、 通信信

号 、 机车车辆 、牵引供 电 、
客运货运 、运输调度的大

的联动系统 ，铁路又是综合交通体系 的骨干 ，并融

人到 国 民经济 中承担大动脉角 色 ， 因此对铁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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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教育服务和科研 服务 的空 间是广 阔 的 ， 我们

仅仅站稳铁路工程建设领域还不够 ， 应该跟进铁

路运输 、装备制造 、 物流运输等领域的 科技创新 ，

进一步拓展办学 和服务 的空 间 。 对于这个问 题 ，

过去我们在参与学校学科 、专业建设规划 时也常

说
“

对于铁路 ，我们线下还行 ， 线上还不行
”

，

“

全面

介人综合交通体系还面临 困难
”

等 ，说明我们在这

方面是早有认识的 ， 这些年虽然也取得 了不少新

的 突破 ，但相对于铁路行业的发展 和需求 ，应该说

还不够 。

杨继成 ： 在进
一

步服务铁路行业 ，拓展

新 的 办 学 领 域 方 面 您 有 什 么 更 具 体 的

建议 ？

金教授 ：首先 ，应 当始终保持对市场需求的敏

感 。 结合铁路运 输企业技术发 展需求 和 人才需

求 ，可 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探索 、 跟踪 、推进 、 引 领 。

一是在基础和前沿理论方面 ， 主要包括传统
“

轮轨

关系 、 弓 网关系 、 流固关系
”

三大关系的 深化研究 ，

电磁兼容 、减振降噪等基础理论的研究 ，新材料 、

新工艺 、尤其是新技术如北斗 、 区块链 、童子通信 、

５Ｇ 等新技术在铁路领域的应用开展 ；
二是在应用

型 技术创新方面 ，主要包括如何深化勘察设计 、施

工建造 、客站建设等技术创新 ，提高铁路工程建设

水平 ；如何深化髙铁运维 、安 全保障 、应急救援 、运

输组织和服务 、经营管理 、 防灾减灾等关键技术研

究攻关 ，不断提髙铁路运 营管理水平 ； 如何推进铁

路关键技术装备 自 主研制 ，包括新一代复兴号高

速列 车 、新 型机车 车辆 、 高速列 车轻型化技术 、
新

一

代列 车运行控制技术 、新一代通信技术 、牵 引 供

电技术 的研发等 ； 如何结合我 国铁路建设运 营及

创新实践 ，持续完善铁路技术保 障体系 和铁路安

全保障体系 等 。 三是新
一

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 网

络安全的保障方面 ，主要包括新一 代铁路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和应用 ；铁路信息化运维管理水平 的

提升 ；铁路各领域数据信息 的采集 、传输 、存储 、挖

掘 、展示 、利用等 ；铁路网络安全和灾备 、风险 防控

和监督检査等 。

其次 ， 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 。 学校 的特色学

科和专业优势要积极融人产业发展 ， 并带动其它

学科专业介入 、渗透 ， 要 防止学 、 研孤 岛现象 。 产

学研合作是学校 的传统优势 ，学校 曾经与 中 国 铁

建 、 中 国 中铁等大型企业集 团 建立 过密切 的产学

研合作关系 ，这个在工程领域 的优 良 传统应该进
一步发扬到铁路运输企业 、铁路装 备制造企业乃

至铁路安全监 管部 门 。 铁路政企分开后 ，撤销铁

道部 ，组建了 国家铁路局和 国家铁路集 团 。 国家

铁路局作 为铁路行业监管部 门 ，不直接经营和管

理铁路运输任务 ， 而是主要 负责铁路监督管理的

法律法规 、
规章草案及铁路技术标准的拟定 ，铁路

安全生产监督 、铁路运输安全 、工程质量安全和设

备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运输和工程市场秩序 、铁路

的政府 间交流 与合作 等 。 这几年 ，学校和 国家铁

路局在法律研究与法规制定 、标准翻译 、工程安全

监管 、运输安 全监管 、 行政许可工作配合等方面做

了 不少工作 。

石家庄铁道大学 除 了工科 以外 ， 还有文理 经

管法教等学科 ， 而铁路作为行业 ，各学科专业都可

以找到在这个行业技术服务和 科技创新 的领域和

舞台 ，如铁路文化与艺术发展 、职工教育与培训 、

铁路公司 制 改革和股份制改造 ， 铁路走 出 去等 问

题 ，也都是我们 开展产学研合作的 很好命题和切

人点 。

第三 ，要有办开放大学的 理念 。 髙校 既是
一

个实体组织 ， 更是一个平 台组织 、 网络组织 、开放

组织 。 信息时代是小世界时代 ， 而且世界会越来

越小 ， ５Ｇ 的 时代更是天涯 比邻的时代 ， 尤其是 随

着信息采集 、传输 、存储 、挖掘 、 展示技术的进
一

步

发展 ，随着物联 网 、传感网 、视听穿戴设备 的进步 ，

人与 人的距离界限会更加缩小 ， 组织界限进一步

模糊 ，

“

你的所见就是我 的所 见 ， 你的 所得就是我

的所得
”

。 我们应该有那种
“

无穷的远方和无尽 的

人们 ，都和我有关
”

的胸怀视野 ， 将学校 打造成
一

个没有边界的 开放性平台 ， 努力 实现思 想的充分

融通及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联通 ， 让每个 人都可 以

围绕学校 的使命去参与价值创造 。 我注意到最近

学校成立 了外联处 ，

一是有组织 有意识地增加和

外部的联络对接 ， 同时也是搭建
一

个发挥校 友力

童并进
一

步服务校友 的平 台 ， 这是学校延伸办学

影响很重要的举措 ，也是开拓创新 的体现 ，应得到

进一步加强 。

杨继成 ：
目 前 学校在教育教 学 方 面 不

断推进新 工 科建设 ， 在 工程教育 的 问 题 上

如何处理守 护与 创新 的 关 系 ？

金教授 ：创 新应是 主旋律 ， 尤其是 在教学 内

容 、教学方法乃至教学模式的改革上 ，没有一劳永

逸 ，几乎是常 动常新 。 工程教育 是学校教育实践

活动 的主体 ， 工程教育也是随着 时代变革而不断

创新的 。 我们知道工程教育发端 于 １ ８ 世纪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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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办的军事与工程学 校 ，是工业革命和工程实

践发展的产物 。 在 ３００ 余年的历史进程 中 ，工程

教育根植于工程实 践的土壤 ， 以科学和技术的发

展为基础 ， 与各国 的工程实践形态相结合 ，随着时

代的推进不断分化与丰富 ，转 向与 回归 ，改革和演

进 ，这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 。 今天 ，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 大数据 、人工智 能 、 移动

互联 网 、云计算等新
一

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

展 ，社会变革速度进
一

步加快 ，新
一

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又对工程教育提 出 了新 的要求 ， 新工科

教育范式应运而生 ，正 当其时 。
正所谓

“

文章合为

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

，这是工程教育对时代

发展的 回应 ，也是开拓创新的体现 。

矛盾存在 于
一切事物并贯 穿事物发 展 的始

终 ， 不断改革创新 、 推陈 出 新是 推进工程教育改

革 ，培养卓越工程人才过程 中面临 的主要 矛盾或

者矛盾 的主要方面 。 当然创新是对传统的扬弃而

不是对传统 的全面否定和彻底 消灭 。 扬弃是指事

物在新陈代谢过程 中 ， 发扬 旧事物中积极 因素 ，抛

弃 旧事物中 的消极 因素 ；创新也从来不是 空穴来

风 ，无本之末 ， 而是需要前人科学基础和积淀 ，它

总是站在前人的基础和肩膀之上 ， 不能割裂历史

和联系 ； 创新还必须有理有据 、 实事求是 ， 经得起

实践检验 。

工科有 自 己 的独特 的职业文化素质要求和精

神 品质要求 ，我们在强调创新创业 、强调创新精神

的同 时也要坚守体现工科职业特点的执着 、专注 、

精益求精的品质素质 。 这是守护与创新矛盾的统
一性 （也叫 同

一性 ） 问题 。 在创新 中守护 ，在守护

中 创新 ，才能做到守正 出 新 。 在新 工科教育 的实

践 中 ， 我们应把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融为
一

体 ，我

们每个人都应成为具有创新精神 的工匠 ， 同时应

当成为具有工匠精神的创新创造者 。

杨继成 ：
近年 来 ，

“

大 国 工 匠
”

和
“

工 匠

精神
”

成为 各界关 注的 热 点 ，

“

工 匠精神
”

也

为铁路行业 大力 倡导 ， 您 怎 么 理解
“

工 匠精

神
”

？

金教授 ：

“

工匠
”

是一个古老 的名词 ，它是经过

社会分工 ，从农业生产 中脱离 出来 的手工业者 ，所

以 从
“

狭义
”

概念上来说 ， 工匠 就是 指有工艺专 长

的匠人 。 在生产力 不发 达的 时代 ，
工业产 品 的 生

产主要依靠手工业者 的技术或手艺 ，这是工匠谋

生的依靠 。 产品质量好 ， 才会有市场 ，有需求 ，受

人欢迎 ，工匠 的产品才能立住脚 ，工匠 自身 的生活

品质也才 能提 高 。 因 此 ，掌 握好技术 、 练就好手

艺 ，成为工匠们永无止境的 追求 。 他们 以精工细

作的态度意识 ，对其产品 和服务的每个环节 、每个

细节都精心打磨 ，做到极致 ；他们喜欢不断雕琢 自

己 的产品 ，不断改善 自 己 的工艺 ，享受着产品在双

手中升华的过程 。

“

工匠精神
”

就是对工匠 这种执

着 、专注 、精益求精的 职业特点 的概括 。 有人认为

它是一种传承守护 ， 也有人认 为
“

工 匠 精神
”

也是

创新精神 ，并赋予与时俱进 的符合时代特色的理

论品格和实践 品格 ，我觉得这是人类精神文化
“

守

护
”

与
“

创新
”

的辩证统
一

。

“

工匠精神
”

与创新驱动并行不悖 。

“

工 匠精

神
”

强调执着 、坚持 、专注甚至是陶醉 、痴迷 ， 但绝

不等同于因循守 旧 、 拘泥一格 的
“

匠气
”

或
“
一根

筋
”

，其 中包括着追求突破 、追求革新的创新 内蕴 ，

既要对职业有敬畏 、对质量够精准 ，又要富有追求

突破 、 追求革新 的创新 活力 。 创新驱动是时代强

音 ，也是 国家的发展战略 ，生产力 的提高离不开科

技创新 ，社会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 ，文明的进步离

不开人们文化生活的创新 。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

动力 ，也是
“

工匠精神
”

的时代 内 涵之一 。

“

工匠精神
”

与战略思维并行不悖 。 战略思维

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具备的思维方式 。 它是指对关

系全局性 、长远性 、根本性重大问题的 分析 、综合 、

判断 、预见的理性思维过程 ， 是对社会经济变化发

展的运动规律的 思考与把握 ，也是一个人思维能

力 、思维水平 、思维成果的高度体现 。 在模拟技术

时代 ，产品和工艺上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也许是

致胜的关键 ，而在数码技术时代 ，模式创新和战略

思维有时要比产品和工艺上的 精益求精更重要 ，

弘扬
“

工匠精神
”

，既强调对规则 、制度 、标准 、流程

的执着坚守和对规则 、制度 的 敬畏 ，更强调对科学

规律的尊崇和顺应科学规律 的战略把握 。

杨继成 ： 您认为
“

工 匠精神
”

对我 们教

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有什 么 借鉴意 义 ？

金教授 ：弘扬
“

工匠精神
”

对于 国家来说是提

升 中 国职业文化 、进行产业升级的需要 ，也是推动

民族复兴的需要 ，这对学校 办学 、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有很强也很及时的借鉴意义 。

弘扬
“

工匠精神
”

，首先体现为不 断提升 国家

人力 资源水平 ，我们作为高校 的教育工作者 ，也要

把专注 、精益的职业 品格 内化为执着于信念 、规则

和秩序 、追求极致的 民族性格 ，外化为广大教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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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爱岗 敬业 、追求卓越的工作 习惯 ，并形成一个 国

家强大的软实 力 。 正如 习 近平 总书 记所说 ， 提髙

包括广大劳动者在 内 的 全民族文 明素质 ，是 民族

发展的长远大计 。 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提髙劳动

者素质 ，培养宏大 的高素质 劳动大军 。 劳动者 的

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 ， 创造能力 就越大 ， 国 家和民

族才越发强盛 。

弘扬
“

工匠精 神
”

， 也体现为不断提 髙产品 品

质 ，也就意味着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不断去

推动 和实现人的 现代化 。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

诉我们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 ，但是人

的现代化总是滞后于物 的现代化 。

“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但仅有
“

利器
”

，未必能
“

善事
”

，想要
“

善事
”

，关键还在于用
“

利器
”

的人 。

“

人
”

是影响

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 的 关键 因素 ，这就 更需要弘

扬
“

工 匠精神
”

，用
“

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
”

的工作品

格 和生活态度去推进人 的现代化 ，去培育善用
“

利

器
”

的人 。

石家庄铁道大学是
一所有工匠 传统的学 校 。

在校企合作和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过程 中 ，积 累了

一批具有丰富工程实 践经历 、 满足工程技 术人才

培养要求的髙水平教师队伍 。 他们在工业和工程

建设第
一

线 ，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中 ，经受工

程实践的训练 ，增强工程实践经验 ，增强 了教师的

工程背景 ，解决了教师的非工程化问题 ， 为培养优

秀 的技术人才提供 了 师资保证 ， 也是学 校很重要

的师资财富 。 离开学校的这几年 ， 因为工作原因 ，

我又接触 了不少母校其它专业的 老师 ， 他们往往

没有非常大的名气 光环 ，但是在工作中 的那种匠

心独运 ， 常常 给我铁大人物美价廉 的感 动 。 说到

这里 ，我想起 了 机械学院 的汪西应老师 ，我在学校

教务处工作时和他认识 ，他给我勤勤恳恳任劳任

怨但是低调 内敛 的印象 ，因为专业不同 ，我们在学

校打交道不多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 我 曾 经和他
一块去

参加
一

个关于长钢轨铺轨机设计研制 的研讨会 ，

在会上 ，有北京其他高校的专家 ，也有铁路运输企

业的领导和专家 ， 在研讨铺轨机 的施工 工艺和 安

全分析时 ， 他条 理清晰 ，侃侃而谈 ， 大有
“

舌战 群

儒
”

的诸葛之风 ，在
一些关键问题上起到一捶定音

的作用 ，充分展现 了铁大人 的学术素养 和科研能

力 ，让我这个曾 经的铁大人都感到骄傲 自 豪 ！ 他们

是铁大的脊梁 ，常给我最多的感动 。 非常震惊也非

常遗憾他英年早逝 ， 实在可惜 ， 我对他表示深深的

哀悼 ！ 愿每
一个铁大人在弘扬

“

工匠精神
”

的时候 ，

不仅把
“

工匠精神
”

当做
一种技艺之善用 ，也要努力

把对技艺完美的追求和对生活完美 的追求 匹配在
一起 ，每个人都能

“

让事业陪伴终身 ，做 出彩 中 国

人
”

，同时也享有高质量的生活和幸福快乐的人生 。

杨继成 ： 谢谢金教授 。 最后 能 不 能 介

绍 一 下 您 目 前 的 工作 情况 ，如何进一 步推

进和 学校的合作 ？

金教授 ：我现在 国家铁路局 装备技术 中心工

作 。 根据职责分工 ， 装备技术 中心 目 前承担 ９ 项

具体任务 ，主要包括 铁路专 用设备技术标准和 安

全监管体系研究工作 ，铁路专用设备科技发展动

态跟踪分析工作 ， 铁路机车车辆许可 和基础设备

生产企业审批等相关技术 支持工作 ，铁路机车车

辆驾驶人员资格考试组织 、考点评价等相关工作 ，

铁路无线电许可 和动 态监测工作 ，铁路专用设备

检验检测 、技术鉴定 、缺陷产品召 回实施等相关工

作 ，铁路运输安全检测 、监控 、 防 护设施设备技术

发展趋势和安全监管手段方法 的研究工作 ， 铁路

专用设备方面的举报 、投诉受理工作及国 家铁路

局委托 的其他工作 。

在承担这些履职工作 的 同时 ， 我们立 足铁路

装备行业 ，统筹资源力童 ， 以专业知识和数据资源

賦能铁路装备行业监管与发展 为切 人点 ， 努力 打

造铁路装备行业智库 。

一

方面围绕铁路装备现代

化 、铁路设备监管制度体系 、铁路设备产品技术标

准体系 、铁路设备产品检测与监测 、铁路与新型轨

道交通发展与安全等方向 的专业知识科技 动态 ，

不断积累 并形成知识资源 库 ； 另
一方面 围绕铁路

专用设备产品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企业监督检査 、

铁路专用设备产品监督抽査和质量抽査整理信息

数据 ，打好铁路专用设备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

数字化基础 ，构建铁路专用设备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体系 。

目 前 ，我单位 和学校 有
一些合作 ，但还 不够 。

我期待和学校形成产学研全面合作局面 ，共同打造

智库品牌 ，服务交通强 国建设 ，为推进国家在铁路

装备行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

七秩春寒桃李艳 ， 明 朝再把宏 图 展 ！ 再一次

祝愿学校发展前程似锦 ，再创辉煌 ！ 祝各位领导 、

老师 、同事和朋友工作顺利 、 身体健康 、
生活幸福 ！

友 谊地久天长 ！

（ 致谢 ： 石 家庄铁道 大 学 张 学 军教授 百 忙之 中

审 阅 此 稿 ，并 提 出 宝 贵 意 见 ， 在此谨 表谢 忱 。 ）

（下转 第 ７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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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ＳｕｎＱ 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ｕｒ 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ｙ 
４ｔｈＭｏｖｅｍ 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ｙ ｐｅ ｉｎ ｔ ｅ ｌ ｌｅｃｔｕａ ｌｓ ｉｎＣｈ ｉｎａｒｅｊｕｖ ｅｎａ ｔｅｄｔｈｅｓ ｐｉ ｒ
？

ｉ ｔｏｆｒｅｓ ｐｏｎｓ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ｎｎｏ 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 ｃｅ ａｎｄｂｒｏａｄｍ ｉｎｄ ，ｔｈｅｓｐ
ｉｒ ｉ ｔｏｆｓｔｒ ｕｇｇ ｌ ｉｎｇａｇ ａ

ｉｎｓｔ

ｉｎｊｕ ｓｔ 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ｓ ｐ
ｉ ｒｉ ｔｏｆｌ ｉｔ ｅｒａ ｔ ｉｗ ｉ ｔｈｃｌ ｅａｒａｍ ｂ ｉ ｔ ｉｏ ｎ

ｐｒｏｍｏｔ ｅｄ ｔｈ ｅａｗａｋｅｎ ｉｎｇ
ｏ ｆｖａ ｌｕｅ ａｎ ｄ ｔｈｅｒｅ ｓ ｈａ

？

ｐｉｎｇｏｆｓｐ
ｉｒｉ ｔｏｆｔｈ ｅ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ｎａｔ ｉｏ ｎ ，ｌｅｄｔ ｈｅｍ 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ｓｐｉ ｒｉ ｔ ，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

ｉｄａｔｅｄ

ｔｈ ｅｓ
ｐ

ｉｒｉ ｔｕ ａｌｂ ａｓｅ 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 ｒａ ｌｓ ｅｌｆ
－

ｃｏｎ ｆｉｄｅｎｃｅ ．Ｗ ｅｓｈｏｕ ｌｄ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 ｉｃａ ｌ ｌｙｒｅｃｏｇｎ
ｉｚｅ ａｎｄｉｎｈｅ ｒ ｉ ｔｔｈｅ

ｓｐ
ｉｒｉｔ ｏ ｆｉｎ ｔｅｌ ｌｅｃ ｔｕａ ｌｓ ｉｎｔｈｅＭ ａｙ４ ｔｈｍｏｖ ｅｍ ｅｎ ｔ ，ａｎｄｆｕｌ ｌｙｃ ｕ ｌ ｔ ｉｖａｔｅ 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ｈｅｌｐ

ｉｎｇｔｏｏｐｔ ｉｍｉｚ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 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ｃｕｌ ｔｕｒａ ｌ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 ，ｅｎｒｉｃｈ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ｏ ｆ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 ｎｉｎ ｉｄｅｏ ｌｏｇ ｙａｎ ｄｐ ｏｌ ｉ ｔ ｉ ｃｓ ？ａｎｄｃｏｎ
？

ｓｔｒｕ ｃｔｔｈｅｓ ｐｉｒｉ ｔ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ｃｕ ｌｔｕｒ ｅｓｏａｓｔｏｂｏ ｏｓ ｔｔｈｅ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ｓｅ ｌ ｆ
－

ｃｏｎ ｆｉ
ｄｅｎ ｃｅｏｆＣｈ ｉｎａ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Ｍａｙ４ ｔｈｉｎ ｔ ｅｌ ｌｅｃ ｔｕａ ｌｓｐｉｒｉ ｔ

； ｃｕｌ ｔｕ ｒａ ｌｓ ｅ
ｌ ｆ
－

ｃｏｎ ｆｉｄｅｎｃ ｅ
；ｖａ ｌｕｅａｗ ａｋｅｎ ｉｎｇ ；ｍｏｄ ｅｒｎ

ｔｒ 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
ｓｐ ｉｒｉ ｔｕａ ｌｃｏ ｎｆ ｉｄｅｎｃ 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Ｏｎｔｈｅｏ ｃｃａｓ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７０ ｔ ｈａｎｎｉｖｅｒ ｓａｒｙ

ｏ ｆ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ｈｕ ａｎｇ

Ｔ ｉｅｄ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ｔｈｅｄｉ 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Ｅｄｉ ｔｏ ｒｉａｌＯｆｆ ｉｃｅ ｏｆ Ｓｈ ｉ
ｊ

ｉ ａｚｈｕ ａｎｇＴ ｉ ｅｄａｏ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ｈａｄａｎｉｎ ｔ ｅ ｒｖｉ ｅｗｗ ｉ ｔｈｐｒｏ ｆｅｓ ｓｏｒ
Ｊ

ｉｎＬｏｎｇ ，ｄｉ ｒｅ ｃ
？

ｔｏ ｒｏｆ Ｉｎｓ ｔｉ ｔｕｔｅｏ ｆＨ ｉ ｇｈ
－

ｓｐｅ ｅｄ Ｒａ ｉ ｌｗａｙ
ｉｎＥｑｕ ｉｐ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 ｒｏ ｆ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Ｒａ ｉ ｌ

ｗ ａｙ 
Ａｄｍ ｉｎ ｉ ｓ

？

ｔｒ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ｍｅ ｒｄｅ ａｎｏｆ ｔｈｅＳｃ ｈｏ ｏｌｏｆ Ｔ ｒａ ｆｆ ｉ ｃ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 ｔ ｉｏ ｎｏ ｆＳｈｉ
ｊ

ｉａｚ 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ｏｎＪａｎｕａｒ ｙ１０ ，２ ０２０ ．Ｔｈｅｉｎ ｔｅ ｒｖｉ ｅｗｆｏｃｕ ｓｅｄｏｎｔｈ ｅｔ ｒａｄｉ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 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ｅｎｇ ｉｎｅ ｅ ｒｉｎ ｇ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 ｎ

ｐｒ ａｃ ｔｉｃ ｅ．Ａｓｐｕ ｔｂｙｐｒ
ｏｆｅｓ ｓｏｒＪ ｉ ｎＬｏｎｇ ，ｔｈｅｄｅｖ ｅｌｏ ｐｍｅｎｔｏｆｕ ｎｉｖ ｅｒｓ ｉｔ ｉｅ ｓｉ ｓａｄｉａ

ｌｅ ｃｔｉｃａ ｌｕｎｉ ｔ
ｙ

ｏｆｔｒａｄｉ

？

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ａｃｌ ｅａｒｍ ｉｎｄｎ ｅｅｄｂｅｋ ｅｐ ｔｉｎｔｈｅ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ｏｆｓ ｃｈｏｏ ｌｒ ｕｎｎ ｉｎｇｉｄ ｅａ ，ｓ ｅｒｖｉ ｃｅｏｒｉ

？

ｅｎ ｔ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ｇ ｉｎ ｅｅｒ ｉｎｇ
ｅｄ ｕｃ ａ ｔｉｏｎｒｅ ｆｏ ｒｍ ，ｈｅｎｃ ｅｔｏ

ｇｒａｓｐｔｈ ｅｍ ａｊ ｏｒａ ｓｐ ｅｃ 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 ｉｎｃｏ ｎｔｒａｄｉ ｃｔ ｉｏｎｓ

ａｎｄｃｏ ｎｔ ｒａｄｉ ｃ ｔｉｏ ｎｓａ ｔａ ｌ ｌｔ ｉｍ ｅ ｓ ，ａｎｄｃｏ ｒｒｅｃ ｔ ｌｙ
ｈａｎｄｌ ｅｔ ｈ ｅｕｎ ｉ ｔｙ（ ｉｄｅ ｎｔ ｉ ｔ ｙ ）ａｎｄｏｐ ｐｏｓ

ｉ ｔ ｉ ｏｎｏｆｔ ｒａｄｉ ｔ ｉｏ ｎ

ａｎｄ ｉ ｎｎｏ ｖａ ｔｉｏｎ ，ｓｏａｓｔｏｅ ｆｆｅｃ ｔ ｉｖ ｅｌ ｙｐｒｏｍ ｏｔ ｅｔ ｈ ｅｄｅｖｅ ｌ
ｏ
ｐｍｅｎｔｏ ｆｕｎ 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ｉ ｅｓ．Ｔｈｅｉｎ ｔｅ ｒｖ ｉ ｅｗｉｓｓｏｒ ｔｅｄ

ｏｕ ｔａｎｄｔ ｒａｎｓ ｃｒ ｉｂｅｄｆｏｒｒｅ ａｄｅ ｒｓｉｎｔｈｉ ｓ
ｐａｐ ｅ ｒ ．

Ｋｅ
ｙｗ

ｏｒｄｓ ： ｃｏ ｌ ｌｅｇ ｅｏｆｅｎｇ
ｉｎｅ ｅｒ 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ｇｒ 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ｉ ｎｄｕ ｓｔ ｒｙ
－

ｌｅａ ｒｎ ｉ ｎｇ
－

ｒ ｅｓ ｅａｒｃ ｈｗ ｉ ｔ ｈｔ ｒａｄ ｉ ｔｉｏ ｎａｎｄｉｎ
？

ｎｏｖ ａｔ 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 ｒＪ ｉｎＬｏ ｎｇ ； ｉｎ ｔ ｅ ｒｖｉ ｅｗ ｗ ｉｔｈｓｃ ｈｏ ｌ ａ ｒ

（ Ｓｃ ｈｏｏ ｌｏｆＭａ ｒｘｉ ｓｍ ， Ｌ ｉａｏｎｉ ｎｇＮ ｏ ｒｍａ ｌ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ｔＤａ ｌ ｉ ａｎ１ １ ６ ０２ ９
，
Ｃｈ ｉｎａ ）

（上接第 ５ ５ 页 ）

ＯｎＴｒａｄ ｉ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ｇ
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ＪｉｎＬｏｎｇｕｐｏｎｔｈｅ７０ｔｈ

Ａｎｎ 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Ｓｈ ｉ
ｊ

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Ｔ ｉｅｄａｏ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Ｙａｎ ｇＪ
ｉ ｃｈｅｎｇ

（ Ｊｏｕ ｒｎ ａｌＥｄ ｉ
ｔ
ｏｒｉａ ｌＯ ｆ ｆ ｉ ｃｅ ＊Ｓｈｉ

ｊ
ｉａｚ ｈｕａｎｇＴｉｅ ｄａｏ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Ｓｈ
ｉ
ｊ
ｉ
ａ 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 ００４３ ，Ｃ ｈ
ｉｎ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