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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周
绪
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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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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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一封信，埋下了
追求科学的种子

周绪红的少年时代，物资匮乏，书籍
更是奢侈品。没事的时候，周绪红就拿起
哥哥姐姐以前读过的科普读物《十万个为
什么》翻看。从这些厚厚的、封面已经发
黄、不少书页边已经缺损的书中，周绪红
汲取了大量的天文、化学、数学等知识，并
很快痴迷上了原子能有关的内容。

有一次，他在一本旧杂志上看到中国
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通讯地址，于是提
笔写了一封信，“畅谈”了自己对原子能应
用的看法。

令周绪红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他
竟然收到了一封印有“中国科学院原子能
研究所”信笺的回信。

信中，一位专家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耐心解答，并鼓励他努力学习，争取今
后对相关领域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这令周绪红备受鼓舞。从此，一颗追
求科学的种子便深深埋在了周绪红的心
里。

1977年10月，周绪红从自己组装的
收音机里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
那时，他已经是农场的二级工，从事农场
电工和汽车修理等工作。怀揣“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他决定参加高考。

当时，离高考只有1个多月，而周绪
红已近5年没有摸过书本，面临备考时间
短、课本丢失、没有复习资料的困难。但
他还保留着自己手抄的读书笔记，这成为
他命运之门的“敲门砖”。他边上班边复
习，天天挑灯夜战，最终顺利考上大学，成
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

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周绪红格
外珍惜在校园的时光。他说：“我几乎很
少看电影，周末也不休息。晚上寝室熄灯
后，还经常打手电筒在被子里看书学习或
者在路灯下读外语。老师布置的作业全
做，老师没有布置的作业也做，还到图书
馆找习题集做。”

周绪红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加深
对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理解，一道理论力学
题他会采用多种方法求解，有的题目甚至
用8种方法来解答。

勤奋努力、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对科
学知识浓厚的兴趣，渐渐地把他引入了科
学研究的大门。

“只要努力坚持，时间会给
你回报”

提到重庆大学所获得的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就不能不提到周绪红院士。

2020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周绪红牵头完成
的“高层钢-混凝土混合结构的理论、技
术与工程应用”项目，获得2019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高层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实
力和建筑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的高
层钢-混凝土混合结构研究和应用，虽然
起步晚但发展快，其建造技术已经领先世
界，而不是被国外牵着鼻子走。”回忆起这
一路的艰辛，周绪红颇有感触。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提起美国纽约
世贸大厦，大家总是很羡慕。因为，那时
我国还没有超高层建筑。

后来，国内也开始修建100米以上的超
高层建筑，主要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
缺点是资源消耗大、自重大、湿作业多、施工
慢、污染比较严重；国外则采用纯钢结构，缺
点是刚度小、防火性能差、造价高。

结合国情，我国工程界科研工作者和
工程师倡导采用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来建
造高层建筑。

于是，早在1999年，周绪红就牵头申
报了“高层钢-混凝土混合结构的理论、
技术与工程应用”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得
到资助。

经过20余年的研究，周绪红率领研
究团队研发了系列新型高层混合结构体
系，建立了相应的结构分析与计算理论，
研发了高效的新型施工技术，形成了设计
与施工标准，推动了我国高层钢-混凝土
混合结构的发展，实现了中国人“登高”的
梦想。

搞科研想要做出成绩，其实并不容
易。

2002年，周绪红想做一个“交错桁架
钢框架结构”方面的试验，以此验证理论
的正确性。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这个试
验，主要原因是试验的费用太高，一个试
验就需要5万元。”周绪红说，那时，没人
理解也没人支持，他十分发愁。

后来，一家企业看中了周绪红关于这
种新型结构体系的研究成果，打算在员工
宿舍大楼中采用这种新结构。他带领学
生把房屋设计好了，但在最后讨论时设计

方案仍被否定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设
计施工技术标准，审查不能通过，建设方
也不敢用。

周绪红只得四处筹措试验经费，最后
终于完成了系列试验。现在，已经形成了
试验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标准系统的研
究成果，并在全国推广应用，促进了行业
的科技进步。

周绪红说：“成功来自于积累和韧性，碰
到挫折不要轻言放弃，可能距离成功只差一
步了，只要努力坚持，时间会给你回报。”

周绪红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建筑工程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在桥梁工程、能源工
程等领域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2023年初，由周绪红带领团队研发
的全球首台165米级预应力钢管混凝土
格构式塔架，在山东德州乐陵市成功完成
安装。该新型高塔结构凝聚了团队5年
的心血，解决了我国陆上低风速区风资源
开发中的难题，引领了我国风电机组高塔
结构理论与技术水平走在世界前列。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建造大国”向
“建造强国”迈进的升级阶段。周绪红告
诉记者，目前，他组建了20多人的智能建
造学科交叉团队，聚焦海上风电、智能建
造、智能检测、智能预拼装、云计算等领
域，未来，继续为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
为特征的建筑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从千年庭院中领悟做人、
做事、做学问的道理

“我与岳麓书院有着不解之缘。”周绪
红回忆，在湖南大学求学期间，他为这座千
年书院的绮丽风光、延绵学脉所吸引，受到
岳麓书院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之中领悟
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受到了为人、
为学、为政的启迪。提升自我、淡泊名利、
坚守责任与家国情怀由此成为了周绪红的
毕生追求。他时刻提醒自己把责任扛在肩
上，才能做到“上不负国家、下不负百姓”。

因此，每年开学季，周绪红都会为重
庆大学的新生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与同学们分享自己在同样的青春岁月里
求学求知的回忆。

他勉励学生：要有“人一能之我十之，
人十能之我百之”的志气与恒心，勤奋努
力，持之以恒；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
密结合，“做人以德为先，做事以勤为本”，
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关心时事、关心生
活，将青春之“小我”融入时代之“大我”，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17年6月，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
周绪红在毕业致辞中，以《聚是满园黄葛，
散是缤纷四季》为题，鼓励学生们要像黄
葛树一样，活出自己的节奏，活出自己的
精彩，活出自己的笃定。

而周绪红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
的人生信条。他不仅是我国土木工程领
域学科带头人，还是一位教育专家。他先
后担任湖南大学副校长以及长安大学、兰
州大学、重庆大学校长，将一生中最宝贵
的时光献给了西部高等教育事业。

为支持土木工程学科优秀人才培养，
2021年，周绪红及夫人周建辉女士向重
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设立“周绪
红院士奖励基金”。

该基金是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成立以来首个以支持全国优秀青年人才
为目标的种子基金项目，后续将吸纳其他
捐赠资金的注入，主要用于激励土木工程
专业青年学生热爱专业、勤奋学习，青年
教师教书育人、潜心问学，青年科技工作
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促进土木工程青
年人才成长，助推学校“双一流”建设和建
筑行业科技进步。

挖掘校史资源，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前几年，在重庆大学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
中，周绪红发现，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曾给重庆
大学女生宿舍管理员陈峰仙写过一封信。

一开始，周绪红只是对信封上毛主席亲笔写
下的“重庆大学”四个字充满兴趣。后来，周绪红
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和
陈峰仙的传奇故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向学校
党委写出了“讲讲这封信的故事”的研究报告，还
原了那段历史。

原来，陈峰仙是我党早期优秀的女工干部和
地下工作者。她参加过党领导的早期工人罢工运
动、妇女解放运动，并被派往苏联学习一年有余，
在革命中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周恩
来等领导人相识并建立起友谊。1941年左右，入
职重庆大学担任宿舍管理员。

“根据我们搜集到的大量文献和档案资料显
示，陈峰仙不仅是目前已知最早入党的重大人，更
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周绪红说，校
史是一个学校的精神财富，红色基因应该在重庆
大学的学子身上薪火相传。

爱好很多很“新潮”，活出自己的样子

周绪红喜欢钓鱼，并在钓鱼中感悟人生。
在一次学术报告中，他特意在PPT里放了一

张自己在夕阳中野钓的照片。他的钓鱼名言是：
钓鱼其实钓的是“心”，收获的是一种心境，做人和
做学问都需要这样一种心境。钓鱼选钓位比技术
重要，人生选平台比能力重要；渔翁之意不在鱼而
在“娱”，健康人生就是快乐人生。

他还是一名资深爱狗人士。2016年，他在校
园里收养了一条名为“乖乖”的流浪棕色小泰迪。
8年过去了，“乖乖”如今已成为他家庭里的重要成
员之一，给他和家人带来了很多欢乐。

周绪红的爱好还有很多。他很新潮，曾是我
国较早的一批摩托车爱好者；BB机、大哥大刚开
始流行的时候，他就怀揣着它们，骑着一辆当年最
新款的本田摩托，穿梭于湖南大学的校园。

前几年，他还购买了无人机，既用于科研检
测，也用于拍摄美景。

他还是第一批开始使用微信的人，并在朋友
圈屡屡“出圈”——

有一次，重庆大学老校区湖畔出现了一道彩
虹，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周绪红刚好路过，他便立马
拿起手机自拍了一张。当天，周校长与彩虹的合影
在重庆大学官方微博上发布后，同学们纷纷被“萌
翻”，在评论区争相跟帖，特别标注“校长同款彩虹”。

有一年春节前夕，周绪红通过学校官方微信
发布了自己的卡通形象，图片一放出，立刻刷爆了
朋友圈。

“别人说我是勇于尝新的‘弄潮儿’，其实我就
是一个纯粹的人，活出了自己的样子。”周绪红说。

严谨的一面

新潮的一面

人物名片

周绪红，1956年生，湖南省益阳

南县人，著名结构工程专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现任重庆大学钢结构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长期致力于土木工程钢结构和

钢－混凝土混合结构方向的教学与

科研工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和二等奖4项，是我国在该

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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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的AB面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他持之以恒地投入、追求和探索，实现了中国人“登高”的梦想。
他以“人一能之我十之，人十能之我百之”的恒心和精神，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他鼓励学生要像黄葛树一样，活出自己的节奏，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笃定。
他就是著名结构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

谈与年轻人交流：

聊天一点都不累的，我喜欢聊天，尤其
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要向
年轻人学习，与他们在一起不容易老去。

谈专业选择：

没有一个专业、学科永远处于最热
门、最巅峰的位置。因此，不要为了追求
热门专业而去选择自己的未来和就业方
向，要有一颗平常心，适合为好。

谈事业：

我们既可以把兴趣做成事业，也可以
把事业当成一份爱好，喜欢就不会觉得枯
燥，就会有动力。人生充满很多可能，关
键是要在大学里加强基本功训练，打牢知
识基础，以不变的心态应对万变的时代，
而不要想着一步登天，只有坚持积累，跬
步千里，才能成就事业。

周绪红的“人生箴言”

周绪红和
团队成员在实
验室交流。

周绪红
作《千年庭
院为我打开
一扇窗》主
题报告。

周绪红
参加大运会
火炬传递。

周绪红
带着八年前
收养的小狗

“乖乖”在校
园里散步。

（本版图
片均由重庆大
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