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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乡 丝

当大运河的桨声帆影遇见现代工程的钢筋铁骨，高邮
这座千年古城孕育的科技薪火，在刘汉龙院士手中化作照
亮岩土工程的明灯。从长江堤坝的抗震加固到山地城市
的滑坡防治，他将人文故里的细腻匠心融入大国工程的宏
伟蓝图。

四月的高邮浸润在江南烟雨中，运河两岸的垂柳轻拂
水面，与金灿灿的油菜花田相映成趣。清明时节，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汉龙踏着熟悉的乡间小路回到周山故里。面
对家乡媒体的采访，他徐徐展开记忆的画卷。

勤学筑基
铸就求索品格

1976年，12岁的刘汉龙踏入高邮周山中学（时称“志
光中学”）的校门，开启了他的求知之路。“那时的校园环境
与现在相比，可谓云泥之别。”刘汉龙回忆道，简陋的教室、
拥挤的大通铺宿舍，却丝毫未能减弱同学们对知识的渴
望。叶剑英元帅“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铿锵话语，
如同黑夜中的明灯，照亮了整个校园，也点燃了少年们心
中的科学梦想。

这句振奋人心的话语，成为刘汉龙求学路上的精神支
柱。每天拂晓，他都会早早来到校园旁的小河边，伴着潺
潺水声诵读课文；夜幕降临，又和同学们挤在通铺上，借着
昏黄的灯光继续钻研。起初走读时，他每天往返家校之
间；后来住校后，常常背着米粮和柴火去食堂换饭。“虽然
条件艰苦，但每个人都怀揣梦想，学习热情高涨。”刘汉龙
动情地说，正是那些如园丁般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在他心
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物理老师用几根二极管组装收音
机的神奇一幕，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也点燃
了他对物理学科的浓厚兴趣。

中学时期的刘汉龙在数理学科上展现出非凡的天
赋。课堂上，他与同学们热烈讨论几何证明、因式分解等
问题的场景历历在目，思维的火花在交流碰撞中不断迸
发。这些珍贵的求学经历，不仅培养了他的科学思维，更
奠定了他日后专业发展的基础。

1982年高考时，怀揣计算机和无线电梦想的刘汉龙，
在填报志愿时非常“专一”。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个小玩
笑，由于填报志愿时勾选了服从调剂，意外被浙江大学土
木系水工结构专业录取。

面对这个“美丽的意外”，刘汉龙很快调整心态。他深
刻认识到，每个专业都承载着独特的价值，都能为国家建
设贡献力量。在浙大求学的日子里，他以如饥似渴的态度
汲取知识，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专业技能，更培养了严谨的
学术作风和开拓创新的精神。

随后的学术生涯中，刘汉龙不断拓展研究领域：硕士
阶段专攻工程地质，博士阶段转向岩土工程，赴日攻读博
士后期间又专注于岩土地震工程研究。“从地上结构到地
下岩土，从建筑工程到水利工程，从静力分析到动力响应，
我几乎涉猎了土木工程的所有主要方向。”刘汉龙坦言，尽
管研究领域广泛，他最终选择了最具挑战性的岩土工程作
为主攻方向，这一选择既源于对学科难度的敬畏，更出于
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使命感。

创新攻坚
引领行业发展

今年61岁的刘汉龙已在岩土工程领域深耕三十余载，
这位自称“地下工作者”的科学家，用毕生心血在人们看不
见的地下世界书写着工程传奇。他带领团队研发的系列
创新技术，犹如一把把金钥匙，解开了困扰工程界多年的
地基难题。

在科研道路上，刘汉龙始终保持着敏锐的问题意识。
面对软弱土地基这一世界性难题，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
2005年，浙江甬台温铁路建设遭遇高压线下无法使用常规
打桩机的困境，施工方找到了刘汉龙。

戴着安全帽，在狭窄的临时钢梯上来回攀爬、记录现
场地层情况、扛着仪器四处测试……刘汉龙亲自带队驻
扎工地，在尘土飞扬的施工现场反复勘测、试验，最终创
新性地提出浆固碎石桩地基加固技术。这项技术不仅
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还被推广应用到京沪高铁、沪
宁城际高铁等重大工程中，有效解决了高架立交和贴近
既有线等复杂施工环境下的地基加固难题，并列入国家
铁路行业标准。

“科研的价值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刘汉龙常挂在
嘴边的话。他带领团队研发的现浇混凝土大直径管桩技
术，实现了资源节约与工程效益的双赢——混凝土用量减
少30%，施工能耗降低50%。从长三角到海南岛，从高速
公路到城际铁路，这些创新技术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刘汉龙又将目光投向微生物
岩土这一前沿领域。他介绍说，在建筑工程领域，传统的
水泥混凝土等材料的大量使用，导致碳排放较高，而将微
生物与岩土相结合，既能有效解决碳排放问题，又能强调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们成功培
养出 10 余种可矿化微生物，并出版了国内首部微生物岩
土领域学术专著《微生物土力学原理与应用》，创办了国际
首个微生物岩土领域的专业学术期刊《生物岩土技术》，聚
焦利用微生物代谢活动促进岩土材料性能改变、岩土材料
绿色生态加固和低碳发展，填补了行业空白。

这位“地下工作者”的视野却从未局限于地面。2019

年，他担任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总指挥，让棉
花种子在月球表面绽放出第一抹新绿。

如今，刘汉龙的科研成果正通过“一带一路”走向世
界，他培养的学术团队也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近200人的
规模，成为岩土工程领域的中坚力量。

从解决具体工程难题到开拓学科前沿，从服务国家建
设到探索宇宙奥秘，刘汉龙用三十年的坚守诠释了一位科
学家的使命与担当。正如他所说：“科研工作既要脚踏实
地，又要仰望星空。”在这位“地下工作者”身上，我们看到
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游子情深
心系桑梓故园

秉烛夜读的岁月，垒砌起刘汉龙学术殿堂的基石；而
故乡的明月，始终温柔地停驻在他心灵的窗棂。

多年来，行程再满，刘汉龙总要拨冗归乡。今年已
是两度踏上故土，每一次归来，都让他惊叹于这片土地
的华丽蝶变。最令他动容的是，乡亲们眼中闪烁的光
芒，党委政府工作人员洋溢的激情，整座城市涌动着蓬
勃向上的朝气。

此次清明归乡，刘汉龙特意携学术团队同行，带着一
个温暖的使命：深入调研高邮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实际
需求，探寻校地合作的最佳契合点。作为重庆大学这样一
所综合性大学的代表，他深知学校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的
突破性成果，正亟待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现实动力。“我
们要搭建的是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刘汉龙深情地说，要
让学术的种子在家乡的沃土中生根发芽，绽放出产业之
花。

“走得再远，故乡永远是心灵深处的坐标。”刘汉龙的
话语中饱含真情。他特别赞赏高邮市委市政府在人才工
作上的战略眼光：既广纳四海英才，又厚植人才沃土。他
热情地向家乡的党政领导和企业代表发出邀请，期待他们
到重庆大学考察交流，并表示将不遗余力地支持高邮的人
才培养大计。

谈及高邮未来发展，刘汉龙的目光中闪烁着期待。他
欣喜地说：“目前，高邮工业开票、GDP均已突破‘千亿’，这
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高邮人民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的
硕果。”在他看来，高邮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
城市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产业升级需要‘双轮驱动’战略。”刘汉龙条分缕析地
指出，一方面要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为传统产业
插上智能化的翅膀，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另一方面要
紧扣国家‘十四五’规划，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
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谋篇布局。

“高邮拥有的不只是经济实力，更有着绵延千年的文
化血脉——大运河的波光、邮驿古道的遗韵，从秦少游到
汪曾祺的文脉传承，这些都是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源。”刘汉
龙希望家乡进一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精心谋划文旅产业
发展的现实路径，通过文旅融合，切实将文化优势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经济优势。

面对即将来临的高考季，刘汉龙特地为家乡学子送上
殷切寄语：“前路虽远，行则将至；持之以恒，未来可期。”这
既是一位学界前辈的谆谆教诲，也是一位游子对故乡最真
挚的祝福。

高邮走出的“大地守护者”——

刘汉龙：在岩土工程领域书写“中国方案”
□ 郭玉梅 杨晓莉 文 金宸摄

归来前，旧友劝诫如细雨纷至："小城
机会稀薄""资源远逊都市"，我颔首称是
——是的。可若故土已完美如精密运转的

机器，我的归来便不再是奔赴。
总有人将还乡解读为功成者的反哺，

或游子迟暮的乡愁赎买。他们不曾看见，
高邮河网密布的肌理里，藏着另一种生长
的可能：当一线城市的创业赛道挤满复制
粘贴的商业模式，这里尚未盖章的土壤正
等待破土的根系。带回的不仅是资金与技
术，更是一颗剥离浮华后重新跳动的心脏

——那些曾被快节奏碾碎的感知力，正一
寸寸复苏成创新的触角。

阳春面的碱香漫过二十年岁月，蒲包
肉的咸鲜始终固执地攀附在味蕾深处。它
们已然是基因里无法置换的密码。我总能
在午夜梦回时被一碗漂着胡椒末的面汤烫
醒。原来人与故土的羁绊，从来不是单箭
头施舍，而是双向的救赎：当我以都市淬炼

的眼界助力家乡产业链时，那些沉淀千年
的烟火气，也在悄然缝合我灵魂的裂缝。

运河不语，只将月光揉碎成银鳞。大
船高桅虽好，我独爱这一叶扁舟载得动的
月、与岁月深处待续的潮声。

（汤洛平 ，1980 年 1 月出生于高邮龙
虬，现任扬州毕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民建上海闵行支部委员）

运河长流处，是我归来的答案
汤洛平

刘汉龙，1964年出生于高邮周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环境岩土力学与防灾减灾工程、软弱地

基加固与桩基工程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获国家发明专利132件，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

主编国家和行业等标准7部

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