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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之大美，不仅美在历史文化，美在山水风光，也美在这里的
人，尤其是这里聚集了一个不忘初心、科学报国的高端科技人才群
体。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陈俊武就是这个群体的杰出代表。前不
久，在中国石化成立35周年之际，陈俊武获评感动石化人物，他把个
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矢志不渝，勇攀高峰，耄耋之年又指
导攻克世界性难题的先进事迹，再次受到广泛关注。为进一步弘扬
陈俊武精神，凝聚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的强大正能量，本
报今起推出陈俊武事迹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2018年8月28日，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进驻河
南省，进驻时间为8月28日至9月27日，其间设立举报电
话：0371-65603933（每天受理时间为8:00~20:00），
举报信箱：郑州市A001号邮政专用信箱，主要受理河南省
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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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推进扫黑除恶
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本报讯 （记者 李东慧）第 34 个
教师节即将到来。昨日上午，市委书记
李亚到市区部分学校调研教育工作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打造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倾
力推动洛阳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李亚首先来到市实验中学厚载门
校区，参观了该校自主研发的防近视书
桌试验应用情况，希望学校加强与专业
化研究机构合作，不断优化书桌设计，
真正把这件好事办好，把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作出的“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的重要指
示精神落到实处。得知该校语文教研
组正在与对口帮扶的栾川县白土镇中
学进行网络远程互动教研活动，李亚
饶有兴趣地与两校教师交流，希望双
方继续深化线上线下教学科研合作，切

实做好教育扶贫工作，努力探索解决城
乡教育不均衡问题的有效途径。李亚
还先后前往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
校、洛龙区航星幼儿园、洛阳市第一高
级中学等地，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工，了
解学校师资力量、教学水平、基础建设
等情况。

随后，李亚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我市教育工作情况汇报，10 余位来自
基层一线的校长、教师代表先后发言。
李亚不时插话，询问大家工作生活情
况，对我市广大教师强烈的责任担当、
无私的奉献付出、阳光的慈爱之心和精
专的工匠之技给予高度评价。

李亚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辛勤工
作在全市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教育工
作者和广大离退休教师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慰问，向关心和支持洛阳教育事业
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

谢！他希望全市教育系统切实增强发
展教育事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倾力推动
洛阳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为洛阳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
保障。

李亚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
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
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
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
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
要，倾力把我市教育事业提升到一个新
的水平。发展教育、质量第一，必须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牢牢把握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抓好学生的品德养
成、体魄健康与知识技能教育，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牢牢把握教育公
平基本取向，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
展，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补
齐办学规模、结构、布局、师资等方面的

短板，着力保障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重要要求，顺应群
众“有学上”“上好学”的要求，着力打造
更多办学条件一流、师资队伍一流、校
园环境一流、教学质量一流的优质学
校。教育质量、系于教师，必须着力打
造一批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要把加
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的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提高准入门槛、
加大培训力度、改进考核办法、完善激励
机制，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干事创业创
造良好条件。广大教师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把“桃
李满天下”作为人生最好的回报，以教为
荣、以教为乐，在教书育人的三尺讲台上
不断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

市领导杨炳旭、陈淑欣等参加调研
慰问活动。

李亚在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职工代表时强调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倾力推动洛阳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李梦龙）昨日，中原城市群西部转型创新
发展示范区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暨豫西北特色产业带规划研讨
会在我市召开。会上，洛阳、平顶山、三门峡、济源四市共同签署
中原城市群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合作发展框架协议。

省发改委副主任郜义，平顶山、三门峡、济源等市有关领导，
我市领导刘宛康、吴孟铎等参加会议。

2016年，国务院批复了《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原城市
群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随后，省委、省政府研究出台《河南省
建设中原城市群实施方案》《关于支持洛阳市加快中原城市群
副中心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洛阳加快建设中原城市群
副中心城市，推动豫西北各市与洛阳联动发展，形成带动全省经
济发展新的增长极。这些既为洛阳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
豫西北各市联动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带来重要机遇。

根据昨日签署的协议，豫西北各市将全面推动中原城市群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尽快形成以中原城市群副中心
城市为核心，豫西北各市协同联动发展的格局，着力打造带动全
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构建中原城市群新的圈层经济。协议
明确，将充分发挥副中心城市核心带动效能，建设现代综合交通
网络体系、创新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创新示
范区、内外联动的对外开放平台体系、高效共享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生态环境体系。其
中，明确提出推动洛阳由交通节点城市向交通枢纽城市转变；推
进洛阳机场改扩建建设；加快洛阳—济源高端石化等重点产业
带建设；组建洛阳、平顶山、三门峡、济源等旅游城市联盟；推进
洛阳一类航空口岸扩大开放，加快建设利用洛阳综合保税区；推
进区域人才共享交流，打造中原城市群人才高地。

市长刘宛康在致辞时表示，作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洛阳将认真落实国家战略规划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续
加强与平顶山、三门峡、济源等豫西北各市及巩义、汝州等周边
市的区域联动、融合发展，协商建立高层会商、协同推进、日常联
络、信息互通和情况通报等工作机制，共同推动更高层次、更广
范围、更深领域的合作，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作出
豫西北地区新的更大贡献。

郜义在讲话时指出，豫西北各市要以此次中原城市群西部
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突出改革创新，加快破解制约
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突出交通先行，构筑协同区域发
展的基本骨架。要突出创新驱动，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力。要突出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的区域产业格局。

在随后的规划研讨会上，豫西北各市发改部门及相关产业
集聚区负责人就豫西北特色产业带规划方案进行研讨。

中原城市群西部
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成立

本报驻马店讯 （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王万超）昨日，
第二十一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驻马店市开
幕。我市组织4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组
团参展，展出具有洛阳地域特色的名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130
余种，集中推介洛阳高效农业发展成果。

近年，我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牢牢抓住产业兴
旺这一根本，以“农业百字工程”建设为载体，持续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沟域经济和特色高效农业，唱响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主旋律，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由高
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
向。目前，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352 家，从业
人员达6.8万人，广大农民和贫困群众来自农业产业化的收入
持续增加。

此次展会，洛阳特装展区不仅展出孟津梨、洛宁苹果、偃师
银条等地理标志产品，还有牡丹深加工系列产品、农产品区域品
牌“栾川印象”等，吸引众多参展商洽谈采购。展会期间，我市还
分别参与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质量品牌提升论坛、贫困地区
特色农产品宣传推介等活动。

本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由农业农村部和省政府联合主办，
以“创新、绿色、开放、共赢”为主题，将持续至9月8日。

洛阳农产品集中亮相
中国农加工洽谈会

我市两级法院：

“嘀——”
2018 年 9 月 6 日 8 点 30 分许，古

都洛阳，秋高气爽，凉意渐生，一位头发
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俯身刷卡走进中
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大楼，乘电梯到
4楼，转身进了456办公室。

他就是91岁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
士、我国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

有着62年党龄的陈俊武始终坚守
科学报国初心，在70年的职业生涯中，
勇于创新，勇攀高峰，带领团队创造了
石油炼制、煤化工技术领域的多个中国
第一、世界第一。

鲐背之年的他，依然壮心不已，在
科学前沿孜孜求索，坚持每天准时到达
办公室，处理邮件，查阅国外技术资料，
研究课题，风雨无阻，必要时还亲自到
施工现场和科研院所进行技术指导。

他说：“国家进入了新时代，我虽然
年纪大了，体力差了一些，还是能作一
些贡献的，还是要‘不待扬鞭自奋蹄’！”

“生命的意义全寄托在
没有生命的分子、原子上”

陈俊武祖籍福建长乐，1927年3月
17日出生于北京，其祖上在清道光年间
考中状元，其父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
大学，其大姐、二姐曾分别就读于清华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争气的陈俊武在
17岁那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化工系。

早在中学时期，陈俊武就对化学知
识产生浓厚兴趣，开始了近乎痴迷的学
习和研究。很多人以为，这大概就是他
后来填报大学专业、从事化学工程事业
的兴趣之源，其实不是。

陈俊武兴趣的起源，是一种疾病。
当时，肺结核病多发，由于缺乏药物，很
难治愈。陈俊武家族中，多人曾患此病，
他的几个堂兄、堂姐及一个 14 岁的妹
妹先后被此病夺去生命。少年陈俊武暗
自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研制出治疗那
些所谓不治之症的特效药。

高中和大学初期，陈俊武利用课余
时间，自学了药学相关知识，还利用读
书笔记自编了《药学精华》《药物植物之
研究》《中国药用植物一览》等“期刊”，
累计50多万字。每份“期刊”都按正规
杂志格式设计，日期、目录、插图一丝不
苟，几可乱真。

1946 年，正读大二的陈俊武到抚
顺参观，第一次见到了日本人留下的人
造石油厂，中国石油工业落后、处处受

制于人的窘况对他产生巨大冲击，心中
自此埋下了石油报国的种子。他在当时
的日记里写道：“科学真理把我诱惑得
太苦了……生命的意义全寄托在没有
生命的分子、原子上了！”

大学毕业后，陈俊武本可以留在条
件较好的沈阳工作，可他偏偏做通家人
工作，费尽周折只身来到条件较差的抚
顺人造石油厂，选择了最艰苦的岗位，对
石油事业发起了最猛烈的“爱情攻势”。

“如果出了问题，拿我
陈俊武是问”

这份“爱”到底有多真，随后发生的
两次战争威胁足以证明。

一次是朝鲜战争。1950年6月，朝
鲜战争爆发。我国东北局势骤然紧张。
抚顺人造石油厂领导大声疾呼：坚守岗
位，加快建设，不当逃兵。但是，仍有一
些人找各种借口离开了。23 岁的陈俊
武虽知有性命之忧，但他更舍不得内心
深处那个业已开启的石油梦想。有一
天，陈俊武在检查脱硫槽时滞留时间太
长，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出现了头晕恶

心症状。同事们劝他休息两天，他不听，
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又奔车间而去。

另一次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
年10月，陈俊武受石油工业部委派在
古巴洛佩兹炼油厂考察学习原油炼制
技术。突然之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
弹危机”爆发，陈俊武所在的城市笼罩
着被毁灭的阴云，顿时人心惶惶。然而，
使命在肩，陈俊武和考察组成员没日没
夜地搜集技术资料，不放过任何一个疑
点。1963年2月结束考察回国时，陈俊
武的行李中没有一件“洋货”，鼓鼓囊囊
全是他精心整理和复制的资料，以及他
密密麻麻记满了文字、数据和图形的
15个笔记本。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这
些珍贵的资料，把我国的炼油技术水平
向前推进了20年。

当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
伟业时，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他前进的
脚步。从1969年年底，根据国家需要，
陈俊武随石油工业部抚顺设计院搬迁
到宜阳县张坞乡竹园沟，从此立足洛
阳，积极投身洛阳炼油厂、洛阳炼油实
验厂、洛阳炼油设计院的建设，以强烈

的使命感、责任感，推动着我国炼油工
业技术不断进步。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俊武带队
成功研发了新型的同轴式催化裂化装
置，计划采用这项成果在兰州炼油厂
建设一套年加工能力 50 万吨的大型
催化裂化装置。不料，技术方案接受审
查时却遭到强烈质疑，以致石油工业
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出面主持后期的
方案审查会。

在方案审查会上，肯定、否定两种
意见对立，否定之声基本是：“有可能出
事故”“有可能爆炸”“有可能……”

不能让方案就此“流产”！陈俊武激
动地站起来，用一系列准确的数据证明
不会出现大家所担忧的安全等问题。

最后，陈俊武拍着胸脯立下军令
状：“如果出了问题，拿我陈俊武是问！”

“从20多岁开始搞创新，
一天也没有安静过”

青年陈俊武有一个鲜明的标签：
“不安分的工程师”。他不喜欢不求甚
解、经验主义，认为应该从实践中求知、
从理论上求解。他说：“我从20多岁开
始搞创新，一天也没有安静过。”

正是这种“不安分”，帮助陈俊武攻
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业界传奇。也正是这种“不安
分”，帮助陈俊武32岁获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64 岁被评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65 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71岁获评河南省科技功臣、87
岁斩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陈俊武作为装置设计师完成了
国内首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自主开
发与设计；作为组织者，主持完成了快
速床、湍流床、掺炼渣油的催化裂化等
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
品开发，指导设计了国内首套快速床催
化裂化、首套全提升管催化裂化、首套
同轴式催化裂化、首套渣油催化裂化装
置，均实现了一次投产成功，为我国催
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作出了
许多开创性贡献。

每一步开拓都历尽艰辛，每一次创
新都值得大书特书。对此，内敛低调的
陈俊武老人总是轻描淡写，唯独讲到

“25 度电的故事”，眼睛里满是骄傲和
自豪。那是他技术革新的起点。

（下转03版）

——记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陈俊武（上）

壮 心 不 已 报 国 情
本报记者 孙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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