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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育人，是陈俊武退休后给
自己定的任务。

从1990年开始，他把自己多年
积累的技术资料整理成册，与其他
多领域专家学者合作，主编了《催化
裂化工艺与工程》一书，于 1995 年
首次出版，为从事催化裂化行业的
技术人员在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间
搭建了桥梁。“一本书，一个主编，20
年间出版再版3次，并将工艺、工程
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石油化工
类专著中具有首创性。”2015 年，
252万字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
第三版出版发行，受到业内技术人
员高度评价。

1992 年至 2000 年，在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总部的大力支持
下，陈俊武组织举办了 3 期催化裂

化高级研修班，为中国石油石化行
业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工程
专家。尽管研修班教学任务繁重，
但他仍坚持亲自为学员授课，每名
学员提交 100 多页甚至 200 多页
的作业，他都仔细审阅，并与学生
沟通。

“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志踩在我
的肩膀上，站得更高，成长更快，在
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进。”陈
俊武呼吁老专家们都要带“徒弟”，
培养业务尖子，以形成“尖刀队形”。

2010 年，年逾八旬的陈俊武牵
头在郑州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组建
了河南省石油补充替代能源研究院
士工作站，指导团队从事生物燃料
方面的研究论证工作。此后6年间，
他每月坚持到郑州大学讲课、讨论，
对郑州大学的孙培勤团队给予悉心
指导。然而，他对化工与能源学院
支付的酬金分文不取，也不让学院

负担任何吃住行费用。在团队取得
阶段性成果之际，化工与能源学院
奉上陈俊武6年兼职所应得的酬金，
他却把这近20万元全部捐出。

“我是共产党员，就得讲奉献，
不能搞特殊。”陈俊武说，“奉献小于
索取，人生就黯淡；奉献等于索取，
人生就平淡；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
灿烂！”他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在住
房、公务待遇等方面始终严格要求
自己，谢绝了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
待遇，坚持步行上班近20年。

2019年10月7日，中宣部向全
社会宣传发布陈俊武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陈俊武用朴素的一生，诠释了
一个爱国者的奋斗情，为逐梦前行
的伟大时代写下生动注脚，激励后
来者不断书写新的光荣与梦想。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通讯员
贾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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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告别仪式现场简洁庄重，白色的鲜花
簇拥着院士的遗像。照片中的他面带微笑，眼
神中透出对科学的热爱和对信仰的坚定。“从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以身许党
许国、一生献身科学的准备了，无怨无悔！”陈俊
武的话语至今仍振聋发聩。

仪式尚未开始，大厅外已聚满了人。有的
是他的学生，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脸上写满了
对恩师的怀念与不舍；有的是与他并肩奋斗的
同事，他们神情凝重，眼中满是对这位科学巨匠
的敬仰与哀悼；还有的是他的朋友，他们努力控
制着情绪，前来送院士最后一程。

“陈俊武院士去世，对化工界、教育界都是
巨大的损失。”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利国说，
院士拿出自己的授课酬金设立的郑州大学陈俊武
研究生奖励基金，体现了他无私育人、不求回报
的高尚品格，至今仍鼓舞着立志于化工领域深
入研究的青年学子不断进步。

回忆起跟陈俊武院士求学的时光，专程从
南京赶来的中石化碳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叶晓东动情地说：“陈院士利用退休后的时
间，付出超出常人的精力与心血，培养出一大批
独立思考的高层次人才。他的奉献精神、钻研
精神，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我。”

“期待大家都能把握好新时代，努力为国
家、为行业、为家庭作出应有贡献，使自己奉献
大于索取，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是陈俊武院士
生前对后辈的祝愿。他以爱国奋斗奉献之名，
在祖国大地树起了科技创新的不朽丰碑。他的
可贵精神和高尚情操将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
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砥砺前行。

陈俊武的少年岁月，在抗日战
争的炮火和动荡中度过，求学时的
他，因此立下“科学报国”的志向。

78年前，1946年，身为北京大学
工学院化工系大二学生的陈俊武到
抚顺人造油厂参观，第一次见到了
1945年日本投降撤离中国时留下的
煤制油生产装置。他深受触动，将原
先选定的专业由药物化学工程改为
石油化工工程，暗下决心要用己所学
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1948 年 7 月，陈俊武从北京大
学化工系毕业。他放弃留在沈阳工
作的机会，几经辗转，于当年12月只
身来到当初参观过的抚顺矿务局报
到，从一名技术员开启报国之路。

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百废待
兴。面对技术资料匮乏、生产条件
简陋的现实，勤奋好学的陈俊武一
头扎进车间……1950年至1952年，
他结合一线工作，提出并实施了两
项有意义的技术创新，帮助车间实
现节能增效，开技术革新先河，年纪

轻轻便被评为抚顺市劳动模范和石
油部先进生产者代表。

1959 年，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
和开发，中国炼油工业开始步入天
然原油炼油时代。当时，大庆油田
已能为国家提供充足原油，但国内
炼油能力严重不足且技术不过关。

“这就像有了好大米，却还吃不上白
米饭。”陈俊武迎难而上，担任我国
第一套流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
师，牵头突破炼油工业这一最复杂
的关键技术。

历经多年卧薪尝胆、艰苦攻关，
1965年5月5日，我国第一套自行设
计、自行施工安装的60万吨/年流化
催化裂化装置，在抚顺石油二厂建成
投产，催开了我国炼油工业新技术的

“第一朵金花”。它打破了当时国外
对炼油深加工技术的垄断，一举带动
我国炼油工业重要技术跨越20年，
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此后，陈俊武持续创新，推动我
国炼油化工技术不断追赶世界先进

水平。1985 年，陈俊武主持研发的
兰州炼油厂50万吨/年同轴式催化
裂化工艺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1987年，由他担任国家科委

“六五”课题攻关组组长开发的大庆
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再次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陈俊武
负责设计的既有同轴结构又高效再
生的 100 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在
上海炼油厂建成投产，该技术于
1994年获得我国催化裂化工程技术
领域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授权。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
来、讨不来。”陈俊武深知，只有矢志
不移自主创新，创新主动权、发展主
动权才会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
中。在以他为代表的几代人共同努
力下，我国流化催化裂化技术从一
片荒芜实现了锦绣满园。如今，全
国已有200余套不同类型的催化裂
化装置建成投产，年加工能力近2亿
吨。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催化裂
化强国。

1990 年，陈俊武主动卸任当时
的中国石化洛阳工程公司经理职
务。次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化学
部学部委员（院士），是公认的国家
级炼油技术专家，手握多项国家科
技大奖。

然而，退休后的陈俊武并没有
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凭借独特的
战略眼光，为了国家能源安全，他开
始重点研究石油替代问题：“我们在
石油行业不能只关心石油，还要关
心整体的能源。将来石油少了，我
们要怎么解决补充替代问题？”

未雨绸缪，陈俊武与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开始
煤基甲醇制烯烃技术的工程放大及
工业化推广应用：“我国石油资源不
足，煤炭相对丰富，甲醇制烯烃是实
施石油替代的重要战略方向。”2004

年8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陕西新兴煤
化工公司共同签署了《甲醇制烯烃
工业化实验项目合作协议书》。从
此，陈俊武的办公室就成了该项目
的指挥所。

2010 年 8 月，陈俊武指导技术
开发和工程设计的世界首套、全球
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
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
产，形成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该技术成功开辟了烯
烃生产的非石油原料的工艺技术路
线，推动了我国甲醇制烯烃战略性
新产业快速形成。2014年，“甲醇制
取低碳烯烃（DMTO）技术”获国家
技术发明一等奖。

进入耄耋之年的陈俊武，开始对
一个并非自己研究领域的课题产生

兴趣：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问题。
他广泛搜集国内外相关数据，历时2
年编著了24万字的专著《中国中长
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为国家碳
排放政策的制定、能源结构的调整、
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国民经济的持
续发展提出了积极的科学建议。

“科学家的责任，就是始终站在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正是这种使命
感和责任感，引领陈俊武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业界奇迹。

32 岁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58
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64 岁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耄耋之
年斩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
俊武坚守科研一线 70 余年，他说：

“不能觉得自己得了很多荣誉，就该
歇一歇了，我不敢有这个念头。”

昨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中国科
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的炼油工程技术专家、流化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现代
煤化工技术专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
司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陈俊武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洛阳殡仪馆举行。

陈俊武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1日17时47分在洛阳逝世，享年97岁。
陈俊武院士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部分中央企业和省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告别仪式或发唁电、送花圈。

攻坚克难 他在石油领域屡立功勋

永不止步 他坚守科研一线70余年

著书育人 他甘为人才成长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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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许国
他将一生献给科研事业1

近年来，洛阳日报社持续关注陈俊武院士的先
进事迹，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向陈俊武院士
学习的热潮。陈俊武院士不忘初心、爱党报国的家
国情怀，敢为人先、勇攀高峰的使命担当，专注踏实、
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高尚品
格，也持续激励更多人奋勇前行。

陈俊武院士是位“老典型”，从20世纪50年代
起，就是石油行业的先进人物。以身许国70余载的
他，先进事迹不但没有画上句号，而且随着时代的发
展，奏响感人至深的乐章。2018 年 9 月，《洛阳日
报》《洛阳晚报》推出陈院士的系列报道和专版，让这
位可亲、可爱、可敬的院士再次走进大众视野。
2019年6月，《洛阳日报》推出系列报道，从陈院士
的“初心”“匠心”“公心”“恒心”“清心”等方面，报道
了这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投身科学报国
事业，70余年矢志不渝、勇攀高峰，92岁高龄仍坚守
岗位、孜孜求索的院士的故事。

2019年7月8日，中共洛阳市委做出“关于深入
开展向陈俊武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洛阳日报》

《洛阳晚报》深入报道全市学习陈俊武院士的情况。
同年10月7日，中宣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陈俊武的
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洛阳日报》《洛
阳晚报》不仅第一时间刊发消息，还报道了中央主流
媒体等对陈院士的关注，并在全社会掀起向陈院士
学习的热潮，推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时代楷模”
陈俊武》栏目，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小故事，和大
家一起学习这位院士的先进事迹。

2019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做出“关于开展向
陈俊武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陈俊武院士的事迹宣
讲活动在全省展开，他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赢得
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尊敬和爱戴。本报第一时间采访
社会各界人士，持续报道他的先进事迹在我市社会
各界引发的热烈反响。

2020年1月13日，由中宣部、国务院国资委、中
共河南省委联合主办的“时代楷模”陈俊武先进事迹
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洛阳日报社新媒体平台
不仅对报告会实况进行了文、图、视频直播，同时还
进行了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科技工作者认真收
听收看相关内容的报道，并在第一时间推出《学习

“时代楷模”陈俊武 争做“最美奋斗者”》栏目，以报
告会讲述者的视角，还原陈院士的点点滴滴。

如今，虽然陈俊武院士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
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辉煌业绩楷模永在，灿
烂人生风范长存！ 洛报融媒记者 李砺瑾

弘扬院士精神
激励奋勇前行

陈俊武院士遗体告别仪式陈俊武院士遗体告别仪式 洛报融媒记者洛报融媒记者 梅占国梅占国 摄摄

近年近年《《洛阳日报洛阳日报》》关于陈俊武院士先进事迹的报道关于陈俊武院士先进事迹的报道
（（本版配图除遗体告别仪式外均为资料图片本版配图除遗体告别仪式外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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