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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我感到很高兴、很振奋，同为

清华人，面对习总书记的问候与鼓励，

我感受到了来自前辈的温暖和亲切。总书

记的话让我无比感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

清华人的精神和气质。同时，总书记对深

圳未来发展的期望极高，这也让我们感受

到了压力，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习总

书记在大会讲话的最后说到，希望深圳人

能“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

奇迹”。李屹表示，自己未来会一如既

往，身体力行，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

同时，他也希望清华的学子能将清华严

谨质朴、敢为人先的精神传承下去，将

“闯”“创”“干”落到实处，尽自己的

力量带给世界更多的奇迹。

202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我

们期待能看到，由光峰最新技术点亮的清

华舞台。

2020年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表彰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电

网东北分部调控分中心系统运行一处处

长、清华大学1998级电机系校友夏德明获

此殊荣。

考察夏德明的人生之路，这位曾获得

国家电网公司优秀专家人才、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等重要奖项，学术论文、发明专利

双丰收的清华校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来

自农村穷孩子成长成才的闪光足迹。

山区孩子的清华梦

1979年6月，夏德明出生在吉林省舒

兰市舒郊乡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家有兄

弟姐妹5人，夏德明最小，属超生，让他

差一点就没来到这个世界。全家靠种地、

摊煎饼为生，收入微薄，生活贫困。为了

维持生活，夏德明从童年时就跟着父母下

地干活儿，锄地、插秧、扶犁、放牛、担

水劈柴、收割……夏德明说，几乎农村的

一个逐梦电网的清华博士
——记全国劳动模范、清华大学电机系校友夏德明

○庞佳毅

所有庄稼活儿他都干过。

夏德明家的西侧是绵延的小山，南边

有一座监狱，东边有条不知名的小河，北

面有个变电所。这是他童年时能看到的全

部世界。5岁那年，母亲带他去了山东舅

舅家，这是夏德明第一次出远门。舅舅是

一位小学老师，是夏德明家亲戚里比较有

学问的人，他告诉夏德明，中国最好的大

夏
德
明
校
友



清芬挺秀

清华校友通讯66

学是清华大学，并鼓励他好好学习，用知

识改变命运。这一席话，点燃了夏德明对

清华的向往。

为了这个梦想，从小学到初中到高

中，夏德明要比常人付出更多。小学时

每天步行上下学，从家中带午饭，在学校

吃。因为家里穷，夏德明的午饭经常没有

菜，只有拌着盐的米饭。初中时住校，

四五十人一个房间，洗漱都在户外，即便

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也不例外。吃饭不仅要从

家里带大米，还要交加工费。为了省菜钱，

夏德明每顿饭只喝食堂一毛钱的西红柿汤。

每次回家的时候，他也从不坐公交车，背

着包步行20公里，倒练出了一副好脚板。

尽管生活艰苦，夏德明的学习成绩却

十分出色。1995年中考，他是班里唯一一

个考入县重点高中的学生。父亲在高兴的

同时，对夏德明说：“你只要能保持年级

前20名左右，我就知足了。”因为那个成绩

大概可以上个985之类的大学。可夏德明说：

“这个标准太低了，我的梦想是清华。”

通过刻苦的学习，夏德明不仅兑现了

父亲的期许，而且一直是班级的第一名，

也经常夺得年级第一。

1998年，夏德明迎来了高考。填报志

愿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地在第一志愿填上

了“清华大学”，其后的志愿也有填一般

的本科学校。他身上有种豁达，即“命运

安排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对于专业

的选择，夏德明在清华大学宣传手册里发

现“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的名字

最长，而且它的专业介绍、课程设置涵盖

了方方面面。他希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便选择了电机系。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

对的。入学后他得知，电机系因为涵盖知

识广泛，孕育了很多其他专业，被戏称为

“老母鸡”系。

他还记得，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都

会路过家北面的变电站，那儿有围墙、铁

塔，还有长长的输电线路。站里面叫不上

名的高压电气设备，排列得整整齐齐。当

时年纪小，懵懵懂懂，只觉得“神秘”。

若干年后，他进入电机系，弄懂了当年搞

不清的设备和原理，他相信，这是一种

“冥冥中的缘分”。

清华园里的青春绽放

1998年8月29日，19岁的夏德明独自

踏上了去清华的旅程。

虽相隔千里，但清华带给他的却是一

种归属感——作为一名贫困学生，清华的

绿色通道为他免了学费，解决了面临失学

的后顾之忧。入学后，他参加学生通讯

社，学着采访、写作。大二上学期，作为

内联部部长，他组织社里20来个人骑车去

百鸟园春游。当时没有便利的手机导航，

为了设计骑行路线，夏德明提前研究地

图，在上面标注、划线，然后自己去踩

点。选路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为了

保障队伍的安全，避免掉队，道路的宽

窄、拐弯的多少、红绿灯的数量，方方面

面的因素都要考虑得当。甚至，他还提前

设计好了休息点的位置。

最终，百鸟园活动顺利举办。这是夏

德明第一次独立组织较大型的活动，他很

有成就感，也因此印象深刻。现在回想当

年的情景，他将其视为“清华人传统”的体

现：做任何事都要追求卓越，“行胜于言”。

本科期间，他工作最久的学生组织是

系学生科协。当时，学校举办“挑战杯”

比赛，各个院系都会收集学生的科技成

果，并进行集中展示。作为系科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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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明校友在电网调度台上

他和协会的同学一起，组织大家积极参

与，到各个实验室拉项目、找成果，还负

责部分包装、宣传工作，并邀请嘉宾来给

参与者讲课。另外，每个院系在东操都有

一个摆放收集来的成果的摊位，要展示两

天。为了确保展品的安全，责任感支撑着

夏德明守着摊位，两天一宿没有睡觉。他

和协会同学的辛勤付出最终收获了硕果：

在这次挑战杯中，电机系获得全校的“最

佳组织奖”。

科协还设有一个维修部，夏德明在这

里学会了基本的维修技能。他会修理放磁

带的“沃克曼”，有时播放速度慢了，他

会把它拆开，调整里面一个可控的电阻，

通过耳机声音去校准速度。当然也免不

了有不成功的经历。有一次，他的小闹钟

坏了，他就把闹钟拆开，鼓捣一番。谁知

修完之后，闹钟指针开始反着转圈。还有

放在床边的电风扇，因为用了太久而“罢

工”。他修好以后，有天睡觉，电风扇突

然“咚”一下，烧了，很多黑色的灰蹦到

凉席上。

对于当年的趣事，夏德明津津乐道，

不时发出笑声。他感慨，在园子里度过的

时光，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青春岁月。

上大舞台：到东北电网去工作

夏德明在清华园里完成了本、硕、博

的学业，特别是读博期间，他师从自动控

制和电力系统动态学专家卢强院士，前途

一片光明。然而，夏德明对自己的职业选

择思路非常明确，他清楚地认识到电力工

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但京沪穗地区人才聚集，发展空间有

限；而东北地区正面临着振兴老工业基地

的战略机遇，迫切需要引入高层次人才。

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到东北，不仅会获得

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可以

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最终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再加上清华对毕业生倡

导的“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

事业”，他最终选择了到地处沈阳的东北

电网有限公司工作。

入职后，夏德明从见习调度员做起。

他谦虚随和，没有名校博士的架子。为了

尽早掌握电网实际情况，除了吃饭睡觉，

夏德明差不多天天待在单位里，熟悉业

务，跟踪国内外电网发展的新技术。通过

刻苦努力，仅用一年时间，他就成为能独

当一面的岗位能手，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

的一致好评。

2009年，夏德明调到调控分中心系统

运行处。那时，正是电网快速发展，尤其

是风电大发展时期。“这是大风刮来的

钱”，夏德明如此评价成本低而又环保的

风电。他那时只是系统运行处一名普通技

术人员，却积极建议采取措施吸纳风电能

源。东北电网领导班子经过认真研究，采

纳了这个建议。

通辽地区风资源非常丰富，风电也因

此发展迅猛。然而，将数百万千瓦风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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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东北电网，难题一个接一个。首先，

东北电网在通辽地区有五回线路，两条

500千伏的“粗线”和三条220千伏的“细

线”。数百万千瓦风电一旦接入，必然增

加电网负荷。若“粗线”出现跳闸，电就

得走另3条“细线”，就可能造成线路烧

毁，引发整个通辽地区停电。其次，风电

受季风影响，发电时多时少，随机性大，

对电力稳定控制是个挑战。电源切除多

了，会造成供电不足；切除少了，可能过

载烧毁，威胁地区电网安全。另外，多接

入风电就要少接入火电，这直接关系到企

业的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这个矛盾怎么

协调解决？而且因为上这个项目，需要火

电、风电企业投资，他们能接受吗？同

时，对于这种改造项目，当时国内没有现

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当然，还有一个安全

可靠的解决办法，就是新架设一条输电线

路。但是这个办法需要征地、拆迁、新工

程建设等一系列举措，造价高、时间长。

面对一个个难题，夏德明没有退缩，

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

任心，和同事们一起积极探寻新的节省成

本、快速高效的解决办法。那一段时间，

他们反复计算分析、深入现场调查研究，

与主流设备制造厂家进行技术交流，思考

制定可行性解决方案。最后提出的解决方

案是，在原来的五回线路上挖掘潜力，

选定19个变电站，增设智能稳控装置。这

样，投资较少，而又能根据风电变化情

况，实现风电、火电相互转换。但是这个

方案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可靠性达不到

要求，稳控装置会出现“误动”和“拒

动”，即不该动时动了，该动时不动，都

会对电网安全运行和可靠供电产生严重影

响。夏德明和同事们最终研究设计了双重

化配置，覆盖1个主站、5个子站、13个执

行站的区域稳控系统。他们还制定出科学

严谨的《通辽地区资源优化配置改造方

案》，并对每个变电站进行现场调研，与

每个站的运维人员进行核实，确保《方

案》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出问题。

《方案》提交后，经国网东北分部领

导班子认真研究，顺利通过。此时，夏德

明已经完成了任务，不用再操心后面的工

程，但是这位对事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的

电力工程师却并没有休息，而是积极参与

施工设计出厂验收、施工调试等全过程。

2012年12月，项目正式投入运营。通

辽地区风电送出能力增加了80万千瓦，仅

2013年一年就提高了通辽风力发电25亿千

瓦时。夏德明和同事们继续努力，先后在

东北其他多个风电基地研究设计并组织

实施了“区域智能稳控系统”，同时，综

合利用风火联合优化控制等技术手段，

2019年实现全网新能源发电量830.4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了14.85%，利用率达到了

98.16%，在华北、华东、华中、东北、西

北、西南6个区域中名列第一，累计提高

风电送出能力180万千瓦，年增加风电发

电约45亿千瓦时，为辽宁、吉林、黑龙江
夏德明（中）与调度中心同事们研究新能

源消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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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蒙古东部地区风电企业创造直接经济

效益约23.4亿元，为社会节约158万吨标

准煤，减排二氧化碳425万吨，为推进绿

色发展，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创造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些项目也得到了国家能源局、自治

区政府以及发电企业的高度认可。夏德明

也有了很大收获，申报获批了3个发明专

利。2018年，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作为公司的专业技术骨干，夏德明

先后参与了十多个公司重大科技、工程项

目，提出了20余项提高大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能力、新能源接纳能力的实用新技术、

新思路，在大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夏德明被任命为调控分中心

系统运行处处长，工作重点是电力系统稳

定分析、电网安全运行和清洁能源接纳，

这正是他大学期间学习的方向。在夏德明

看来，他当初选择清华电机系，选择到东

北电网工作，成就了他的职业发展与国家

和行业的需求紧密相连。近期，国网东北

分部（前身为东北电网）正式启动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作为试点工作

之一，夏德明正在筹建“劳模（职工）创

新工作室联盟”，希望集中东北区域的优

秀人才，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

能源互联网企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东北电力工

会”，2020年11月24日）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1979级水利系校友

张宗亮是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领域

科技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首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

从工程师到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1984年，张宗亮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

业后，一直扎根西南边疆从事水利水电工

程勘察设计科研工作。30多年来，他一直

秉承初心、奋战一线、孜孜以求，无怨无

悔地躬耕绿色能源大业，为我国能源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宗亮微笑着说，1989年获得云南省

张宗亮：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上
○高  燕

“五小”成果二等奖，是他人生获得的第

一项科技奖励。至今，这本获奖证书仍完

好地保存着，对他而言，意义深远。这项

成果奖还是他工作之初，参加鲁布革水电

站技施设计工作时获得的。鲁布革水电站

是中国水电基础建设对外开放的“窗口”

电站，异域他乡的新技术、新经验涌进

偏远闭塞的高山峡谷，让他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见识，因此有了学习、创新的想

法。他结合承担的溢洪道闸墩设计工作，

采用了新型的预应力闸墩，这项成果最后

获奖。

张宗亮坦言，自从有了这5年的积

淀，让他从一个青年学生很快成长为能独

立解决技术问题的工程师，而能源事业强

国梦一直指引着他继续攻坚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