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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学弟王玉明院士的情缘
○梁  肃（1964 届精仪）

我认识王玉明大约是1990年，我那时

候是天津市科委副主任，受天津市一机局

总工程师王武先生的邀请，参加一项科技

成果鉴定会，该成果的发明人就是王玉

明。王玉明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两个，一是，王玉明是清华大学1965届毕

业生，算是我的学弟，那时候在企业一线

工作的清华学子还是很少的。二是，这项

成果的水平很高，专家最后的鉴定意见是

“国际首创”和“国际领先”。他发明并

研制的流体动压非接触式机械密封件，工

作在超高速、重载荷条件下，无泄漏，无

磨损，长寿命。我相信这项成果将会在高

端大型机械设备上得到应用。

1996年初某一天，王玉明突然来找

我，说他要辞职，要创业，希望我能帮

助他。我当时是天津科委主任兼新

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情况是

这样的，他原来所在的企业是一机

局机械密封件厂，国有企业，后与

英国克兰密封公司合资，再后来是

外方独资，他是独资公司的总工程

师。但是，外方不许王玉明继续搞

石化等流程工业大型高速透平压缩

机密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因为它

直接威胁到外方的高技术附加值产

品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一气

之下，就要辞职，自己创业。我问

王玉明，你已经55岁了，现在作为

世界最大的密封公司独资企业的总

工程师，地位和待遇都不低了，辞职意味

着丢掉铁饭碗，风险太大了，慎重考虑一

下吧。他毫不犹疑，坚信能办好自己的高

新技术企业，下决心辞职创业。我当时还

兼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和高新区开发总公

司总经理，经商定成立鼎名密封件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50万，王玉明占54%（其中

包括30%技术股），高新区总公司出资23
万，占46%，王玉明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总公司派人出任董事长。两年多后，由于

企业经营良好，高新区增资控股，占51%。

作为技术发明人，又有企业工作经

验，担任高新技术企业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的王玉明，研制出合格的产品不是问题，

但是要把产品卖出去可不那么容易。他的

产品主要是为大型石化企业配套，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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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明院士题字

大型石化企业的大型关键机组所用的密封

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你一家新成立的小企

业，没人理睬，尽管我们的产品有很好的

性价比和服务优势。从国外进口一台大机

组密封大约需要50万美元，而我们自己研

发的密封只要50万人民币。即便有如此大

的价格优势，我们也拿不到订单，因为这

类大型国有企业有外汇，不在乎这点钱，

用国外名牌企业产品如果出现问题无话可

说，因为是世界最高水平，而用国内不知

名企业的产品，如果出了问题谁来担责？

也是上天有眼，给了王玉明一次机会！

1996年下半年，通过一位石化战线的

朋友得知，湖南某家大型石化企业进口的

大机组密封装置出现事故，需要更换新的

密封装置，他们向国外原厂家订货至少

要等待3个月。而停产一天企业损失100多
万元。王玉明得知这一信息，立即赶赴该

企业，看了现场，了解问题所在，心里有

了底。他介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性能，可

以完全满足对方的技术要求，甚至答应：

如果出现意外包赔损失。为了进入这个高

风险、开发难度极高的市场，只能接受如

此苛刻的条件，当时真让人捏着一把汗。

结果出乎厂家预料，不仅完全符合生产要

求，而且后来的生产实践证明其可靠性和

寿命超过进口产品，技术鉴定会得到一致

好评。鼎名的产品一下子在行业中出名

了，逐渐被直接用户、设计院和主机厂所

认可，不愧鼎鼎大名。

产品打开了市场，企业的效益就直线

上升了。按上面说的产品销售价格50万元

的话，利润率大约50%，就是因为产品的

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大。企业不大，

注册资本金才50万，但是每年为高新区上

缴的所得税就有几百万，总公司每年分得

的利润也有几百万，而入股投入只区区23
万。有一天我和搞风险投资的朋友说起这

个故事，他们说这是一部很好的教材，风

险投资成功的关键是你选择的技术，选择

的人。王玉明从一个技术人员，带着自己

的发明专利，到高新区艰苦创业，培育了

自主品牌，五六年的时间形成了科技小巨

人企业，在高端机械密封件领域中赫赫有

名。王玉明发明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品，不仅

打破了外国著名密封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

垄断地位，迫使其大幅度降价，而且成功

实现了产业化，被石油、石化、化工、

冶金等行业150多台大型关键机组成功应

用，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成功的企业家。

后来，他在预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评为

“全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家”。

第一个目标实现之后的王玉明，在朝

着他的第二个目标努力，就是做被社会公

认的科技专家，争取当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院士的必要条件是有被社会公认的科技

成果，省部级和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就是

重要标志。他在高端机械密封技术领域多

年来有许多成果，并且如上所说成功实现

了产业化，为国家争了光，在国民经济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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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得到应用，受到好评，在国内同行

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应该说获奖是没有问

题的，但事情也难免有曲折。他在市科委

申请科技进步一等奖时，经天津市的一些

专家评议评为二等奖，他认为这不符合实

际，无论是技术水平、技术难度、创新性

还是工程应用和社会效益方面都是不符合

实际的，不能接受的。当时我为他捏着一

把汗，因为按照规定，如果申诉没有通

过，原先确定的二等奖也要取消。但他坚

持自己的申述，表示宁肯不要奖，也要证

明他的这项成果具有一等奖的水平。市科

委又从北京和全国请来专业比较对口的专

家重新审核，结果确定该成果符合市级一

等奖条件。在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之后，该项目又顺利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执着。

2003年申报院士时，他有两项国家级科技

奖：一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一项国家科技

进步奖。在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过程中，

还有这么一段插曲。据说工程院接到了举

报信，举报王玉明申报材料不实，公司产

品的技术经济数据作假。工程院很重视，

专门派几位院士来天津市调查，查阅了企

业的原始技术经济资料，召开了座谈会，

走访了用户，最后的结论是申报材料不仅

完全属实，有些数据甚至还留有余地。就

这样，王玉明第一次申报工程院院士就通

过了。看来，这封举报信和调查结果似乎

是帮了忙的。这也表现了作为清华学子王

玉明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王玉明当了工程院院士，实现了他

的第二个目标。两院院士大多来自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来自企业的并不多，即使

有出自企业的，也都是央企、大型企业。

天津市高新区一个不到100人的小企业出

了一位院士，这起码是空前的，不敢说绝

后。当了院士怎么发挥作用，不能仅局限

在一个企业中，当时天津、北京许多高校都

开出优惠条件，希望他到大学去工作，经过

权衡他选择清华，因为那是他的母校。

回到清华，他在科研、教学、培养人

才、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有目共睹，不必我说。我只想说的是，对

于实现他的第三个目标——诗人，创造了

条件。对于他作的诗词，我不太懂，不敢

妄加品论，他写的诗词很多，很容易触景

生情，经常发微信给我，一天一改，不断

完善，一周左右定稿，算是高产诗人，已

经出版了好几本诗集。他也爱好摄影，利

用工作之余，自费旅游，跑遍国内外山河

湖海，世界七大洲，南极北极，背着一套

照相设备，重量不轻，跑上跑下，等待时

机，很是辛苦，当然这也锻炼了他的好身

体。每年他都有新作品，漂亮的风景台历

年年寄给我。他也喜欢书法，隶书体写的

很秀气。他是清华荷塘诗社社长，中华诗

词学会顾问，高校诗词工作委员会主任。

他给了我5月15日即将举行的诗书歌影

展、新书首发式暨高校诗词工作委员会成

立仪式和中华诗词高峰论坛的信息，从参

会人员的阵容就可以看出王玉明在国内诗

词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作为企业家，像他这样比较成功的，

在全国数以万计。

作为科学家，像他这样成为院士的，

在全国数以千计。

作为诗人，能达到像他这样水平的，

在全国恐怕只是以百计。

企业家、科学家、诗人同时集于一身

的，可能就是屈指可数了吧。

2021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