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和國勳章、國家最
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工
程總設計師，被譽為 「中國核潛艇之父」 的
黃旭華，因病醫治無效，於2月6日20時30
分在湖北武漢逝世，享年99歲。

1958年，他奉命參加中國第一代核潛
艇的研製工作，從此隱姓埋名30年，投身中
國核潛艇事業，並親自參加和完成了第一代
核潛艇的深潛試驗。把核潛艇研製工作傳給
第二代科研人員後，黃旭華仍不顧年事已
高，繼續堅持在工作崗位上，致力為新一代
核潛艇的研製獻計獻策。2019年獲頒 「共
和國勳章」 ，2020年，榮獲2019年度國家
最高科學技術獎。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中通社、央視新
聞、解放日報報道：黃旭華於1926年3月12日出生
於廣東省汕尾市，1949年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
（現上海交通大學）造船工程系，同年4月加入中
國共產黨。此後，黃旭華曾在國防部第七研究院第
十五研究所、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第七一九研究
所等單位工作；先後擔任七院十五所副總工程師、
第一代核潛艇工程副總設計師、總設計師；歷任七
一九所副總工程師、副所長、所長、黨委書記（代
理）、名譽所長。

「我就像核潛艇一樣，潛在水底下」
1958年，作為國家最高機密的中國核潛艇工

程正式立項。黃旭華參加了 「核潛艇總體設計組」
工作，成為最早參與核潛艇研製的29人之一。 「第
一，進入這個領域就不能出去，幹一輩子；第二，
絕對不能洩露單位的名稱、地點、任務、工作的性
質；第三，當一輩子無名英雄，不出名。人家問我
能夠承受得了嗎？我說能。參加核潛艇工作，我就
像核潛艇一樣，潛在水底下，不希望出名。」 黃旭
華這樣描述自己的選擇。

上世紀50年代末的中國，沒有一個人真正懂得
核潛艇，也沒有任何參考資料。黃旭華和同事們大
海撈針一般從國外的新聞報道中搜羅有關核潛艇的
隻言片語，用算盤和計算尺去計算核潛艇上的大量
數據。在 「一年颳兩次七級大風，一次颳半年」 的
遼寧葫蘆島，黃旭華和同事們用土辦法解決了許多
尖端技術問題，攻克了核潛艇的動力、線型、結
構、水聲、武備、通訊、生命保障等核心技術難
題，突破了核動力裝置、水滴線型艇體、艇體結
構、人工大氣環境、水下通訊、慣性導航系統、發
射裝置7項技術。

1970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命名為 「長征
一號」 ，正式列入海軍戰鬥序列。至此，中國成為
繼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之後世界上第五個擁有
核潛艇的國家。

總設計師親自深潛試驗 創世界先河
核潛艇是否有戰鬥力，極限深潛試驗是關

鍵，但在核潛艇試驗中也最具風險與挑戰。1988
年4月，中國某新型核潛艇進行首次深潛試驗時，
64歲的黃旭華決定一試。 「萬一深潛過程中出現
異常現象，我可以及時幫助採取措施。我不是充
英雄好漢，要跟大家一起去犧牲，而是對大家的
生命安全負責，確保人、艇安全。」 最終，黃旭
華下到水下極限深度，完成了四個小時的深潛試
驗，開創了世界核潛艇總設計師親自參加極限深
潛試驗的先例。

黃旭華分別獲1985年和1996年 「國家科學技
術進步獎」 特等獎。1994年，他當選為中國工程
院首批院士。2019年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並成為 「共和國勳章」 獲得者。2013年，黃旭華
獲評 「感動中國」 十大人物，頒獎詞成為他一生的
寫照： 「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潛艇，無聲，但有
無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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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為國深潛：旭日雖落 華彩長存
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逝世 享年99歲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教
育部7日發布消息稱，已印發修訂版《中小
學生學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
法》）。《辦法》明確，學籍是學生在學校
就讀的身份標識，學籍號由國家學籍
系統按照有關規則自動生成並分配，
一人一號，終身不變。學生初次辦理
入學註冊手續後，學校應憑學生有效
身份證件為其採集錄入學籍信息，並
在2個月內建立學籍檔案。

對跨省轉學、省內轉學等學籍
變動條件，《辦法》進一步做了細化
規範，對空掛學籍、人籍分離、重複
學籍等問題均做出了回應。如進一步
簡化跨省轉學材料，實現跨省轉學
「一網通辦」 。學校應當至少每學期

核准一次學生學籍，確保人籍一致、學籍變
動手續完備、學生基礎學籍信息和學籍變動
信息準確；嚴肅，及時處理檢查中發現的人
籍分離、空掛學籍等問題。學校不得使用虛

假信息給學生建立學籍，不得重複建立學
籍。

《辦法》規定，獲得當地入學資格的境
外學生或中國居民的外籍子女應持有效身份

證件到所接收學校登記信息、辦理
入學並註冊學籍；海外中國學校、
在港澳地區舉辦的內地課程學校為
學生註冊學籍，由國家學籍系統單
列管理學籍信息，學籍管理規定另
行制定。

此外，學生到境外就讀的，應
憑有效證件到學籍所在學校辦理相
關手續，學校將學籍檔案轉入上級
學籍管理部門。回到境內後仍需接
受基礎教育的，應憑相應學習紀錄
進入對應年級就讀。

內地修訂管理辦法 嚴處空掛學籍等問題 確保籍隨人走 杜絕中高考移民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

北京報道：21世紀教育研究院
院長熊丙奇表示，修訂版《中小
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確保將 「一
人一籍、籍隨人走」 原則落實到
位，可以更好杜絕人籍分離、學
籍空掛等破壞教育公平問題的存
在。如果落實到位，將從根本上
杜絕中高考移民問題。

此前，內地不少地方曾出
現人籍分離、學籍空掛等破壞教
育公平的現象。有的學校違規招
收 「借讀生」 ，學籍在A校，人
卻在B校。在推進中高考異地高
考政策後，有不法機構、人員利
用政策，以 「學籍空掛」 方式運
作高考移民，把學籍掛在報名參

加高考省份的學校，本人卻在另
一省的學校讀書。

熊丙奇認為，修訂後的
《辦法》強化了兩方面工作。首
先是發揮國家學籍信息系統的作
用。學生轉學時，轉入學校應通
過國家學籍系統啟動學籍轉接手
續，可防止機構和個人利用地方
學籍系統進行運作，很大程度上
壓縮了違規操作的空間。

其次是要求 「學校應當至
少每學期核准一次學生學籍」 。
近年來被查處的高考移民事件，
涉事學生的學籍長期 「空掛」 ，
卻沒有被發現。如果能對學籍信
息進行及時核實，學籍空掛等頑
固問題就會得到及時清理。

▲去年9月2日，山東省青州市文昌學校小學生迎來開學日。
新華社



捐逾2千萬獎金 鼓勵科研創新
就在十多個月前，

2023年10月22日，黃
旭華還與多位校友院士

寄語傳說中的 「交大1系」 ──上海
交通大學船舶海洋與建築工程學
院，他說： 「要有信仰、有理想，
還要有本領。科研發展永無止境，
在創新道路上要永不知足。」

黃旭華時刻關心國家科技事
業、核潛艇事業的長遠發展和下一
代的健康成長，先後向科研、科
普、教育機構捐獻自己的獎金逾
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2021
年，黃旭華向中國船舶719所捐贈

1100萬元個人所獲獎金。中國船舶
719所遵照黃旭華本人意願，設立
「黃旭華科技創新獎勵基金」 ，該
獎勵基金每兩年評選一次，用於獎
勵為推動裝備研製事業創新發展作
出重要貢獻的科研人員。他說，
「自主創新是我們攀登世界科技高
峰的必由之路，希望通過我的捐贈
讓更多人關注、關心、支持科研、
教育和科普事業。」

此外，黃旭華多次到大中小學
作報告、作科普，弘揚愛國主義優
良傳統，宣講核潛艇精神，在武昌
區中山路小學設立 「黃旭華院士科

技教育中心」 ，
勉勵青少年愛黨
愛國、學好本
領、成長為對社
會有用的人才。

解放日報

薪火
相傳

◀2016年4月8
日，上海交通大
學召開紀念大
會，慶祝建校
120周年。黃旭
華作為校友代表
講話。 新華社

黃旭華自稱是 「一個不稱職的兒子、不
稱職的丈夫、不稱職的父親」 。1956年，黃
旭華與李世英結婚。自他開始研製核潛艇之

後的幾十年間，夫妻要麼天各一方，要麼就是同在一地卻
難相見，妻子李世英只好獨自操持着家裏的大事小情。
「黨派他去哪裏，他就需要去哪裏，這是我們應盡的義
務。」 李世英說。

「為了不洩露國家機密，我淡化了與親朋好友之間的
聯繫。父母多次寫信，問我在哪個單位工作，做什麼工
作，我都避而不答。父親病重的時候，我沒能回家看護；
父親病逝，我也沒能奔喪。」 30年來，家人屢有埋怨、
不理解。直到1987年，上海《文匯月刊》刊登報告文學
《赫赫而無名的人生》，描寫中國核潛艇總設計師的人生
經歷，提到了 「黃總設計師」 和 「他的妻子李世英」 。黃
旭華隱秘30年的生活，才漸漸顯露於世。

1988年，兩鬢斑白的黃旭華回到廣東老家，才見到
了93歲的母親。 「人家問我，忠孝不能兩全，你怎麼理
解？我覺得對國家的忠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 解放日報

精忠
報國

黃旭華
1926.3.12 ~ 2025.2.6

資料來源：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

黃旭華生平

1926年3月12日

•出生於廣東省
汕尾市（原海豐
縣），祖籍廣東

省揭陽市

1945～1949年

•就讀於國立交
通大學（現上海
交通大學）造船

工程系

1958年起

•成為首批參與研製核潛艇
的人員之一，從此隱姓埋名
30年，將滿腔熱血和智慧付

諸中國核潛艇事業

1994年

•當選為中國工
程院首批院士

2019年

•榮獲共和國勳
章

2020年

•榮獲2019年
度國家最高科學

技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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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9日下午，剛剛被授予 「共和國勳章」 的黃旭華（前排中
左）、袁隆平來到中國工程院參加座談會，會後與現場的年輕科研工作者們
親切合影。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攝

▲黃旭華院士在核潛艇建造現場。
▼

晚
年
，
黃
旭
華
院
士
和
母
親
合
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