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建校 70年来，扎根黑土，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坚持“以

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以国防需求为第一使命，以人民满意为第一

标准”的价值追求，培养了一大批传承红色基因的杰出人才，打造

了一大批国之重器。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紧扣“突出特色、服务国家、世界一流”愿景，主动担起育人育

才、兴海报国的责任使命，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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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号、“人造太阳”“华龙一号”、国

产大飞机 C919、“爱达·魔都号”……2023 年中

国的 10 项科技新突破，其中一半的项目与哈尔

滨工程大学（以下简称哈工程）和哈工程校友

息息相关，这是学校及其培养的人才为即将到

来的 70 周年校庆送上的最好生日礼物。

学校建校 70 年来，扎根黑土，发扬哈军工

优良传统，坚持“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需要，以国

防需求为第一使命，以人民满意为第一标准”

的价值追求，培养了一大批传承红色基因的杰

出人才，打造了一大批国之重器。特别是进入

新时代，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扣“突

出特色、服务国家、世界一流”愿景，主动担起

育人育才、兴海报国的责任使命，奋力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急国之所急 全力服务科技
自立自强

“心里要装着祖国，要把自己的前途永远

和国家的需要、人类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中国水声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哈工程水声

学院杨士莪院士在上世纪 50 年代奉调北上，参

与筹建新中国综合性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哈军

工，成为第一批教员。

当 时 ，我 国 水 声 科 学 研 究 仍 很 薄 弱 。 为

此，杨士莪自学多国外语，一头扎进了这个陌

生领域。“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回忆

当时的选择，杨士莪这样说。

经过几十年不断地努力，杨士莪终于带领

水声科学家完成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研

制工作，为我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坚实基础。

“做科研就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决心和

毅力。”提及矢量声呐研究，哈工程杨德森院士

这样说。经历 16 年的执着探索，杨德森终于从

数学原理、信号处理和物理原理等方面成功实

验论证了矢量声呐，厘清了这一开创性技术背

后的科学原理，将中国的水声技术实现从标量

到矢量的飞跃，为我国的万里海疆打造精度更

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加强基础研究，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哈工

程始终瞄准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做好“从 0 到 1”

的探索，不断为重大关键技术提供理论支撑。

哈工程张阿漫教授是出名的工作狂人：办

公室放了张简易折叠床，一住就是半个月；随

身携带笔记本，有好的想法立刻记下来，几年

下来，笔记超过 15 万字……夜以继日 18 年，孜

孜以求地无数次尝试后，张阿漫成功抓住了某

次瞬时灵感，成功创立了气泡动力学统一方

程，用简洁的数学语言描述了气泡的物理规

律 ，可 精 准 预 测 多 气 泡 、气 泡 群 相 互 作 用 现

象。这一科学原理，已经在船舶毁伤与防护、

跨介质冲击、深海勘探等服务海洋强国战略领

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张阿漫带领团队自主

研发成功瞬态流固耦合分析软件，应用于大型

舰船抗冲击能力评估，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高度

认可。

国之所缺，心之所向。从哈军工时起，学

校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潜心我国船舶内燃

机关键技术研究。为提升中国船用低速柴油

机技术的自主化设计生产能力，作为项目关键

技术责任单位，哈工程勇挑重担，协调校内 12

支科研团队与 4 所主要参研高校，以及船厂等

30 余家参研企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在协同

技术团队梳理的清洁燃烧、摩擦润滑、振动噪

声等 12 个关键技术中，哈工程牵头负责 8 个，

并在摩擦、振动噪声预报与抑制、节能减排、大

视场喷雾燃烧可视化等方面取得众多创新性

的技术突破。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深耕关键技术的自

主创新，始终是哈工程的办学传统。”哈工程校

长姚郁说。近年来，哈工程研制的非能动安全

壳热量导出系统助力“华龙一号”达到国际最

高安全标准、数值水池虚拟试验系统实现我国

船舶 CFD 软件自主可控、水下定位系统保障

“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精准定位……一项

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在国家创新体系中，

哈工程不断亮出服务国家战略的特色名片。

秉承不断为国家打造战略科技力量的信

念，一代代哈工程人接续发力不断拓展为国家

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水声技术全国重点实验

室、复杂动力学与控制科技工业创新中心、极

端海洋波动场前沿科学中心、电子政务建模仿

真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俄罗斯极地技术与

装备联合实验室……一批批国家、省部科研创

新平台在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中不断涌现，以

“几代人只做一件事，一个人一生干好一件事”

的执着与韧劲，哈工程人以有组织的科研全力

服务国家战略的初心和情怀始终如一。

应国之所需 倾力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

“第一颗原子弹押送、挂起、发射，有我们

的学生；第一颗人造卫星指挥、制造、发射，有

我 们 的 学 生 ；洲 际 导 弹 研 制 ，也 有 我 们 的 学

生。在渺无人烟的马兰，我们派了一个系的一

半，共 100 多人过去参加原子弹研制，发扬哈军

工精神，艰苦奋斗，有的人搞了三四十年哪！”

哈军工第二任院长刘居英谈起哈军工培养的

人才对于“两弹一星”事业的贡献如数家珍。

按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按钮的韩云

梯，在第一次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中被誉为

“七勇士”的张其彬、刘启泉，“红箭-8”总设计

师王兴治、担任“东方红一号”发射总指挥的杨

桓等都是哈军工的学员，从酒泉到西昌到马

兰，在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中，到处都有

哈军工人的身影和足迹。他们在荒滩戈壁能

默默无闻地坚持一辈子，有的已经退休了，有

的已长眠在那里，有的还在为航天事业培养着

下一代。

哈军工坚持“两老办院”“教书教人”“一切

为了学员”“尖端集中、常规分散”等办学治校

理念，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

人才。

哈工程传承发扬哈军工的先进办学理念，

创造性发展形成“教授就是大学”“办学就是办

环境”“一切为了学生成长”的办学理念。学校

聚焦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超常规建设未来

技术学院、海洋工程联合学院、国家特软学院，

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探索新模式、打造示范

区，突出视野宽、基础厚、能力强、素质优、重创

新的人才培养特色，致力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可靠顶用人才和引领未来发展的拔尖

创新人才。

“线上抢答、头脑风暴、答疑……在智慧教

室上课，全身心投入、沉浸式参与，整堂课都很

赋能，自己是学生也是课堂的主人，这种感觉

太棒了。”今年年初，作为提升办学质量的举措

之一，学校全部 300 余间公共教室全面升级建

成智慧教室，带来一场从资源环境到教师教学

方法以及学生学习方式的全面革新，强力助力

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同时，学校上线教育资

源云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课程 3426 门，汇聚

校外优质线上课程资源超过 14000 门，为学生

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与平台。

“学院的学术氛围浓厚，学生可以随时找

老师请教、探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交叉学科

的教学方式，感觉思路被打开了，自己能够站

在更广阔的领域思考问题。”海洋工程联合学

院大三学生张隆源，经过不到 3 年的本科学习，

已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得益于龙江工程师学院坚持产教深度融

合，通过‘沉浸式’入企的专硕培养模式，将高

端装备制造企业的核心技术难题变成导师的

课题、学生的选题，在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中

锤炼真本事。”哈工程动力学院杨晓涛教授通

过学校牵头成立的龙江工程师学院，带领 14 名

学生“沉浸式”入企到哈电集团，参与研发中国

首条入籍中国船级社的绿色智能、全电力内河

船“领航之星”，完成了关键动力技术系统的设

计，以超高效率完成之前合作单位认为“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2021 年 9 月，由哈工程牵头，联合省内 3 个

地市、13 所优势工科高校和 38 家重点制造业企

业组建龙江工程师学院、成立龙江高端智能装

备产教融合育人联盟。针对企业技术难题，选

派教师“沉浸式”入企挂职，专业学位研究生入

企实习，遴选企业指导教师进校参与教学，探

索了一条“双导师带徒”培养卓越工程师队伍

的新路子。

作为一所行业特色型“双一流”高校，学校

瞄准制造强国和龙江振兴战略需求，聚焦黑龙

江重点企业、优势产业人才和技术急需，聚焦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以新思

维、新模式、新机制推动校企产教深度融合、校

地区域深度融合、专教职教深度融合，着力培

养专注服务龙江先进制造业的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

当年军工圣殿，今日精英摇篮。哈工程主

动应对工程教育变革发展，持续深化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实施新工科建设专项行动、工程

硕博士培养改革和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

专项行动，入选国家工程硕博士改革和多个国

家急需关键领域人才培养专项试点，龙江工程

师学院唱响全国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龙江声

音 ”，探 索 形 成 培 养 国 家 急 需 紧 缺 人 才 新 范

式。学校 70%以上毕业生投身国家工业化、信

息化、国防现代化建设，一批国之重器总师、载

人深潜英雄、改革开放 40 年改革先锋等优秀毕

业生让学校“可靠顶用、拔尖创新”的人才培养

品牌叫响全国。

想国家之所想 着力涵育大
学精神文化

“只要是社会需要的，国家需要的，都值得

干下去。”现年 92 岁高龄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杨士莪，为哈工程水声专业新生站着上完了第

一堂《振动与声基础》专业课。杨士莪就是一

面哈军工精神“行走的旗帜”，他身体力行地教

育着、感染着、影响着一代代哈军工后继者为

国尽责、奋勇争先。

“我代表学校欢迎你们，自哈军工以来的

第××期学员……”这是校长“开学第一课”的

固定开场白，每一年的“开学第一课”上，校长

总是细致、生动又饱含深情地讲述学校的历史

与发展，让新生了解学校在新中国历史上的重

要意义以及前辈们的辉煌成绩，鼓励新生传承

哈军工红色基因，从一入学就树立“三个第一”

的价值追求。

大学文化精神，是一所高校崛起屹立于中

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之林的核心软实力。红

透专深的哈军工文化精神与优良传统，数十年

来在哈工程师生、校友中接续传承，尤其近年

来，学校大力挖掘、凝练哈军工精神，让哈军工

文化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淀涵育形成

今天学校独有的大学文化精神特质。

“个人事业只有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才

会有生命力，才能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每

年 的 开 学 的 第 一 堂 专 业 课《水 声 学》的 课 堂

上，杨德森院士都要带领新生深入认识中国

的版图。作为杨士莪的学生，他传承了恩师身

上“做人做事做学问，为船为海为国防”的精

神，也将这种矢志报国的文化精神传授给学生

后辈。

在哈军工学员的军工操场上，一堂冰天雪

地“ 热 血 铸 舰 ”的 理 想 信 念 思 政 大 课 年 年 举

行。千余师生用冰雪绘制航母、核潜艇等国之

重器和哈工程人研制的 7103 救生艇等，将爱国

主义教育与蓝色使命教育融入思政实践，将一

代代哈工程人“为船、为海、为国防”的使命和

担当镌刻在心灵深处，成为哈工程特有、全国

关注的特色文化项目。

从在校园作为上下课铃声响了 70 年的军

号，到以哈军工纪念馆为核心的哈军工文化园

等文化场馆环境，再到校长亲授的新生开学

“第一课”、院士讲授的新生第一堂专业课和毕

业生党课等课程载体，“以忠诚为灵魂，以工学

为境界，以海防为特色”校园文化核心价值体

系，浸润塑造了哈工程学子独特的精神气质。

“走进这间庄严肃穆的大厅，仿佛回到了

1953 年。在一张张工整认真的笔记里，一套套

干净朴素的制服前，几十年前那个坚毅的哈军

工向我们展开了怀抱，邀请我们这群新一届的

哈军工传人聆听他的故事。”学生韦珺瑜参观

哈军工纪念馆后深有感触。学生们在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哈军工纪念馆的实物参观、生

动讲解中了解哈军工的历史和辉煌成绩，沉浸

式体验、理解哈军工红色文化精神，做到“入

脑、入耳、入心”，自觉成为哈军工精神的传承

者。

7 月，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陆军装甲兵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陆军防化学

院、西北工业大学等哈军工分建高校的 50 余名

师生走进了哈军工原址哈工程的校园，在哈军

工精神的感召下，在青檐碧瓦间感知哈军工精

神，在践学中追寻哈军工人强军报国的足迹，

激发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

学校联合哈军工分建高校，传承、挖掘、凝

练哈军工精神，形成“始终传承绝对忠诚的红

色血脉、始终坚守为军向战的价值追求、始终

秉持敢为人先的创新特质、始终弘扬严谨求实

的治学传统、始终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姿态、

始终拓展自信开放的世界眼光”等“六个始终”

的精神共识，作为科学家精神在哈军工办学实

践中的具体体现和高度浓缩，成为哈军工后继

者勇毅前行的不竭精神动力。

近年来，学校结合数十年办学实践，从哈

军工优良传统、文化精神中提炼、总结“敢为的

自信、必成的劲头、开放的眼界、合作的气度”

创新文化理念，成为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的新

发展。敢为必成、开放合作的创新文化意识成

为师生的行动自觉，激励他们在国际顶级的赛

事上摘金夺银、为国争光，在国之重器的研制

中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把“不行”变成“必成”

的“双一流”建设方方面面，创新文化成为哈工

程师生奋力开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回顾 70 年的办学实践，哈工程牢牢把握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中国

特色”为引领，以“国防底色、工信特色”为基

调，以“船海特色”和“龙江特色”为特质，深化

“五色”共谋，凝聚发展最大合力，让建设特色

鲜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传

承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矢志一流、接续奋斗，

在兴海报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

征程中踔厉奋发、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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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兴海报国兴海报国 矢志一流矢志一流

哈工程师生在军工操场上用冰雪哈工程师生在军工操场上用冰雪““绘制绘制””国之重器国之重器。。

哈工程杨士莪院士与学生在实验室研讨科研问题哈工程杨士莪院士与学生在实验室研讨科研问题。。 哈工程杨德森院士与学生讨论问题哈工程杨德森院士与学生讨论问题。。 哈工程智慧教室哈工程智慧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