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7 日上午 10 点，上海蕰藻浜嘉定
南翔河段，蓝白相间的“瑞华一号”装载着
300 吨钢板，解缆出航。周围船上的人，
纷纷跑上甲板，目光中充满好奇。水线已
经压得那么低，一般的船发动机得喘粗
气，这艘船开起来怎么没声音呢？“瑞华一
号”的驾驶员谈宝玉说感觉在开“水上特
斯拉”：“没有排放，噪声低，加速快，制动
也快。”全力加速，灵活转弯，由上海瑞华
集团研发的国内首艘 500 吨级电动运输
船顺利完成重载试航。

站在船上的瑞华集团董事长帅鸿元
欣慰地看着这一切。从自筹经费研发新
能源汽车，到自筹经费建设充电设施，免
费为各地公交车公司提供电动车使用
⋯⋯帅鸿元带领上海瑞华集团 10 多年的

“无私”付出，终于闯出一片天地。

从自动化控制起步

从自动化控制起步，转向新能源汽
车，又转向新能源船，帅鸿元连续三级跳，
每一跳都精彩。

帅鸿元说，在全国 25 个示范城市运
行 的 新 能 源 车 中 ，瑞 华 新 能 源 车 占 了
63%。这些成就来得并不容易。为此，瑞
华集团整整花费了 10 年时间研发，投入
超过 2亿元。

研发新能源车需要大投资。与国企
和科研院校有政府提供相对充足的研发
资金不同，2001 年，当帅鸿元想做新能源
车的时候，没有任何资金支持。

是自动化控制和机械制造，为帅鸿元
积累了第一桶金。上世纪 90 年代初，经

过调研，帅鸿元决定搞工业电气自动化控
制系统集成。“当时想，自动化各行各业都
用得着，是万金油。”帅鸿元说。但他发
现，国内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与国外
的差距并不大，这就意味着企业没有核心
竞争力。他决定，要做就做最好的。他了
解到，印刷机要求最高，印刷机中的印铁
机则最难，当时国内都以进口为主。10
多年苦战下来，如今瑞华集团的印铁机在
国内品牌中销量稳居第一。

创新就是突破困难

“创新就是突破困难，我的想法就是
不断给技术人员出难题，制造业企业只能
依靠创新生存。”帅鸿元说。正是在这一
理念的支撑下，帅鸿元将目光对准了新能
源汽车，那一年是 2001年。

“从能源的安全角度看，我国目前已
成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必须减少对石油的

依赖；从环保角度看，固定的污染好解决，
但移动排放非常难治理。”帅鸿元认为。

但是，难题也显而易见。帅鸿元回忆
说：“我们请了专家、学者开座谈会征求意
见，他们提出，别人搞新能源车都是政府出
钱搞，你企业自己做，你有多少钱？”研发新
能源汽车，资金是个大问题，难题面前，帅鸿
元没有放弃，“真想做，没有不成功的，只是
道路长短、时间长短问题。”他说。

帅鸿元的新能源汽车梦由此开启。
他和他的团队想到的是“电容+电池”模
式，解决一般电动车持续力和爆发力不可
兼容的难题。即起步加速用电容，爆发力
强，行驶中用电池，持续时间长。

这一路走来的坎坷和艰辛只有帅鸿
元和他的同事清楚。为了买一辆旧电车，
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找到一家公交公司愿
意卖，更不用说开发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为了测试电池，帅鸿元的团队几乎试过了
所有品种的电池。

关键要让人信得过

“比技术研发更难的问题是，产品如
何获得用户的信任。”帅鸿元说，在新能
源汽车推出后，为找到用户，他们采用无
偿提供、免费使用的推广策略。不仅把
车辆免费提供给别人用，而且还要帮别
人建好充电设施，提供维护人员。“连电
费都是我们出的，使用单位只要提供一
个驾驶员就行了。”帅鸿元对起步的艰难
记忆犹新。

国家支持的补贴政策出台，帅鸿元迎
来了春天。不久后，上海公交车示范运行
车辆增加，瑞华的新能源车先后成为奥运
会、世博会的服务车。此后其他城市的订
单纷至沓来，合作车企越来越多。去年10
月，浙江长兴县首批10辆纯电动大巴正式
投入当地公交运营。

刚迈入 2015 年，正是规划新一年发
展方向之际，帅鸿元没有展示他最为得意
的新能源汽车，而是跟记者一起登上了新
能源船。在“瑞华一号”新能源船上，帅鸿
元说：“办企业就是要善于发现蓝海，如今
新能源汽车已经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所
以我们瞄准新能源船这一全新的领域。”

“一艘次 10 万吨集装箱货轮进出港
口，PM2.5 排放量相当于 6 万辆重型柴油
车一天的排放量。如今运行在我国江河、
海上的柴油动力的客货船数不胜数，将河
道、海上运行的柴油船改造成新能源船大
有可为。”帅鸿元说，“瑞华一号”底舱装配
了近十吨的磷酸铁锂电池，同时搭配超级
电容，这和纯电动公交车是同类型技术。
他说，瑞华集团研发的新能源船用电池等
相关设备已经拿到了中国船级社的认证，
并实现新能源船充电一次行驶 400 至
500 公里的效果。目前，瑞华的 500 吨新
能源船“瑞华一号”已经在测试运行中。

“从新能源车到新能源船，瑞华就是在
创新中不断发现新的发展空间，我相信我
们未来的发展将十分广阔。”帅鸿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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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在北京总后金沟河干休所的活动大厅，一
群年过花甲的老年人正在排练舞剧，欢快的音乐和老人
们脸上灿烂的微笑，给寒冷的冬季注入了一丝暖意。和
这群老人在一起的一个年轻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不时给
老人们讲解着动作要领，一遍一遍，不厌其烦。他就是中
国铁路文工团国家二级演员兼《红舞鞋》总编导赵帅。

“我排这部舞剧就是想让人们知道老年人对艺术的
追求。他们除了跳广场舞，还可以跳舞剧——舞蹈中的

‘奥斯卡’。”赵帅说。
一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赵帅结识了这群热爱舞

蹈的老人。看着他们在舞台上激情的表演，他下决心要
为他们量身定制一部属于他们的老年舞剧。

这个决定，让赵帅在国内开了原创公益性老年舞剧
的先河。

“只要是我看准的，就要坚持”

赵帅与这群老人相识，结缘于一起拍摄的《一辈
子》。现在《红舞鞋》中的男女二号演员就是当时《一辈
子》的主演，“就因为《一辈子》这个戏，把我们结成一辈子
的朋友。”赵帅开心地说。

经过两个月与老年朋友们的反复沟通，听他们讲述
自己的故事，他创作了《红舞鞋》这个剧本。赵帅说，“虽
然我们创作了这个剧本，但实际上我们在向他们学习，学
习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一辈子对梦想的执著。这部剧
的主题叫‘圆梦’，实际上圆了他们一个舞蹈梦，也圆了我
创作反映老年人老有所乐的舞剧梦。”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以前别人请赵帅做编导，
服装、道具、场地都不用他操心。这次是他独自一人挑大
梁，事事都要亲力亲为。

找场地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儿。最初，赵帅想直接租
用专业的舞蹈场地，但发现费用太高，有限的资金根本无
法支撑舞剧的公演，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他说，自己是
骨子里不服输的性格，“只要是我看准的，就要坚持，绝不
妥协。”

为节省资金，他采取了打游击的“战术”。“我们刚开
始排练，先在总后金沟河干休所，人家有排练，我们就转
到万寿路文化中心，再不行就挪到永定路文化中心，还到
过附近的幼儿园，绕一大圈，就是为了‘捡漏’。”

“一路走来，怀揣一颗感恩的心”

如果不是遇到了这群热爱舞蹈的叔叔阿姨，赵帅仍
然是一名普通的编剧。

“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不小心开创了中国公益性原创
老年舞剧的先河。”这是赵帅第一次独当一面。谈及第一
次当总编剧的感受，“感恩”是他给出的答案。

“《红舞鞋》这部舞剧涉及方方面面，每一件事都需要
去考虑，如果没有感恩之心，我可能早就放弃了。”赵帅有
些激动，眼里含着泪花。“我首先要感谢陪我一路走来的
这些叔叔阿姨们，没有他们的不离不弃，《红舞鞋》早就夭
折了。”有人说，赵帅你胆子可真大，敢给老年人排舞剧，
要是排练中、演出时发生磕碰的意外，你能担得起这个责
任吗？这些他都想过，但他认为老年人也有追求艺术梦
想的权利。正如《红舞鞋》演员赵元龙所言，“我们演我们
自己，寻梦追梦最后圆梦。”

谈及赵帅，在《红舞鞋》剧中饰演角色的叔叔阿姨们
无不为他“点赞”。“他很年轻，很专业，放弃了一些商业合
作机会，自掏腰包甚至不惜卖掉房子，为我们这群老年人
编创这样一部舞剧。”赵元龙动情地说，“他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排这部剧，让人非常感动。”

参加演出的人员中，年龄最大的 66 岁，最小的 55
岁。为了这份“感恩”，老人们再苦再累也从未间断过排
练。樊爱平说，他们中的很多人要很早起床，然后赶两个
多小时的公交汽车去排练。等到排练完回到家，天已经
黑了。“能跳中国首部公益性老年舞剧，再远我们都会积
极参加。”《红舞鞋》演员杨玉玲说，加入舞蹈队让她认识
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丰富了晚年生活，也带来了快乐。

“如果可以，我愿意一直这样学下去、跳下去。”
赵帅希望《红舞鞋》能大获成功。他告诉记者：“理想

终归要落到实践上。我梦想通过努力，让老年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使我国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迈向更高的层次，让他们从广场舞走向舞台。”

“《红舞鞋》的演出只是开始，只要各位老师身体允
许，我们的故事就将继续下去。”

赵帅和他的《红舞鞋》
本报记者 郑 彬

图为《红舞鞋》的演员们。 郑 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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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航天器做件“防护服”
——记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朱建勋

本报记者 李予阳

人物小传

朱建勋，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是我国上

世纪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

一批大学生，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

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毕业后，学习

液压传动的他被分配到南京玻璃纤

维研究设计院工作，从此跟预成型

体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获得国家

级奖励2项、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

②②②

①①

③③

提起“预成型体”，可能没有多少人
知道这个有些生僻的词；但是提起“神
舟”、“嫦娥”，大家都知道它们代表了我
国的航天科技水平。

航天飞行器在穿越大气层时，剧烈
摩擦会产生数千摄氏度的高温，足以烧
蚀掉钢铁等金属材料，让这些航天飞行
器在瞬间“粉身碎骨”。为了保护航天飞
行器的关键部位，就必须为它穿上用预
成型体做成的“特制防护服”。中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建
勋，就是给飞行器做特殊衣服的人。

“外国人能做出来，我们也能！”

在中材科技的实验室里，只见梭子
上下翻飞，将一根根闪亮的纤维编织成
一块特殊的长方体织物。可别小看这块

“貌不惊人”的织物，这就是能抵御几千
摄氏度高温的“预成型体”。一块预成型
体纤维织物体积虽然只有几立方厘米，
价格却堪比一辆豪华轿车！

不善言辞的朱建勋说起“预成型
体”，眼睛里洋溢着兴奋。他微笑着告
诉记者：“平时大家穿的衣服，包括沙
发布艺都是二维的，但预成型体却是
三维的。通俗地讲，就是一块立体织
物。这种立体织物有一定厚度，拥有
抵御高速高温、防止材料开裂的特殊
结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国家在航
天飞行领域遭遇挫折，高温气体击穿航
天器导致机毁人亡的深刻教训让各国科
研工作者意识到，谁在航天器隔热材料
上率先取得突破，谁就有可能在太空探
索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一场航空隔热材
料研制的竞赛拉开了大幕。朱建勋是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成
绩优异。毕业后，他投身到这场竞赛中，
一干就是 30年。

这是一场艰难的竞赛。作为一种三
维纤维材料，预成型体应用涉及空间飞
行器和航空航天装备，在这样的前沿科
技领域，国外技术封锁、性能数据保密，
产品买不来、技术引进不到，只能立足自
主研发。

“我一直觉得，外国人能做出来，我们
也能做出来。一定要争口气！”朱建勋说。

“科研工作要耐得住寂寞”

“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邓洪说。在他眼
里，朱建勋儒雅谦逊、不慕名利，是个每
天早上起来买菜、拿牛奶的好丈夫、好爸
爸，更是一个特别耐得住寂寞的科研工
作者。“我做民品，他搞军品。他的研究
领域特殊，开发周期比较长，有时候 5 年
到 10 年才能出一个成果。但即便出了
成果，由于应用领域的特殊，著也很少人
知道。但他十分踏实，特别执著，有耐
心。”邓洪说。

研制预成型体的日日夜夜，让朱建
勋难以忘怀。难忘的不仅是奋斗的艰辛
历程，更是老一代中国科技工作者心怀
祖国、不讲条件、坚持不懈、无私奉献的
精神力量。

“那时条件很艰苦，但很充实。非常
感谢一起奋斗的同志们，他们付出了很
多。有的人住得很远，公交车不方便，从
家到单位要走一两个小时。但没有人叫
苦，更没有人讲条件。大家想的都是怎
么尽早把科研难题攻克。”朱建勋陷入对
往事的回忆里。

“我们都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要自
己生火做饭。那时大家都是年轻人，没
几个人会生炉子。”朱建勋回忆起那时的
清苦生活，脸上露出了微笑。但是提到
孩子，这个高大的男人不禁眼眶湿润
了。“我自己怎么苦都可以，最对不住的
是孩子。”朱建勋说。

孩子小的时候，妻子经常出差，朱建
勋一边搞科研，一边照顾孩子。有一次，
加班回到家里，看到孩子在厕所门口睡
着了，脸上还有泪痕。为了不耽误科研，
朱建勋再加班就带上孩子，让孩子睡在
办公室里以便照顾。

生活条件的艰苦容易克服，科研的
艰辛要经受的就不仅仅是辛苦，还要面
对失败的打击。每做出一个试验品，只
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是成千上万
次试验。失败就得从头再来。一次次试
验，只有一根根细细的纤维做伴。

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还能坚持下
去，支撑朱建勋和他的科研伙伴的究竟
是什么？面对记者的提问，朱建勋的面
色凝重起来。“科研工作要耐得住寂寞，

再难也要干！”他对记者说，“一代材料、
一代装备、一代武器。如果没有这些材
料，我们的飞行器、导弹就无法飞得更
远，我们就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
之地。”

“中国人要有科技自信”

国家的迫切需要，让朱建勋和他的
团队毫不懈怠。研制的关键阶段，一天
24小时两班倒，有时候就睡在办公室。

青丝变成白发，坚持不懈的长期努
力终于开花结果。一系列研究成果，使
我国防热材料研制应用水平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大量成果得到转化，多种结
构与产品在我国 10 多个重点飞行器上
获得成功应用，大幅度提高了我国飞行
器材料的先进性，为我国航天技术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整体
穿刺技术、碳钨双组分预成型体先后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朱建勋也在今年获得了“杰
出工程师”奖。

预成型体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朱建勋自豪地说，“事实上，经过几代科技工
作者的努力，我国在很多领域的科研成果
都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应该对
自己的国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心。”

如今的朱建勋在科研管理的岗位
上，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为科技人员搭建
平台、创造条件，以产出更多的创新成
果。“创新需要人才队伍去实现。”朱建
勋说，“社会上有些人认为搞技术没前
途，看一个人一直在从事科技工作就会
说，你怎么还在搞技术，技术有什么好
干的？这种看法其实体现了对科技和科
技工作者的不尊重。”他认为，要给科
技 人 员 应 有 的 待 遇 ， 更 要 给 他 们 以
尊重。

朱建勋最难忘的，是当年曾经有一
项科研项目已经难以进展下去，用户已
经准备放弃，但他当时的老领导瞒着这
个消息保护他的研究积极性，继续鼓励
他，最终项目研究取得了成功。“不是说
金钱就是待遇，而要真正去关怀人、尊
重人。”朱建勋深有感触地说。

“我个人要求很低。能为国家做点
事，我很满足。”朱建勋说。问他未来有
什么梦想，朱建勋笑了。他说：“梦想一
直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未来还有新
的梦想，比如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比如把
一些研究成果运用到一般工业上⋯⋯”

有梦想，就有动力。让我们祝愿这
位一直有梦的科技工作者！

图①③ 朱建勋在工作中。

图② 朱建勋（左二）在施工现场指

导工作。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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