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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关于向王梦恕院士学习的决定 

王梦恕院士是我国著名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铁隧道局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18年 9月 20日，他因病医治无效在北

京逝世，享年 81岁。 

王梦恕院士从事铁路工程科技工作半个世纪，在隧道及地下

工程的理论研究、科学试验、开发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以及

指导设计、施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促进我国隧道建设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梦恕院士总

结多年工作经验，写成《地下工程浅埋暗挖技术通论》，是我国

第一部系统论述地下工程浅埋暗挖法理论设计和技术施工的专

著。王梦恕院士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次、二等奖 2 次、

三等奖 2 次；铁道部科技进步特等奖 1 次，二等奖 5 次；北京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次、二等奖 1 次；广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次

等。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

多种荣誉称号。1999年获“第四届詹天佑大奖”和国家人事部“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一等功。王梦恕院士长期潜心育人，将毕生研

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培养出了百余名品学兼优的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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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和博士后，为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建设输送了大批高水平科

技人才。 

王梦恕院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为党和人

民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学识渊博，高屋建瓴；他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他立德树人，无私奉献；他常怀家国，心系天下。王

梦恕院士一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他将毕生的精力和聪

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祖国的隧道及地下工程事业，为国家交通事

业特别是铁路事业快速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逝世，使我们

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党员、卓越的科学家，是我国科技界

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为学习宣传王梦恕院士先进事迹，弘扬优

秀师德师风，引导和激励全院共产党员和师生员工争做新时代的

奋斗者，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决定，在全院广泛开展向王梦恕

院士学习活动。 

向王梦恕院士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

神。王梦恕在 60余年的工作中，始终坚定不移地探索真理，开拓

创新。他首创了城市地铁浅埋暗挖修建方法，为我国地铁大规模

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首次在国内引进并实践了新奥

法隧道施工技术，一举结束了我国不能修建 10公里以上长大隧道

的历史；倡导修建了厦门翔安海底隧道等诸多水下工程，开创了

我国海底隧道修建的先河；研究开发了复杂地质隧道修建技术，

是我国高速铁路、重载铁路建设的先行者；为我国盾构研究及国

产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我国地铁盾构技术与长大山岭隧道

TBM技术的发展。从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铁到主持设计制造

了我国第一台直径 7.3 米的大型机械化压缩混凝土盾构，从当时

举世瞩目的大瑶山隧道到先后攻克了 7 项配套技术、14 个技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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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大秦线军都山隧道，从首开先河用暗挖法修北京地铁区间复

线到复兴门至西单区间大跨度车站试验段工程都留下了王梦恕院

士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他自己所说：“隧道是门实践性很强的

专业，只停留在理论研究、计算分析的层面，是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和改变实际问题的，必须有高层次的人才深入到第一线去，才

能结合实际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实现重大突破。”也正是长年累

月在一线的千锤百炼，使其成为了我国隧道及地下工程领域杰出

的科学家。 

向王梦恕院士学习，就是要学习他立德树人、无私奉献的精

神。作为一位高校教师，王梦恕秉承交大“知行”校训，对学生

提出了“第一是品德，第二是能力，第三是理论”这三个基本要

求，强调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了使学生们成为具有全

球视野的科学家，王梦恕经常会将自己在全国乃至一些国际会议

上了解到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和施工方案带回来，讲给学生们听。

他要让学生们始终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具有广阔的学

术视野。王梦恕院士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亦是学生们汲

取的营养之一。厦门翔安海底隧道第一次穿越海底风化槽时，隧

道上部为 30多米深的海水，开挖面的地质条件较差，渗水量不断

加大，已出现失稳征兆。如果不采取果断有效的处理措施，很有

可能发生突水、突泥事故，轻则造成重大财产损失，重则导致整

个隧道报废。已经 70多岁的王梦恕从飞机场直接赶到隧道开挖面

进行现场指导，在狭窄的临时钢梯上攀爬而上，结合现场的实际

状况，很快提出了施工方案和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措施，使工程

顺利通过了风化深槽的严重危险地段。当该项工程举行通车庆典

时，他却奔走在其他有问题需要解决的工程现场，并未出席。王

梦恕院士坚持潜心育人，将毕生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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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了百余名品学兼优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为我国隧道及

地下工程建设输送了大批高水平科技人才，他是一位真正的“大

师”。 

向王梦恕院士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常怀家国、心系天下的精

神。王梦恕院士一生历经了无数次人生抉择，“祖国急需的，就

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他把复杂的人生选择用简单的“国家需

要”作为衡量标准。王梦恕在唐山铁道学校最开始学习的是桥梁

专业，一次在前往成昆铁路线考察实习时，遇到了隧道施工大塌

方。看到当时的事故现场，王梦恕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施

工设备和技术太落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又少，“能不能以后

隧道施工不死人，能不能有更好的施工策划” ，正是一种“责任

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让他主动申请将专业改为隧道专业，并担

任隧道班班长。面对工程，他的理念是：做工程，就是要给子孙

后代留下遗产，不要留下遗憾和灾难。面对非议，王梦恕的态度

是一不辩解、二不惧怕，该发声时就发声，“敢说真话、敢担负

责任”是王梦恕院士最鲜明的品质。在 20年全国人大代表、10

年全国政协委员生涯中，王梦恕无时无刻不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放在心间，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许多针砭时弊、紧系民生的重要建

议和提案，一些提案还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笔批示。“有

些人是利益主义者，有些人是上面定了就做吧。但我觉得应该坚

持真理，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我一定要说。”王梦恕把

自己的这种执拗归结为坚守与担当。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中国工程

师。 

王梦恕院士常怀家国责任、一生探索真理，不仅留下了一个

个百年工程，更为交大师生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他的精神，必

将不断激励学院师生牢记时代重托、矢志科研报国，在他曾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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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战斗过的各个领域，努力取得新的成绩、做出新的贡献。 

学院师生要把学习王梦恕院士先进事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作

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认真组织开展向王梦恕院士学习

活动。 

一是结合学院党委收集整理的王梦恕院士先进事迹的文字材

料、视频材料，通过讲党课、身边人讲身边事，认真深入地学好

王梦恕院士的先进事迹，努力增强党员意识和党性修养，努力提

高精神境界和自身素质，坚定“四个自信”，勇于担当作为，践

行根本宗旨，坚守道德情操。 

二是结合《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8年“做新时代‘四有’好

老师和‘四个引路人’”学习实践活动方案》，学习《北京交通

大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办法（试行）》、《北京交通大学师

德“一票否决”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把握新时代“四有”

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的内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是结合当前推动学校和学院事业改革发展的任务要求和个

人思想、工作实际，通过专题讨论、座谈交流等形式谈感想、谈

体会，引领带动全院广大师生强化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

当，攻坚克难、奋发有为，践行初心、勇担重任，为实现创建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院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 

2018 年 10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