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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觉担当树起一面闪耀的旗帜
在西大，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润物细无声，在三尺讲台上传授知识；他们万

事躬行，在实验室里探求真知；他们日夜陪伴，在你的成长成才中默默守护；他
们辛勤耕耘，在祖国大地上撰写论文……为喜迎学校第十次党代会，充分展示西
大教师和教师团队奋战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一线的忙碌身影，广西大学新
媒体中心现推出“君师吾师”人物专栏。首期“君师吾师”人物专栏，将和你一
同走近路桥专家郑皆连院士。

他，躬身奉献50余载，把党的宗旨融入生命，把情怀“铸”进路桥，心怀家
国，始终赤诚，用自觉担当树起一面旗帜，让党性在实干中闪耀光芒。

五月的一天，当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主任医师郑文军接过一份体检报告单，
立即站了起来，激动地向来者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谢谢您”！正当大家疑惑之
际，他紧接着说道：“我是平南县人，平南三桥使我的家乡变富变好了，郑院士，
您是我们的大恩人。”

这是主持建成“世界第一拱”平南三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专家、广西
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郑皆连在例行体检时的一段佳话。

在郑皆连院士的路桥履历中，对他满怀感恩的人何止是郑文军医师一人！从
青丝到华发，水阻架桥，山挡劈路，勇于担当、聚焦一流、攻坚克难、创新创
造、引领科研，他用一名党员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忠于使命的家国情怀。一座座
桥，一条条路，造福了百姓，连通了民心，在服务国家战略、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的名字早已与他的路桥使命一起，被时代刻印。

1.清廉铺“一路”
在艰难岁月里，他一路攻关破万难，一路秉持党性守清廉，用钢的意志、铁

的纪律，组织建成广西第一条高速公路——桂柳高速公路。
1993年，根据国家战略，要修建广西第一条高速公路——连接桂林市和柳州

市的桂柳高速公路，时任自治区交通厅总工程师的郑皆连受命担任现场总指挥兼
技术总监组织实施这项工程。那时，国家高速公路事业方兴未艾，广西高速公路
建设更是一片空白，而修建这条路工程之艰巨在全国高速公路中又属罕见，因为
要穿越山峰高峻的桂北架桥岭，特别是重峦叠嶂的越城岭，技术难度和工程量都
很大，而且经费少。但郑皆连决然迎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要啃下这块硬
骨头。

郑皆连带领设计团队翻山越岭勘查，反复研讨图纸，优化设计，修改路线，
精打细算建设造价，费尽心思完善建设方案，最终将公路设计的原长度144公里的
里程缩短为137.9公里。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是工程指挥员，又是技术员、施工
员，既当帅又当兵，组织指导、检查进度、查验质量、推车、铲泥等等，在他的
眼里，到处都是“活”。工期四年，他吃住在工地，把工作变为全部生活，全身心
扑在这条路上。

郑皆连院士
他立下“铁律”：工程推行公开招标，通过优化设计降低造价，坚决推行国际

土木工程的先进合同管理条款“菲迪克条款”。他提出并带领团队践行“艰苦奋
斗，清正廉洁，乐于奉献，团结求实，雷厉风行”的桂柳路精神。始终把严明纪
律、精打细算、精益求精作为保证工程质量和速度的法宝。他曾因拒绝招标说情
被人说“不近人情”，曾因质量问题数次叫停施工后返工被人叫“黑脸”，也曾因
严辞劝返满车的节日“慰问品”被人辱骂……但为了修最好最“干净”的路，他

始终秉持着经济效益最优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目标，始终把党性牢牢“卯”在工程
的全过程。

1996年，该路比原计划提前5个月竣工，每公里竣工造价为同期全国高速公路
平均造价的一半，验收质量优良。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亲临现场视察，并为桂柳
高速公路题词；交通部原部长黄镇东称赞此次修建是“广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成功范例”；自治区政府大力嘉奖他和他的团队，
并发文号召全区基本建设战线学习桂柳路精神。

此外，防城港港口、南宁-北海二级公路、南宁-梧州二级公路、桂平航运枢
纽等工程，也都在郑皆连的主持下顺利建成。每一项工程，清廉和质量都是生命
线。

2.创新“铸”荣光
天堑接天路、沟壑连坦途。在桥梁建设征程上，郑皆连院士依然秉持初心，

创下一个个拱桥经典，树立起拱桥时代创新的标杆，为我国拱桥的高质量、高速
度发展，为我国科技进步、桥梁强国建设以及拱桥建设技术领先世界作出重大贡
献，使我国拱桥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新跨
越。

20世纪60年代，广西遇水只见木桥，每逢洪灾即毁过半，交通状况堪忧。郑
皆连决心改变这一现状，以修建更好更大的桥梁为己任，开始了不懈的探索和技
术攻关，并不断把广西拱桥创新科技推向全国、引领世界。

1968年，27岁的郑皆连在设备设施极度匮乏和简陋且艰苦的工作条件下，不
惧挑战、勇于革新，改变千百年来人们搭支架建桥的做法，探索出用斜拉扣挂的
方式克服拱节段地心引力，实现拱节段无支架悬拼、合拢、成拱，主持建成了我
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跨径46米的广西灵山三里江桥，打开了中国传
统拱桥通往现代拱桥的大门。当时交通部双曲拱桥施工会议曾电贺祝捷，称赞郑
皆连首创了我国较大跨径双曲拱桥无支架吊装新工艺，为双曲拱桥的发展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该技术随即被推广，利用该技术建设的拱桥仅广西就有上万延米，
同时节省搭拱架所需木料超过1万立方米，使广西桥梁面貌焕然一新。后来，郑皆
连因此作为广西最年轻的代表参加了197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设计革命会。该项
技术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研究成果奖。

随后，郑皆连过关斩将，创造了多个拱桥奇迹，其指导建成的合江长江一
桥，书写了几乎包揽全部桥梁工程类大奖的科技新传奇。

2013年，72岁的郑皆连院士指导建成主跨径530米的世界第一座跨径逾500米
的钢管混凝土中承式拱桥——合江长江一桥（又名波司登大桥）。该桥拱桁采用缆
索吊运，斜拉扣挂悬拼，合拢后松索工法安装，开发了真空辅助压力多级连续灌
注管内混凝土工艺及设备，就拱桥的施工技术和跨径把世界桥梁发展向前推了一
大步，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唯一桥梁外籍院士邓文中称为“世界拱桥
发展里程碑”。该桥荣膺第36届国际桥梁大会最高奖乔治·理查德森奖，作为工程
依托的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优秀设计银奖、“中国土木工程詹
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等。

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大型钢管混凝土结构管内混凝土真空辅助灌注方法及灌
注系统”，突破了钢管混凝土这项最大技术瓶颈，为合江长江一桥的顺利建成和该
类型拱桥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该项技术获授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是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的重要支撑成果之一。

3.智勇“架”一流
2020年，79岁的郑皆连院士再次肩负重担，刷新他的拱桥履历，指导建成跨

径575米的“世界第一拱”平南三桥，成为中国拱桥闪亮世界的新名片，充分展示
了中国创造和中国创新，是广西大学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有力印证，也是郑皆连院
士团队钢管混凝土拱桥设计理念、施工模式、关键技术等方面集中突破的体现。

平南三桥的诞生有一段曲折经历。“如果不是郑院士的坚定执着，勇于担当和
科学执言，‘世界第一拱’极有可能与我们擦肩而过。”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
院党委书记陈正教授说。

2017年，根据广西发展战略，要在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平南北互通连接线上
跨越浔江修建平南三桥。初步设计时，设计院推荐悬索桥方案，而专业审查单位
推荐斜拉桥方案，一时难以定夺。作为桥梁专家，“合适的桥型”和“省钱”是郑
皆连建设拱桥的第一理念，“安全和质量缺一不可，涉及国家利益、关乎民生福祉
的事都是天大的事”。为减少投资、提升结构刚度、降低运营期维护费用和风险，
他提出跨径575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方案，但评审时该方案被否定了。有的专家认
为，建造拱桥风险太高，因为这种一岸为结实基岩、另一岸是卵石层的地质条
件，不符合传统拱桥的建造要求。面对质疑，郑皆连立即开展论证。他认为，虽
然拱桥的跨径超过目前世界上各类拱桥，存在一定风险，但完全是可控的。他随
即起草了三页半的汇报提纲，专程赴交通运输部汇报，对钢管混凝土拱桥工程风
险及造价风险可控的依据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彼时已76岁高龄的郑皆连，还主动
请战出任大桥建设专家组组长，愿与参建各方共担风险，最终促成平南三桥采用

钢管混凝土拱桥方案。
尽管经历过修桥铺路大风大浪的他已无畏无惧，但对建造每一座桥梁他都未

曾有过丝毫的掉以轻心，因为他深知在建设过程中会遭遇天气、操作等诸多不可
控因素。而浔江两岸特殊地质结构所导致的一系列建设难度，更使他慎之又慎。
多少次烈日之下的现场指挥和勘察，工地200米高的吊扣塔，地下20多米深的桥
台基面，这些非专业人员不敢轻易问津的“高危工具”他却无畏无惧、坦然上
下。不在现场时，更是每天都要致电工程负责人仔细了解情况，千叮咛万嘱咐。
对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建设环节都是完善了再完善，每一个操作流程都是模拟了
再模拟，他呕心在桥梁建设的日日夜夜。

郑皆连院士在平南三桥调研
2020年底，历时28个月，工期提前8个月，大桥建成。他带领团队开创了卵

石地基建设特大跨径拱桥的先例，在国内首次把“圆形地连墙+卵石层注浆加固”
方案成功应用到拱桥建设中；运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智能张拉等技术，以力主
动控制代替刚度被动控制，将200米高的塔架顶部偏位精确控制在20毫米以内。
该桥具有完全的中国知识产权，获授权9项国家发明专利，其中由他提出的“一种
拱桥施工缆索吊塔架位移控制系统及使用方法”获授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而且
大桥造价比悬索桥节省经费8000多万元，比斜拉桥节省经费3000多万元，养护费
用也比悬索桥和斜拉桥每年节省100多万元。同时质量全优良、安全零事故，刚度
比悬索桥大10多倍，比斜拉桥大8倍多。世界拱桥大会永久性学术委员会主席布
鲁诺·布利斯杰拉说：“平南三桥的建造技术和管理能力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

该桥的建成，提升了贵港市交通衔接能力，强化了贵港与桂林、玉林、梧州
等城市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对贵港市深入实施“东融战略”、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积极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以及建设陆海新通道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蓝天碧水间，平南三桥正以10分钟的通行时间，成为平南人民曾经急需急
盼、现在充分享受便捷的民生桥和幸福桥。

近期，大桥捷报再传，去年，平南三桥获第十五届“中国钢结构金奖年度杰
出工程大奖”，实现全国桥梁类项目此项大奖零的突破；还获得2022年国际桥梁与
结构工程协会“杰出基础设施奖”提名，成为全世界参评的50余项高水平桥梁及
建筑工程结构项目中6个入围的提名项目之一。还有一个好消息，为宣传中国桥梁
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平南三桥与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以及瓯江北口大桥一同入
选中国邮政特种邮票拟展现内容，中国邮政于今年 6 月 30 日发行 《现代桥梁建
设》特种邮票1套3枚，这是中国邮政首次发行以钢管混凝土拱桥为展现内容的邮
票。

当永不卸任。年逾80岁高龄的郑皆连院士挑战的脚步未曾停下，正在攀向新
的拱桥高峰。目前，他挑战更多艰难，主持修建的跨径600米的世界最大跨径拱桥
——天峨龙滩特大桥建设已突破关键科技难关、完成关键节点任务，为后续施工
建设夯实了基础，有望在今年年底建成通车。该桥把混凝土拱桥跨径的世界纪录
提高了155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新的一座最大跨径拱桥，并为“一带一路”倡议
南向东盟、西部陆海新通道、川藏铁路沿线桥梁工程建设树立新标杆。

（刘娜利/文 郭晓/图）

唐小付：一生所爱为农事，勤正廉洁育桃李

这里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西大的教师们将满腔热诚和对教育的热
爱奉献给祖国大地，春风化雨，孜孜不倦！本期“君师吾师”人物专栏，和你一
同走近广西大学“新农人”唐小付老师的科技扶贫兴农故事。

1978年出生的唐小付，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期间就开始下乡扶贫，2004年
留校任教，至今已从事科技扶贫工作20年，帮助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贫困户，他示
范推广蔬菜生产新技术4项、蔬菜新品种93个、面积23.75万亩，新增产值3.96亿
元。唐小付担任广西乡村科技特派员西甜瓜产业服务团团长、中国科学家精神宣
讲团成员、广西铁山港设施蔬菜“科技小院”首席专家。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项目10项，获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
推广贡献奖1项，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参与主编出版著作5部。他不忘初心、坚
定担当，把自己对农业无限的热爱挥洒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道路上，他把科学
技术带入乡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清廉与担当传承给学生，培养了众多以兴
农为己任的农业人才。唐小付被评为2022年度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连续6年
被评为广西优秀科技特派员，先进事迹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深爱农业，一生不舍的情怀
唐小付常说：“愿做深耕者，广播惠农人”。他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而且一做就是20年。
唐小付从小在农村长大，5岁开始放牛，8岁开始种田插秧、种菜卖菜，有时

上山砍柴，曾经历过两三个月吃不上一顿肉的苦日子。艰苦的童年，让他从小就
养成了艰苦朴素、勤奋努力的好品德，也让他从小对农民、农村、农业怀着质朴
又深厚的感情。他很清楚，没有知识、不懂技术，地就种不好，农民就过不上好
日子，因此他决心发奋读书，用知识帮助农民改变命运。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
上了自己心仪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园艺专业，并因成绩优异被保送本校硕士研究
生，留校任教后又攻读了博士研究生。2002年，唐小付读研二，第一次跟随蒋代
华老师下乡扶贫，到马山县古寨乡帮助村民修建水柜。他发现那里的村民饭桌上
罕有蔬菜，经了解得知当地村民几乎不种菜，也不会种，蔬菜要从外地调运，菜
价贵，吃不起。他被深深触动，于是下定决心，要让村民吃上自己种植的蔬菜。
随即，他积极跟随导师开展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开启了他“扎根”三
农、服务“三农”的征程。2004年，唐小付硕士研究生刚毕业留校工作，就迫不
及待加入了马山县科技扶贫的队伍，在马山展开了一系列蔬菜种植的探索，着手
筹建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引进筛选适合马山种植的优质、高产、抗病、耐储运的
蔬菜新品种，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蔬菜生产。从此，他把“让村民吃上自己
种的蔬菜”的朴素想法转变为助力农民、推动乡村蔬菜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致富
的担当，满腔热枕把自己所学用在农民和农田上，踊跃投身服务马山县、服务广
西“三农”事业。

2012年，唐小付被选聘为广西科技特派员，肩负助力乡村脱贫攻坚重任。他
以能为农村、农民服务为荣，以能用所学专业知识为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
困难为乐。他不以完成科技特派员考核任务为目标，而是以替农民解决多少实际
问题为己任，始终坚守初心，一身灰土两脚泥，全心全意投身“三农”服务。10
多年来，唐小付几乎走遍了马山县的所有乡镇，在30多个贫困村开展科技扶贫工
作。除了马山县，唐小付还积极到全区各地开展科技服务。他每年开展科技下乡
服务超过180天，切实为农民朋友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深受农民朋友
好评。他的学生聂圣贤说：“心之所向，素履以往，这就是唐老师！”唐老师用十
年磨一剑的情怀，履行着他投身“三农”的选择，践行着他滚烫的初心！

不知疲倦，不忘初心的执着
每次下乡，唐小付都要大清早出发，搭乘普通班车到马山县城，再换搭下乡

的班车，到了乡里，还要打“摩的”才能到达偏远的山村，仅路上辗转就要花掉6
个多小时。

从2012年开始，国家特级贫困县马山县成为唐小付科技扶贫的主战场，尽管
当地山多路陡，贫困村地处偏远，但这些从来都挡不住他下乡服务的脚步。每次
一到达目的地，唐小付立即兴致勃勃地指导农民和帮助解决问题，哪怕是下雨
天，他仍像往常一样冒雨往返于泥泞的农田和农户家。村民说“从来没见过哪个
大学老师这么爱下地的，也没见过哪个大学老师一天身上全是泥土”。而在学生们
眼里，这就是他们的老师：他穿着朴素、两脚泥巴，早上六点下地授粉、晚上十
一二点还在地里打着手电工作；他朴实无华、淡泊名利，不在乎别人评价，始终
秉持初心、脚踏实地、一心为农。

唐小付坚持扶贫先扶智，近10年来，仅在马山县就举办了75期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班，培训农民6000多人次，其中贫困户2000多人次。经过不懈努力，马山县
的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从传统的玉米、水稻、甘蔗种植向高效益
的蔬菜、水果种植转变，特别是蔬菜方面，已经由房前屋后种植的自给型向田间
规模外供型转变，由露地生产向大棚生产转型。唐小付根据马山县各乡镇的土
壤、灌溉、气候、交通条件因地制宜发展蔬菜产业，先后在周鹿镇、永州镇、古
寨乡、乔利乡等乡镇建立黑皮冬瓜、指天椒、韭菜花、南瓜等蔬菜产业扶贫 （乡
村振兴）示范基地12个，推广蔬菜新品种28个，面积超过12万亩，新增产值超过
1亿元，受益的贫困户（脱贫户）5000多人，仅种植蔬菜一项就助力贫困户年人均
增收3000多元，蔬菜自给率已由10多年前的不足10%发展到现在基本自给自足，
部分蔬菜品种如指天椒、黑皮冬瓜等远销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河南等地。

“有事你随时联系我，给我发微信”，这是唐小付常同农民说的一句话。在电话里
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肯定会安排好手头工作后以最快的速度从南宁赶往现场解决
问题，从未因为累而停下脚步。他建立了微信服务群，服务农户更加便利，服务
量也随之暴涨了。村民们都愿意向他请教，都愿意跟着他干，对于他提供的种植
方案、技术规程村民们都豪不犹豫“照办”。他不仅是村民口中的“网红”老师，
更成为了村民最信赖的“家人”。

廖启航感慨：“以前种蔬菜不是绝收就是产量极低，自从唐老师来了以后，我
们种植小番茄、黄瓜都有了很好的收成，唐老师还指导我们成立了广西思悦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我自己也成了技术员，带动村民种植蔬菜，共同致富，我们种植
了60多亩小番茄和黄瓜，亩产可达7000至8000多斤！”

说起唐小付，广西金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小晖感恩不迭，他创业
进驻马山初始，由于不懂技术，从外地引进的南瓜品种产量低品质差，一度寝食
难安。“后来慕名找到唐老师，他手把手教我育苗、种植、防虫，我在下半年就喜
获丰收，而且我的贝贝南瓜品相好、口感好，由原来一斤不到1元的价格卖到一斤
出货价2.2元，从此我树立了信心，扩大规模带领本地50多户村民共同打造产业化
品牌”。

身正为范，无私奉献的使命
他身上穿的基本都是几十元一件的衣物，穿到破旧了还舍不得丢弃。30年前

他母亲买给他的秋衣秋裤，至今在家里他还时常穿。读研究生时，他的师弟黄文
浩把自己一件不合身的西服送给了唐小付，他一穿就是20多年。每次下乡，他吃
得最多的是路边的米粉或简单的快餐，他对交通工具从不挑剔，公交车、摩托
车、拖拉机、班车什么都行，他在住宿上也从不讲究，能睡觉就行。

唐小付是个非常节俭的人，生活上从不铺张浪费，也不讲究吃穿。唐小付在
科研工作中一直秉持勤廉节俭的作风，并传承给学生。他经常对学生说：“要把科
研经费用在刀刃上，不要浪费实验材料，对能够重复使用的要回收利用，例如试
验中的塑料标签用完了，擦掉上面的标记还可再使用。”他经常到菜市的水果摊去

收拾别人买水果时丢弃的网套，用于实验所需。

他每年带领研究生、本科生科技下乡200多人次，把学农、爱农、助农、兴农
的精神传给学生，培养学生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掌握服务“三农”的本领，为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培养了一大批有农业情怀、有过硬本领、有奉献精神的农科人
才。有的学生即使成为涉农企业总经理，仍然秉承勤俭节约、廉洁经营的价值理
念。

唐小付长期下乡，帮助无数农民解决了生产难题，他在农户中的名气越来越
大，大家都非常感激他、信任他。很多农资老板嗅到了商机，想通过唐小付推销
种子肥料农药，并许诺丰厚报酬，唐小付不为所动，告知他们说：“你们的种子先
给我试种，肥料、农药先给我试用，只要你们的产品好，确实能帮助农民增产增
收，并且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农民，就能过我这一关，我一定会推荐给农民朋友
们，我不收取你们任何好处费。”

他义务为北海市德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百圣美川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马山县周鹿镇裕盈义冬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20多家农业企业或合作社提供技
术服务，义务指导14个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开展农业创业。他踊跃参与桂林市临桂
区庸镇泗林村建立的全国首个村级“博士工作站”的建设。他通过指导农业企业
和合作社以“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发展蔬菜和水果产业，带动贫
困户脱贫致富，为当地实现科技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下良好基础。

他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新农人”，还是众多农户的“恩人”。唐小付用深
厚的“三农”情怀、扎实的每一步和自身不懈的努力，改善着曾经贫瘠的土地，
改变了曾经贫穷的乡村，他用无私的奉献，映照着使命，也激励着和他一样奋战
在兴农一线的人们！ （甘武琳/文 农学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