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关于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推荐候选对象的公示 

根据《民政部关于开展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

彰活动的通知》（民函〔2019〕91 号）要求，学校在全校范

围内启动了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选推荐工作，通过认

真审核和征求意见，经研究决定，拟推荐王越院士为申报慈

善楷模奖候选对象，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来

信、来电等方式实名反映情况。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须加

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须署本人真实姓名。 

公示时间：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2 月 17 日 

电话：010-68913722 

邮箱：jsgzb@bit.edu.cn 

 

附件：王越院士主要事迹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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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王越院士主要事迹 

作为一名一生都倾注于科学探索的顶尖科学家、高等教

育工作者，王越院士的慈善事迹与他所投身的毕生事业紧密

联系。他热爱科学和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对更广泛学生的培

养，不遗余力地在大学推动基础课教学，从而让更多学生从

中受益。这是一种对学生的大爱、对事业的大爱和对国家的

大爱，也正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做慈善的一种至高境

界。 

2018年，王越院士获得北京理工大学首届“懋恂终身成

就奖”。获奖后，他将百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双越”教

学创新奖励基金，用于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本科

生的基础教育。王越表示，设立“双越”教学创新奖励基金

是对他所获“懋恂终身成就奖”奖金最合理的处理方式。他

说：“我上无长辈可孝敬，下不必养育子孙，既不想旅游，

也没有坐豪车买奢侈品的欲望，国家和学校给的平常收入就

足够了，不如把这笔钱拿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王越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国

更需要加强科技强国建设进程，提高创新性科技杰出人才培

养质量和数量。大学承担着培养创新型杰出科技人才的重任，

应继续深化改革发展，大力提升文化、学术水平，培养杰出



青年才俊的素质和创新能力，而基础课教学质量是重要抓手。 

众所周知，基础课内容具有抽象性、科学严谨性等特点，

但最重要的是普适性。对于大学来说，基础课受众涉及面最

大，会有更多的学生能从学校提升基础课教学质量的改革中

获益。这不仅可以帮助更多学生进一步了解所学专业特征、

培养专业兴趣、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王

越的心中，也能够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学校的感念以及对

大学教育的眷恋情怀。 

毕生奉献国防和教育事业，体现出的正是王越院士胸怀

国家的报国志、感念育人的智者思，更是广惠学子的仁者心。 

幼时的王越经历了抗战时期，别人家偷偷保留的短波收

音机常为大家带来日军败退的振奋消息，这让他在心中悄悄

选定了无线电报国的志向。1950 年夏天，报考大学志愿时，

王越义无反顾地只选择了无线电专业。1956 年，他毕业于中

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工

程系。之后，王越长期从事火控雷达系统、信息系统及其安

全对抗领域的研究工作，直接推动了相关国防科技领域的发

展。1991年，王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93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拉开大幕，在炮瞄雷达研究

所担任所长的王越受命担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此时，他的

科研事业正“如日中天”，科研成果屡获大奖，面对这一重

大人生转折点，王越说：“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我义不容辞的



责任，不应犹豫，更不能推脱！”1994 年，王越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成为中国仅有的 34位两院院士之一。 

自 1994 年开始，根据国家对电子信息处理、信息安全

的迫切需要，他领导建立信息类教改实验班，倡导并推动开

展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活动，并任竞赛组委会主任近 20

年，对这一竞赛的普及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该赛

事已成为国内组织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受益面广、影

响力强、认可度高的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无数青

年学子通过这一赛事对投身电子科技事业产生浓厚兴趣，成

为我国信息产业的优秀后备军。王越的相关教改成果《大学

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开展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获得 2005

年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1997年，在王越的推动下，北京理工大学打破专业界限

按“信息工程”大专业招生，着眼当时国家信息安全的迫切

需要，经过反复论证，率先申请在学校武器类专业中率先申

请增设“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并继而成为国家首批成立该

专业的四所院校之一，为中国信息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打下良

好基础。2000 年，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生。

在这个新兴专业方向上，王越身为校长工作繁忙但仍亲力亲

为，论证教学方案、研究教学方法、培育师资队伍、编写教

材……不仅把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建成省部级特色专业，还带

出了一支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双高”的教学团队，打造了



《信息系统与安全对抗理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荣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他与罗森林合著的《信息系统与安全

对抗理论教材》被评为国防特色优秀教材，他本人被评为国

家级教学名师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 

从到北京理工大学任职的第一天起，无论行政岗位公务

有多繁忙，王越都坚持亲自为学生授课。如今，虽然已到耄

耋之年，但他仍每周上一到两次晚课，每次 2小时 15 分钟，

全程站立讲课，中间从不休息。他讲课时不拿讲稿，内容毫

无重复，每节课前都全身心认真准备。他不仅能把艰深晦涩

的信息安全内容讲得深入浅出，还融入自己对中国哲学与文

化的学习思考，鼓励学生重视中华优秀文化，树立创新思维。 

王越先生常怀爱国情、报国志与慈善心，坚奉教书育人

之使命天职，甘当播种机和铺路石，用深厚的学术造诣、独

特的人格魅力和宽厚的仁者之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科技先

锋、国之栋梁！他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

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立己正身、率先

垂范，是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榜样和楷模，是令

人景仰当之无愧的“大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