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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我从清华毕业70周年。回顾

这70年，除了到江西鲤鱼洲劳动两年多以

外，我没有离开过清华园。在60多年的工

作中，我调换过多个工作岗位，现在想

想，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

学校团委担任副书记，从1958年初到1966

年中“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八年多的

时间。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一直和团的工作

有联系，每年都要参加团干部和辅导员培

训活动，2020年8月我还为学校研究生团

委主办的新生骨干培训班介绍清华的历史

和文化传统。我对学校共青团的活动一直

有很深的感情，这是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团委工作分不开的。

一、周总理来到清华园

我是1958年初调到学校团委担任副书

记工作的，开始时分工让我负责学习劳动

和毕业生工作。1958年上半年，学校贯彻

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

育方针，各系都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也

承担了一批生产任务，组织应届毕业生参

加生产、参加科研，在毕业设计中结合实

际的任务。全校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中大

多数参加了实际的生产任务。当时为了了

解毕业设计情况，我到水利系毕业班和同

学们座谈。水利系1958届毕业生承担了北

京密云水库的建设任务：从勘探、试验、

设计到施工都有同学参加。同学们自豪地

说：“我们是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在我向蒋南翔校长汇报水利系同学的情

况后，他非常重视。

2023 年 5 月，五六十年代老团干在母校团

聚。1排左起：郑小筠、王学芳、谭浩强、张慕葏、

方惠坚、林泰、贺美英，2 排左起：秦中一、

李仙根、俞靖芝、王洪瑾、俞晓松、贾春旺，

3排左起：宋尽贤、张福森、徐荣凯、胡昭广、

崔鸿超、陈清泰

深情怀念青春年华
○方惠坚（1953 届土木）

当时已经是4月份，毕业设计已开始

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认为水利系真刀真枪

做毕业设计的经验是应该推广的。决定全

校召开毕业班同学大会，要求各系开展真

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全校毕业班同学参加

了三百多项生产、科研工作。到8月份，

毕业设计就要结束了，为了集中反映全校

各系毕业设计的成果，在大图书馆举办了

毕业设计展览，由我负责组织这个展览，

请各系教师和同学参观。

8月24日下午4时，周恩来总理专程来

校参观毕业设计展览。他在图书馆门前下

车，进入大厅。在蒋南翔校长陪同下，逐

系仔细地参观各项成果，由各系毕业班同

学介绍。在参观水利系的展览时，由参加

密云水库设计的女同学江文琴讲解。开始

时她还有点紧张，周总理笑着说：“你不

要照词念了，就对着实物跟我说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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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把大家都说乐了，拘谨的气氛顿时

消失。在参观水利系师生设计的密云水库

总体模型时，周总理对同学们说：“现在

北京沟渠太少，应当增加些沟渠，这是你

们的责任。”同学们回答：“我们一定做

到。”在机械系球墨铸铁铁轨展台前，蒋

南翔校长向周总理介绍参加这项研究工作

的同学之一董廷宗，他是放牛娃出身的大

学生，周总理关切地问他学习和生活情

况。当看到动力机械系为了代替人力三轮

车，设计了微型汽车时，周总理询问了有

关构造、成本、驾驶等许多问题，还参观

了很多其他项目。

参观展览以后，周总理在图书馆的大

台阶上，向1400多名毕业班同学发表了热

情的讲话。他说：“我一方面是来看看毕

业同学，同时也是来订货的。”他还说：

“希望你们到工作岗位上去，更好地把党

的学习和劳动结合、教育和生产结合的方

针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最后，用“前

进、前进、再前进！”鼓励毕业同学。

当晚，毕业班同学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那些为总理

做讲解的同学更是激动和兴奋，他们说：

“这是幸福的会见，难忘的时刻。”

为了表达同学们的喜悦心情和对周总

理的崇敬，学生文工团创作了《周总理来

到清华园》这首歌。“八月里的喜事说

不完，周总理来到清华园；天上的太阳

格外暖，地上的花儿格外鲜；总理拉着咱

的手，咱千言万语说不完；总理参观咱展

览，满面春风笑开颜……”这首歌在清华

唱了几十年，成为教师、学生合唱团的传

统节目。

1958年12月21日，我校学生文工团应

邀到全国政协礼堂演出，当时周总理兼任

全国政协主席，他在百忙中也来观看学生

的演出。我有幸坐在周总理旁边，向他介

绍演员的情况。同学们把利用关帝庙建电

厂的事编成京剧《关羽搬家》。

周总理看过展览，知道该剧的背景，

他哈哈大笑地说：“你们这是革命的现实

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同学们

受到很大的鼓舞，此剧一直作为保留节

目，多次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

和演出同学见面，同学们热情欢呼。

二、参与制定“50 条”

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

定；同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

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

进的错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

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

的偏差。在学校工作中，也遇到了同样的

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

期，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对一些思想

认识问题，上纲上线，进行过火的政治批

判，导致同学之间相互关系十分紧张。

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党委要求团委收

集这方面的情况并进行整理。在1961年

初，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同志带领我们团

委主要干部，用了很多时间，认真梳理思

想政治工作中的问题，并逐条讨论，分

清是非，提出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意见。

每次会议由我做记录，会后整理大家的意

见。例如第一条：“政治上的反动观点和

思想意识上的落后表现要加以区别。”这

是当时基层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对于

这一条，我们反复讨论多次，最后形成六

个处理做法。就是这样一条一条讨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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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班级团支部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界限》

共“50条”，在学校各级团干部中反复讨

论，提高认识。一段时期内，学校里一说

“50条”大家都知道说的是思想政治工作

的政策界限。学校党委也向北京市委大学

科学部做了汇报。通过一个多月的讨论，

团干部普遍认识到，在工作中要善于分清

是非，要有政策观念，要学习正确的工作

方法。蒋南翔校长在1961年“五四”晚会

上专门讲到了“50条”，要求做到“调整

关系，加强团结；巩固秩序，健全制度；

改进作风，改进工作”。贯彻“50条”的

过程，实际是团干部进行了一次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在以后的工

作中，我注意到，这一时期在团的系统中

工作过的学生在毕业以后，无论在什么岗

位工作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和在学

校受到的教育和工作锻炼分不开的。现在

来看，尽管当时是要克服“左”的影响，

但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和学校干部水平的限

制，还是有很多不完善之处。

三、组织学生参加劳动

1958年开始，学校贯彻党的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校内外的劳动。学校团委除了有组织部、

宣传部外，还建立了学习劳动部，我到团

委后，就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已经建立了“人民公社”，到

麦收时，总是感到人力不足，需要学校及

机关的学生和干部下乡支援。我在团委工

作期间，曾多次带领学生到北京郊区的几

个县去参加麦收。北京麦收时间一般在

6月下旬，每次都在两周左右。我们去过

昌平、延庆、通州、房山等县。同学们在

农村都是集体居住，和农民接触不多，主

要是得到劳动锻炼。

在多次劳动中，给我留下较深记忆的

是1958年秋天到百花山劳动。1958年全校

招生近2800人，是那几年招生人数最多的

一年。百花山位于房山县山区，海拔较

高。我们要去植树造林，在山坡上挖鱼鳞

坑。当地没有电话，打电话要翻过山，到

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山里也还没有通电，

我们由动力机械系带了锅驼机和发电机给

农村装机发电，当夜里电灯亮起时，农民

们欢呼雀跃。由于这一届新生较多，分两

批去，我带第一批先去。第一批劳动结束

以后，同学们就返回学校。第二批由李仙

根同志带队，我留下做交接工作后第二天

再返校。

当晚和六七个同志一起睡在一个炕

上，山上天气冷，烧了火炕。当时窗户纸

大部分已经掉了，但风迎面吹来，屋内煤

气不能扩散，屋内几个人都煤气中毒了，

经随队医生治疗后都恢复正常。我按原定

计划要返回学校，他们为了安全，特别安

排一位校医院的男护士陪我下山。当时那

里交通极不方便，车子开不到山上，要在

山里走40里路才能上车。我在这位护士陪

同下，在空气清新的山里走了40里路，人

就完全清醒了。这一段参加劳动、起死回

生的经历终生难忘。

我由于生长在城市里，没有参加过农

村的劳动和生活，在农村帮助老乡挑水是

大家都要做的，但我不会挑，过门槛就更

难了。每次下乡，我都是抢着去拿大扫

帚，扫地还是会的。1969年到江西鲤鱼洲

劳动，分配我给抗洪的同志烧开水，还要

送到大堤上。这对于我是极大的考验，从

烧水点到大堤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要挑两

个木桶近100斤的开水是比较难的。当时



清华校友通讯32

值年园地

天气非常热，穿着塑料鞋汗很多，脚下很

滑。后来索性不穿鞋，赤着脚在沙石地上

走。经过几天的锻炼，挑水不成问题了。

在鲤鱼洲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有一年是在

一连炊事班，每天一早起床就要挑水，做

饭的人多，水桶少，大家都尽快去抢水

桶，从水井到厨房要上一个坡，我挑起来

也很自如了。回学校时，我把那根扁担也

带了回来，作为纪念。

四、我参加的女生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由

于营养不足，学生的健康状况不好，特别

是一部分女同学。蒋南翔校长很关心这个

问题，他要求学校建立女生工作委员会，

并亲自找李卓宝同志谈话，动员她负责这

项工作。他说：“女同学的好多事男干部

很难去了解，当然要女干部去了解，党委

里你是女的，又做过妇女工作，你有责任

去解决。这些女学生不仅要培养成为红

色工程师，将来她们还是母亲，我们共和

国的母亲。她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我

们的子孙后代，将来子孙后代都要感谢你

的，是功德无量的事。”南翔同志从这样

的高度看待女同学健康问题。李卓宝同志

承担起这个工作。女同学的健康工作和学

校很多方面有关系，学校决定由当时的校

长办公室主任朱志武和我做副主任，协助

李卓宝同志工作。

当时学生食堂实行包伙制，男女同学

同样一份菜，男同学需要的菜量大，女同

学需要菜做得细一些。女生工作委员会建

议专为女生办一个食堂，这在干部和同

学中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样会培养女同

学的“娇”“骄”二气，情况反映到南

翔同志那里，他支持办女生食堂，他认

为关心女同学的伙食，是应该的；克服

“娇”“骄”二气是思想教育的工作，二

者不能混为一谈。女生食堂办起来以后，

很受女同学欢迎。直到现在，50多年过去

了，当年曾在女生食堂吃过饭的女退休教

师对当时女生食堂给病号一两十个小饺

子还记忆犹新。实际工作中南翔同志针

对一部分女同学思想狭隘，斤斤计较一些

琐事，曾多次讲“女同学的感情要粗糙一

些”。

女同学生活中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早晨上厕所困难。那时早上有早操的规

定，厕位不足，女同学要排队上厕所。而

学生宿舍设计时没有专门考虑到女生的需

要，学校就决定在女生住的五、六号楼每

层增加两个卫生间。学校就是这样细致地

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

五、解决“团领导党”的问题

南翔同志到校以后，十分重视发挥青

年团组织的作用，他也依靠学校团委做学

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各系设立的政治辅

导员都兼任团的工作。这样，学校团委就

成为学校党委在学生工作方面的助手，

很多工作就通过团的系统布置下去。到了

20世纪50年代末，学生中的调干生人数增

多，很多是党员，入党较早，党龄较长。

他们对于学校里学生工作都由团的系统布

置下去有些不理解。也有人说，这不是

“团领导党”吗？党委领导同志听到这个

意见，十分重视。按照我们党在各中央局

和省市党委设立青委的传统，在学校党委

设立“青委”（或称“学委”），由分管

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担任书记，

团委书记张慕葏任副书记，团委副书记都

是委员。这样，学生工作还是在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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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党、团组织贯彻执行。同时，我

们也注意到，在工作中要及时向各系学生

的党组织通报工作情况。这样，这个问题

就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六、发挥学生会的积极作用 

在团委工作期间，组织要求我负责联

系学生会。当时学校本科生已过万人，学

生会要负责组织好全校学生的大活动，要

关心同学们的生活，要组织好同学们课余

的文艺体育活动等。学生会的主要干部都

是在校学习的大学生，他们都有繁重的学

习任务，只是利用课余时间为同学服务。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五一”

“十一”都要组织全校同学到天安门参加

群众游行。那时交通条件也很有限，组织

几千名同学进城去是件大事。每年两次都

是学生会的干部和总务处的同志共同组织

这件事，虽然我负责联系学生会的工作，

但不需要去参与。同学们清晨三四点钟就

要起床，由学校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爬

上运货的敞篷车，在车上站到西直门站，

再步行到东四附近等候游行。游行以后，

同学们要到西四附近的一所中学稍事休

息，大部分同学走到西直门上车回校。还

有一部分同学要参加晚上天安门的联欢活

动。这些都是学生会的干部们组织的。这

些活动当然也锻炼了这些干部的组织

能力。

学生会关心同学们的生活，给我留下

印象深刻的事，是抓好食堂的窝头。20世

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为了做好食堂工

作，学生会专门成立了“食堂部”，帮助

学校解决食堂中的问题。食堂里的窝头都

是由炊事员按北方习惯用手捏成，由于炊

事员每天要做几百上千个，个头大小难免

有差别。当时粮食定量不足，学生都想拿

到大一点的窝头，这样排队时间就要长，

成为食堂的一个矛盾。学生会食堂部的一

位副部长是机械系的，就想到学校食堂蒸

窝头用的是高温高压蒸锅，窝头可以不

要有洞。这样就可以用马口铁做的圆锥体

一个一个地扣出来，窝头大小就完全一样

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大家还给这位同

学起了绰号“×窝头”。

学生会还经常组织校外文艺团体的演

出活动。有一次周末在五道口剧场安排了

一场话剧（也可能是别的剧种，记不清

了），到开演时，只有不到一半人。几个

学生会的负责人也没有看演出，坐在场外

台阶上愁眉不展，觉得花了这么大力量组

织演出还赔了钱。星期一上午一上班，他

们就来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当时说赔了钱

不要紧，我们可以用演电影的余款补上；

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好心要为同学们办事，

同学们却不领情。关键还是你们不了解同

学们的需要，简单地说就是要走群众路

线。群众路线你们在书上看了很多，但在

实际上没有应用过。这次是很好的教育。

这几位同学对这事印象很深，以后还谈起

过。我体会到学生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有些

失误不可怕，这样才会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他们就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磨练成长的。

我校学生会的主要干部原来就是各系

比较优秀的学生骨干，素质都是很好的，

再经过学生会工作的锻炼，都成为优秀的人

才。几届学生会的主要干部毕业以后无论

是在技术岗位还是管理岗位都担负了领导责

任，其中好几位是省部级干部。这不是偶然

的，和他们在学校得到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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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深入班级，加强和同学的联系 

我在学校团委工作期间，为了更多地

了解学生的情况，我主动要求到一个班兼

班主任，后来选择了我熟悉的专业，担任

了土木系房62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是1960

年入学）。过了不久，便认识了班上所有

的同学，当然有的接触多一些。当时我住

在十五宿舍，就在同学们饭厅后面，班上

同学，特别是班干部常常吃过饭就来找

我，谈谈班上的情况。就这样，我和班上

一些同学交了朋友，我还介绍了一些同学

入党。这个班已经毕业50多年，我至今还

和一部分同学保持着联系。房62班的托列

吾汗是一名哈萨克族的新疆女生，由于语

言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学习上有较多的困

难，但是她通过努力，也可以跟上学习要

求。毕业后回到新疆工作，开始是在基层

做妇女工作，后担任县、州的领导工作，

后来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的副检

察长。她对党组织、清华和老师有着很深

厚而纯朴的感情。我20世纪90年代多次到

乌鲁木齐，她都会来看我，我也到她家

去过。还有一名维吾尔族的男同学，毕

业后到新疆工学院做教师，还寄了一本书给

我——《维汉建筑工程词典》，我收到之

后很欣慰，他做了其他清华同学做不了的

事，也为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所以学校

培养少数民族同学的意义非常重大，把学

生工作做好，把大家的心与国家、民族、

学校联系在一起很重要。我想像这样的同

学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一定不会动摇

的。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经常会与统战部和

团委的干部们交流我做班主任时的一些

体会，希望大家一起做好少数民族学生的

工作。

回顾60年前在团委工作时的情景，明

斋一楼是团委的办公室，我们每个人都没

有办公桌，连一个抽屉都没有。大家都是

背个书包，文件、笔记本放在里面，开会

时就拿出来，开完会背起来就走。大多数

时间是到下面去，和系、班干部讨论一些

问题。团委的干部流动比较大，有的工作

三两年就被调到其他部门。大多数团委人

员住在二楼，交往比较多，团委干部之间

相互关心，生活上互相照顾。改革开放以

后，多次组织老团委同志聚会，大家都是

欣然前往，共话往事，倍感亲切。这是因

为在团委工作期间，每个人都是二十多岁

的年轻人，在这里得到锻炼成长。我们的

人生观、价值观得到塑造，工作能力得到

提高。大家都很怀念这段时光，也很怀念

曾经领导我们工作的党委领导同志。

熏风拂面
丁香浅紫
芳菲渐次
又见清华四月天
 
闻亭钟 荷塘月
依然亲切
教室里 邺架下
曾澎湃热血

那些年 那些季
少年心 凌云志
上下求索不问东西
追求卓越自强不息

那些桥  那些溪
少年心  花草意
多少美好
飘在落英缤纷里
 
那个湖 那片柳
几许青涩
夕阳下 波光里
化作倒影摇曳迷离
 
学堂里 主楼边
旧貌换了新颜
延着昨天的路
努力寻找曾经的自己

清华园青春记忆
○李佳林（1978 级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