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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6月26日靳力学长在计算机系
2021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有删节。

我是1999到2008年在清华大学计算机

系本硕博连读的，毕业后跟爱人、同学王

晓英一起到了青海工作。我一开始在青海

省信息中心当副主任，干的是信息化、电

子政务这类跟专业相关的工作；之后到西

宁市城西区挂职任区委常委、副区长；再

之后到青海湖北岸的海北藏族自治州任发

改委主任。然后，又到海东市平安区任区

委书记；书记干了5年多，2021年2月份调

到现在的岗位，是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

厅长、省招商局副局长，分管数字经济。

13年时间，我已经干过五个工作岗

位，可以说是从专业到经济、政治，又回

到了专业。这个历程中，一路风雨、一路

青海缺氧，但不缺清华人的奋斗精神
○靳  力（1999 级计算机）

汗水、一路体验、一路美景，目前仍在实

现理想的途中。

大家可能会好奇，青海到底怎么样？

基层工作到底怎么样？我想说，确实艰

苦，自然条件也限制，海拔高、缺氧。但

是，我常说，青海缺氧，但不缺精神。拿

我工作过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来说，州府

所在地是海晏县西海镇，海拔在3000米以

上，到了那里是真的能感受到缺氧。我办

公室在五楼，冬天要想一口气上去肯定受

不了，必须在中间停一停休息休息，要不

然心脏就跟你闹，是那种跳到嗓子眼的感

觉。那里一年有八个月是供暖期，六月飞

雪简直再正常不过。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地

方，却留下了咱们老一辈科学家，包括

老一辈清华人的足迹。西海镇还有个名

字，叫“原子城”，是我国最早的核武器

研制基地，1964年试爆的第一

颗原子弹就是在那里研制的。

这是个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的

地方。说起来十分的幸运，我

是1999年入学，当年9月国家表

彰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

其中有14位清华人。我们那时

正在军训，学习了不少前辈们

的故事。谁能想到十几年后，

自己能有机会来到前辈们曾经

工作的地方！每每想到这些，

我真有一种跨越时空的豪迈之

情，也总想去学习前辈们的精靳力（前排中）在基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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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这里与大家共勉，“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值得我

们每个人传承。

青海自然条件艰苦，那么经济条件怎

么样呢？我先说说精准扶贫。我在担任平

安区委书记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精准

扶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平安区是其中

之一。为此，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搞

了特色果蔬、食用菌的种植，大力发展

了牛羊养殖，搞好特色文化旅游、电商扶

贫，美化绿化好城市环境，做精做优城市

管理，吸纳更多农业人口就地进城、安居

乐业；在农村，我们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解决了道路硬化、安全住房、安全饮水、

垃圾处理等问题，实施了易地搬迁、教育

扶贫、医保兜底等惠民项目，大幅改善了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在摘帽之

前连续两年，我们获得了省内专项考核的

优秀。

今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了全国脱贫

攻坚战的胜利和绝对贫困的消除。毫无疑

问，这是个令人鼓舞、彪炳史册的大事

情。但是，大家知道脱离绝对贫困的标

准是什么吗？在收入上的标准是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每年4000元。在我们平安

区，2020年的数据是建档立卡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在10000元左右，全体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3000元左右。虽然比4000好多

了，但仍然是个很低的数字。相比之下，

在座选择就业的同学们，你们将要拿到的

薪水是多少？恐怕是这个数字的好多倍！

咱们的社会内部就是面临这么大的差距，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这正是新时代社会

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具体体现，

也是在未来几十年要着力去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咱们的专业在扶贫中还是很

起作用的，比如电子商务，就给农村带去

了不少活力、不少收入，像平安区，近三

年的电商带货就从无到有，去年已经实现

了三千多万元的销售额，今年预计要过亿

元。还有各电商龙头，近几年就做了大量

的农产品销售，为贫困地区造福不少。希

望我们的同学们，视野更开阔一些，人文

关怀更强烈一些，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

关心社会、关心人民、关心祖国，多做些

有益的事情。

上面说了青海环境艰苦，尤其是农村

经济落后，那我们的前景怎么样呢？如何

实现跟全国同步基本建成现代化呢？青海

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我们的生态地位十

分重要，我们有全国最大的盐湖资源，

有全国占比最高的清洁能源产业。发挥这

些优势，就得靠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尤

其是要靠咱们科技界和产业界在理论、技

术、工程实践上的创新。

这里我就分享一个时间见证产业奇迹

的故事，那就是光伏发电。还记得小时

候，刚学地理，拿着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地

认，当时我就知道，青海是个地广人稀的

2016年9月，邱勇校长（中）与靳力（左）、

王晓英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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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这一点在我到青海工作之后有了更

深的认识，偌大的一个柴达木盆地，32万
平方公里，常驻人口才60万，大量的土地

又十分贫瘠，没法耕种，甚至很多土地上

草都不长。就是这片土地，恰恰是太阳能

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被划为我国太阳能

发电的A类地区，光伏发电理论装机容量

达到32亿千瓦。这个装机容量，意味着年

发电量可达5万亿度。而我国去年的总用

电量是7.5万亿度。也就是说，仅靠太阳

能，青海一个省可以提供全国总用电量的

三分之二，还是清洁能源！  
说到这儿大家觉得这故事很美好，但

是等等，这太阳能资源存在这么多年了，

怎么也没听说开发出来多少呢？事实也是

如此，到去年，青海全年的太阳能光伏发

电才开发了资源量的很小比例。其原因是

过去用来发电的光伏组件太贵了，2010年
的时候每1瓦的光伏组件要卖到20块钱，

折算到生命周期的发电量，那时发1度电

的成本要超过1块钱，不靠国家补贴就完

全没有经济性，自然发展不了多大规模。

但在这十年之中，青海省也坚持不懈地打

造光伏产业，建立了从硅的基础原材料到

光伏组件生产的完整产业体系。随着政府

的引导、企业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事情

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十年间，光伏

组件的价格竟然下降了90%，最近这些光

伏电站招标的光伏组件，折算出的上网电

价，已经低于了当地火电厂的上网电价，

这经济性终于来了。

当前又适逢国家提出2030碳达峰、

2060碳中和的目标，需要大量的清洁能源

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甚至是替代

部分火电供给。6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

到青海考察，提出青海资源能源安全地位

更加重要，并把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作为对青海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要求，可

以说这方面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对待青

海太阳能这个事业，应该说我一直是很关

注的，只是没想到产业和技术发展得这么

快。当然，要发挥出上面说的那么大的电

能，还要解决储能、载荷、输送等等一系

列问题，清华大学还有其他机构的不少专

家教授包括产业界，都在从事这方面研究

和实验，在青海省也有全国最全的太阳能

发电和储能技术的实证基地。我当前的工

作也跟这个有关，最近在跟系里和业界探

讨，看看能不能把便宜的清洁能源用在数

据中心、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数据存储

备份、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欢迎老师和同

学们关注。

所以你看，选择到青海工作，有环境

的困难、发展的困难，但也有感人的精

神、不懈的奋斗者，更有美好的前景、做

成大事业的机遇和空间。人生是一条长

路，我相信每一个同学选择的前方都有顺

境，也会有逆境，有辉煌、也会有困难，

都有可以仰望的星空，也都必须要脚踏实

地。希望同学们行稳致远，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无愧人生。

清华大学刚刚度过110周年的生日，

今年又是建党百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

特殊的疫情、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接

下来还要继续奋斗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

这为在座的同学们增添了新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4月19日在清华大学考

察时说，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

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

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

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