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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校核心战略，努力建设全球顶尖的

水利水电学科；三要积极探索院系治理新

模式，重点把握好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

系，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和学校建设

顶尖大学再立新功，在清华新百年新征程

上书写更加夺目的新篇章。

仲志余对清华水利系所取得的成就表

示肯定。水利系主任李丹勋回顾了水利系

70 年来走过的峥嵘历程。北京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倪晋仁院士、水利系 1977
级校友王浩院士、水利系教师王睿、在校

博士生许月分别代表兄弟院校、校友师生

发言，对建系 70周年表示祝贺和祝福。

纪念大会之后举行了新时代水利教育

论坛，下午举行了新时代水利科技发展论

坛。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学科发展、人才培

养、环境变化影响、极端天气应对、水坝

创新发展等话题作了学术报告。另外，在

科技发展论坛正式开始前，水沙科学与水

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举行了“水圈

科学中心”揭牌仪式，副校长王光谦院士

和实验室主任李庆斌为中心揭牌。

成立于 1952 年的水利系是清华大学

最具影响力的工科院系之一，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70年来培养万名毕业生，为水利学科

高层次人才培养示范了清华方案。参与了

几乎所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科技攻关，

有力支撑了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流域

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坚持自主创新，在

多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进一步筑牢了我国

在水利科学与工程的国际高地。在 70 年
的发展中形成了地质之角、人字形雕塑和

《水利建设者之歌》等有形载体，构建了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精神家园，在

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水利系）

电子工程系建系7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4月 23日下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建系70周年纪念大会在新清华学堂举行。

国务院原副总理、电子系 1962 届校友曾

培炎，校长王希勤，校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李一兵，原副校长、电子系 1970 级
校友张凤昌出席大会。周炳琨、侯朝焕、

邬贺铨、樊邦奎、吕跃广、彭练矛、董家鸿、

戴琼海、罗毅院士，王正德、赵登平少将，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电子系 1999 级校友

徐坤，北极光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电子

系 1981 级校友邓锋，电子系主任汪玉、

原主任冯正和与黄翊东，及有关政府机关

领导同志、兄弟高校代表、有关研究机构

和公司代表、校内机关部处和兄弟院系代

表、电子工程系校友代表和师生代表参加

大会。大会由电子系党委书记金德鹏主持。

王希勤在致辞中指出，电子系建系 70
年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毕业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

成果，为学校一流大学建设和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希勤希望电子

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考察学校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构建电子信息

学科发展新格局。要树立教育自信，着力

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持之以恒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

的示范；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探索科

研成果转化新模式；积极探索院系治理新

模式，努力把电子系建设成为世界顶尖的

人才高地和科技创新策源地。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吕跃广

院士、北京大学电子学院院长彭练矛院士

先后致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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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金智洁教授在线表达了对电子系的祝福

与期待。

汪玉在发言中向电子系的前辈们致

敬，并对电子系未来十年的发展作了展

望。校友代表赵登平、邓锋，教师代表沈

渊，学生代表、电子系 2018 级本科生刘

坤瓒先后发言。校庆期间，电子系还举办

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建系 70 周年学

术论坛”，开展了分论坛、座谈会、系庆

科研展等多项活动。

电子工程系建于 1952 年，走过建系

初期艰苦创业、绵阳分校自立自强、改革

开放以来提高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创新

引领四个主要阶段，如今已迈入世界一流

学科前列。在历届师生员工的努力下，电

子系把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等

与国家和产业重大需求结合起来，努力为

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人才和高水平科研成

果，为我国“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

通信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以及相关行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电子系）

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20周年大会举行

4月 16日上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成立 20周年大会在大礼堂举行。原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校长王

希勤等嘉宾出席大会。部分国内科研机构和

兄弟院校负责人、媒体机构负责人、业界导

师代表、校友代表及学院师生员工等参会。

王希勤回顾了清华大学设立新闻与传

播学院的初衷。他充分肯定了 20 年来学

院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国际交流合作

等方面的成果，希望学院未来能够为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更

多人才储备和学理支撑，在构建中国特色

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方面更加积极作为，持续探索中国特色清

华风格的新闻传播教育，努力打造清华文

科高原上的新高峰。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原学院顾问委

员会主任赵启正，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崔

士鑫，中国外文出版发展事业局局长杜占

元，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院长米博华，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

学会（IAMCR）主席尼科·卡彭铁尔（Nico 
Carpentier），亚洲舆论学会（ANPOR）
会长、亚太新闻传播学会（APCA）联盟

副主席简媞玛·科考（Jantima Kheokao）
等领导、专家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方式向学

院表达了祝福，对新闻与传播学院 20 年
来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学院常务副院长陈昌凤总结了学院 20
年来的发展历程。学院党委书记胡钰主持

会议并介绍了学院独具魅力的“清新”风采。

经济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2001级硕士校

友乔申颖，学院教授金兼斌，学院 2019 级
本科生陈宇分别代表校友和师生发言。

院长柳斌杰在总结发言中感谢各级领

导、有关单位、兄弟院校在 20 年里对学

院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提出学院要围绕

培养人才，建设科研，建设社会服务的新

闻观，稳稳地站在世界传播制高点上，掌

握国际话语权，为民族、为世界、为人类

作出重大贡献。

大会上还播放了建院 20 周年纪念视

频，并向校友代表赠送了建院 20 周年系

列丛书。在院庆期间，学院举办了新闻传

播学科论坛，全国新闻院校负责人、媒体

机构和科研机构负责人共同参与研讨。

（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