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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深切缅怀石琪高老学长

柳州清华校友会创始人、首任会长石

琪高老学长，因病于2021年10月16日在柳

州逝世，享年90岁。老学长走了，他用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风范谱写

了岁月如歌的精彩人生。

20世纪80年代在柳州生活的人们，大

家都会铭记一个名字——石琪高。因为老

百姓心中觉得，能把老百姓事情办好的才

是他们需要的市长。流传最广的是，他卸

任市长后，走在路上，经常有出租车司机主

动提出免费载他，当然他也都是婉言谢绝。

 柳州梦

他跟我们说过他人生的很多梦想。年

轻时的“回国梦”：1952年高中毕业从印

度尼西亚回国求学，1953年考入清华大学

土木系，梦的主题就是学好本领，报效祖

国。他一生最为精彩的当然是作为柳州

市长时期的“柳州梦”。他来到柳州是从

悲剧开始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他

被错划为右派，第二年毕业时被分配到柳

州市政工程公司劳动改造，通过一年努力

工作才“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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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纠正了把他划成右派的错误，为其恢

复名誉。石学长在基层一线工作了二十多

年，1981年任职柳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副经

理。1983年最后一天，他意外地接到了担

任柳州市市长的通知，从此开启了“柳州

梦”时代。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发展经济是

压倒一切的任务。柳州有较好的工业基

础，只要敢于走改革开放之路，改变僵化

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就会焕发活力。

在市委的支持下，石学长带领大家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柳州开辟了一个大

胆创新、敢为人先的良好经济发展环境，

支持鼓励企业通过市场渠道提升竞争力，

形成了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产生了一大

批改革先锋企业家，涌现了众多明星企业

和名片产品。经过五年的奋斗，柳州的经

济翻了一倍半，各项指标名列广西第一，

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南方的改革开放明

星城市。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石学长更多

的精力放在城市建设上。建设一个美丽的

山水城市，是石学长“柳州梦”的重要部

分。柳州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风

光，清澈的柳江蜿蜒穿越柳州中心城区，

形成了百里柳江风光带，不比桂林逊色多

少。但当时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及系统开

发，两岸建筑及生态环境都极差。石学长

从建设河堤着手，系统地改变城市面貌。

他采用市场经济手段，对市中心沿河段建

筑密集区域成片拆除，留出河堤及公共用

地后，有偿使用余下建设用地，筹集解决

了河堤的建设资金。应用这种模式，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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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当时的西南第一高楼柳州工贸大厦、

柳州机场等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城

市更新项目。

柳州工业给城市环境带来严重的污

染，特别是大气污染严重。石学长积极

推动环境治理，推动柳州北部工业区改

造，5年后工业产值翻番，污染指数反而

下降。他在任6年期间，柳州城市面貌发

生了重大改变，也为柳州未来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经历这个发展时期的柳州

人民都有很多获得感，同时也大大提升了

柳州人的自信，大家都铭记石市长的贡

献。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敢于担当的做事

风格也触动了一些人的痛点，他们编造了

一些问题诬陷石学长，使得石学长被停职

调查，最后中纪委以“证据不足，定性不

准”的定论结束了这次风波。他经历了这

样的不公平待遇，并没有屈服，柳州百姓

为之不平，大家对他更加尊敬。

在石学长的“柳州梦”中，他自己觉

得最为骄傲的是“大学梦”。那个时代，

柳州这个工业类别较为完整的工业城市却

没有一所自己的大学。如何建立本地大

学，培养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是柳州急

需解决的问题。申请办一所大学是一项非

常困难的工作，石学长为此想尽了办法，

通过多方努力，把处于停办状态的广西工

学院从南宁迁移到柳州恢复重办。有了牌

子，即刻就开始建设校园。

然而，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有大师，如

何解决办学人才问题是更难的事。石学长

首先想到的是请母校帮忙。学长的请求得

到了母校的大力支持，时任清华大学党委

书记李传信亲自带领相关院系和部门领导

到柳州指导办学，建立了两校帮扶机制，

选派人员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华中理工大

学、广西大学等区内外十多所大学的支

持。学校还制定极其优惠的人才政策，从

各地引进师资，校园建设也快马加鞭，一

年内实现了招生开学。广西工学院经过37

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以工为主，包含

工、管、理、经、文、法、艺术、教育、

医学等9大学科门类的广西科技大学。作

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一直支持和

关注学校的发展。他多次说过，在他心

里，做过广西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比做过

柳州市长更荣耀。

校友情

石学长是柳州校友

会的创始人。1984年，

经柳州市委同意，柳州

清华校友会成立。柳州

市委、柳州地区、柳州

铁路局的领导都参加了

成立大会，石学长担任

柳州校友会的第一任会

长。当时政府希望通过

校友会的模式把各高校

的人才组织起来，为柳

2014年庆祝母校建校 103周年暨柳州校友会成立 30周年留影，

前排坐者右 9为石琪高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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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发展出谋划策，成为政府的智囊团。从

那以后，柳州清华校友会一直秉承石学长

及其他老学长的初衷，为柳州的建设和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石学长经常和我们聊起他对学校的感

情，经常提起李传信书记和几位副校长专

程赶来柳州指导工学院办学的事。他特别

记得，在他“落难”后，回母校参加清华

大学90周年校庆，李传信书记见到他就

热情地握手，一再说：“你很坚强，你顶

得好，这就是清华自强不息精神的胜利!” 

2005年，方惠坚书记来柳州考察，也专门

抽时间看望他。他经常说，母校对他恩重

如山。

他还经常讲起1985年率领柳州市代表

团赴上海寻求合作时的经历。当时他们到

了茫茫大上海，不知道如何着手。第三天

傍晚，在上海市工作的三位校友突然来

访，说他们三人一听到柳州市代表团团长

是清华校友便决定来看我们，因为钱伟长

校长在上海市成立清华校友会时特别交

代，只要外地有清华校友来上海办事，上

海校友会都应该去看望他们，帮助他们解

决遇到的困难问题。三位校友为柳州市政

府代表团与上海市有关部门进行联系搭了

桥。此后，上海的“555”牌钟、永久牌

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这些名牌产品在柳

州与相关企业建立了联合生产基地。

石学长退休后，作为柳州市政府的顾

问继续为柳州的发展出谋划策，同时参与

多种社会活动及公益事业。校友会的各类

活动，他也是积极参加者，与同龄老校友

及年轻校友都交流甚欢，其乐融融。这

几年的清华新生座谈会上，他都给同学们

讲清华精神和清华文化，鼓励他们学好本

领，报效祖国。他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很

好，还说要为祖国健康工作70年。今年7

月他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身体状态都还

很好，可8月体检却发现胃癌晚期，10月

就离开了我们。柳州校友们深感悲痛，大

家都无比怀念他。石琪高老学长是清华的

骄傲，是校友们的旗帜和永远的榜样。

石琪高老学长曾写过一本自传——
《岁月如歌》。我们借他的书名为题，写

下这篇纪念文章，传播石老学长的事迹，

也激励我们这些后辈继续弘扬清华精神，

实现更多的“柳州梦”。

广西柳州校友会  

2021年10月

张文仲老学长逝世 
享年 101 岁

张文仲老学长，因病于2021年9

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张文

仲，1920年5月20日出生，籍贯辽宁

兴城，1944年西南联大理学院地质地

理气象学系毕业。1942年参加中国远

征军，被分配到了空军在昆明巫家坝

机场做气象工作，后因需要被选送赴

美学习。毕业回国后，张文仲被派到

东北沈阳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少尉二

级军衔，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后，张文仲先后在长春空军老航校、

山东济南的第五航校、北京空军训练

部、空军气象学校工作。曾荣立三等

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

到了山西，先后在太谷、祁县的林业

局气象站工作。后来到清徐县中学当

教师，60岁退休返回北京。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