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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求学经历

我 1952 年出生于河南宜阳，那个年

代注定了我的求学路途不会那么平坦。我

1966 年小学毕业时，被公社推荐保送到

河南宜阳县一中，但恰逢“文革”，后来

没有上完初中便参加了工作，成为石油工

业部洛阳红旗炼油厂一名工人。

1972 年，时值工农兵上大学热潮，

我的工作单位已经是北京石化总厂东方红

总队，在工厂师傅和单位领导的关怀以及

自身努力下，我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被

推荐上了清华大学。1972 年 5 月，我开

始了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学习生活。

由于没有经过正规完整的初高中教育，我

在清华的学习并不轻松，但深知自身肩负

着工人阶级的重托，因此对自己要求格外

严格。经过刻苦学习，以及在老师和同学

们的帮助下，我不但迅速地补齐了初中高

中课程，还渐渐跟上了专业课。

自愿支援边疆

1975 年底，经过四年的学习我顺利

毕业。按照当时“哪来哪去”的分配原则，

我毕业后将会回到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继

续工作，但我毅然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

会，而是选择到祖国西部地区，到“祖国

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号召去

的地方为三省一路，即：青海、新疆、西藏、

青藏铁路。就这样，我和我们班里三名同

学一同报名，并立下保证书，到了青海省

开始了自己近二十年的西部奋斗人生。

1976 年春节后，我与清华其他专业

的 31 名毕业生一同来到了青海西宁。70

年代的西宁条件相当艰苦，“风刮石头跑，

山上不长草，氧气吸不饱”便是当时西宁

的真实写照。初来西宁时，气候、生活都

很不习惯，经常头痛头晕流鼻血，但抱着

青海人民能够坚持，我们也一定能够坚持

的信念来克服这些困难。我出乎意料地被

分配到了青海省公安厅经文保处工作。虽

然专业不对口，但我还是抱着用学到的知

识服务西部地区的念头，在这片土地上扎

下了根，一干就是近 20 年。

一个化工专业毕业的在公安单位里该

自强不息四十年

○杨俊卿（1975 化工）

2015 年 4 月，杨俊卿学长返校，庆祝毕
业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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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对此，我并没有迷

茫，清华人的勤奋踏实，使我在工作上很

快走上了正轨。处里分配一个业务熟的老

科长指导我的工作，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工作经验丰富，我虚心向他学习。我

不怕苦不怕累，经常到管辖的各个化工企

业学习。经过科长的传、帮、带，在一年

之内，我便能够独立工作。那时西宁的交

通非常落后，我骑着处里分给我的一辆破

旧自行车，跑遍了西宁大部分重工企业。

在工作中，我没有任何抱怨，吃苦耐劳。

最初处里没有分配宿舍，我便一直住在单

位的值班室，并代替了全处人员轮流值班。

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我常常到比较远的化

工厂中一待就是几天，向厂里的保卫人员

请教学习。处里经常会有出差或者到农村

下乡的任务，我都会主动请求去完成。

确保一方平安 

在青海省公安厅经文保处工作三年

后，由于工作出色，我于 1979 年 12 月被

组织上调到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区分局任内

保科副科长。1984 年 5 月调西宁市公安

局二处任副处长，同年 9 月到西宁市城中

区公安分局任局长、党委书记以及西宁市

城中区政法委书记。

初到城中区公安局上任时，由于局里

老同志多，我被称为“娃娃局长”。我自

知资历尚浅，年纪较小，办案经验不够丰

富，于是我甘当小学生，主动虚心向老同

志学习。城中区是省市党政机关所在地，

是整个西宁市治安的重中之重，责任重

大。虽然离家不是很远，但我却很少回家，

即便在过年过节，也常常让家里送饭。为

了确保城中区的治安稳定，我每天晚上深

夜都会亲自到辖区里重要单位和派出所巡

查。在办案中，秉着实事求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精神，在城中区工作的 8 年里，

没有办过一件冤假错案。由于工作出色，

1991 年我代表青海省参加了全国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

作为一名执法人员，我在工作中对自

身和下属的要求很严格。当时城中区干警

有近 200 人，其中有 20 多名是干部子女，

他们当中有的人纪律较为散漫，直接影响

着公安干警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为了整

治这种风气，我通过家访对这些领导子女

认真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并取得了这些老领导的支持，使局里的风

气大为改善。

城中公安局的住宿条件一直非常艰

苦，只有两栋小平房，下雨天经常漏雨。

为了解决干警住宿问题，使干警能够安心

工作和退休的老同志能够安度晚年，我四

处奔波，终于建成一栋 2 个单元的 6 层宿

舍楼。楼房建成后，我把房子都分给了局

里的干警和退休的老同志，自己没有要一

砖一瓦。我的这一举动感动了很多人，也

使局里上下更为团结，工作更努力。

漫漫黄金路

1992 年 9 月，由于工作需要，我从

青海省调到老、少、边、穷的广西壮族自

治区黄金管理局（广西黄金公司）工作，

任广西区黄金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黄金公

安处处长。由于南北方的气候、生活习惯、

语言差异很大，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考验。

我白天在办公室工作，休息的时间虚心向

本单位的当地同志请教学习，交流感情，

很快就融入了这个陌生的环境。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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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黄金受国家的管制，不允许私有企

业和个人开采。但那时黄金矿山乱采滥挖、

偷盗黄金矿产品的案件比较多。在自治区

公安厅的大力支持下，在有黄金的市县成

立了 18 个黄金派出所。我带领公安处的

干警跑遍了所有的矿山，有效制止和打击

了乱采滥挖偷盗黄金矿产品的现象，维护

了全区黄金矿山的正常开采秩序。

2004 年 5 月，局领导临危授命，调

我到已停产近三年、工资都发不出的广西

田林高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当书记兼

工会主席。当时，300 多人的企业、人心

涣散，调走的调走，辞职的辞职，有的停

薪留职出去自己干。在这种情况下，我与

公司班子成员商量，在职工中开展了“与

企业共生存、共存亡、共度难关”的大讨

论。发动职工开展生产自救，组织职工开

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凝聚人心。

经过不到两年的奋力拼搏，从发不出工资

到企业盈利，公司先后被田林县、百色市

授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先

进工会组织”、“先进职工之家”、“百

色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文明单

位”等荣誉，我本人也多次获得市县级“优

秀工会工作者”、百色市“优秀党务工作

者”、“中国黄金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

校友会工作

80 年代初，清华在青海还没有成立

校友会，为了加强校友与母校、校友与校

友之间的联系，团结青海清华校友更好地

为青海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我为

青海清华校友会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

从 1986 年 12 月 开 始， 我 便 主 动 协

助 1944 级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的张闻博

老学长联络在青海工作的清华校友。1988

年 4 月 24 日，我组织联络了在青海工作

的 60 多名清华校友聚会，以庆祝母校 77

周年华诞，并筹备青海校友会的建立。

1989 年 4 月 30 日，在母校 78 周年校庆

聚会时，清华大学青海校友会暨经济技术

咨询服务部终于成立了，校友们推选我担

任校友会秘书长。校友会成立后，我协助

会长组织老学长进行技术咨询活动，每年

校庆日组织校友聚会进行庆祝。1993 年 4

月，在校友总会的大力协助下，青海清华

校友会在青海省民政厅正式进行了社团登

记，由我任法人代表。

1993 年 9 月，我调广西工作后，主

动与广西清华校友会取得联系，并继续积

极参与了广西校友会的工作。在广西清华

校友会会长毛毓圭老学长推荐下，我担任

了校友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副秘书长。

1996 年 4 月，在母校 85 周年华诞校友聚

会时，我被推选为广西校友会第二届理事

会秘书长，后又兼任广西全国十八所重点

高校联谊会总干事长。

2001 年 4 月，母校 90 华诞校友聚会

时，我再次被推选为广西清华校友会第四

届理事会秘书长。为了报答母校培育之恩，

我协助会长们组织发动广西清华校友，为

母校九十华诞捐赠了一块高 5 米、重 28.8

吨的广西奇石“桂韵”，现在矗立在母校

西校门内。为支持母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从 2003 年开始，我组织发动广西校友参

加校友年度捐款，捐款率达到 30% 以上，

并协助会长们编写了四期《清华学子在广

西》丛书。2005 年，我协助清华校友总

会为香港雅典音乐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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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麟学长（1937）在广西乐业县花坪镇中

学捐建的清华紫荆综合楼及学生宿舍楼的

建设做了跟踪落实工作。2006 年 8 月 26

日，清华校友总会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第

十次校友工作会议，我被清华校友总会授

予“校友工作突出贡献奖”。

毕业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也希望

有更多的年轻校友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

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党和人

民培养了我们，清华教育了我们，我们就

要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这些地方的人民。

毕业已有 30 年了，但有机会到北京，

总会到校园走一走、看一看，这种情结，

已经深入到骨子里。这些年来，我拜望过

郑燕康、陈秀云等老师，既聆听了老师们

的教诲，又兼着追忆往昔岁月。长者们的

谆谆话语，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有很大的启

迪。有时，则是专程参加系里组织的一些

活动，或是应班里兄弟姐妹们的邀约，共

同回忆清华园内的青葱岁月和那些朝夕相

伴的时光。有时，还会独自一人在校园的

林荫道间散散步，静静欣赏着“荷塘月色”

的美景和“水木清华”的风姿，偶然间眺

望到大礼堂的穹顶，心，也是醉了……

每每此时，我的眼前还会映现一条乡

间小路。看它延伸着没入清华的郁郁葱葱

之中，我会感叹：这条乡间小路，通向的

如果不是清华，现在将是怎样的轨迹？

一张草席闯清华

把目光投向我的故乡福建漳浦，那是

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一方养育

了我的水土，是我感恩的源头。

闽南的水仙中外驰名，乡亲们

更是勤劳纯朴、坚韧乐观。作

为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局限于

一地，看惯了秧田麦浪和泥巴

裹满裤腿，就对外面的世界特

别好奇。读书、走出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成了很多孩子的

梦想，也是最好的选择。而清

华学府的大门，对于读书郎们

更是有着无比的诱惑。作为其

中的一员，我也发奋地学习，

乡间路、清华情与特钢梦

○胡达新 (1980 级机械 )

胡达新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