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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守望者，天府“造雨人”
——访清华校友贺旺

○张玉龙

贺 旺，1996 年 考 入 清 华 大 学 建 筑

系 ,2003 年毕业于清华土木工程学院城市

规划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汶川大地震

发生时，他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的规划

师。2008 年 7 月，作为中组部、团中央

特殊选派到灾区服务的“博士服务团”成

员之一，贺旺挂职北川羌族自治县副县长，

任期一年。后任绵阳市城乡规划局局长。

2013 年 9 月，贺旺任绵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
新北川建设

2008 年汶川地震后 , 贺旺校友从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通过中组部、团中央

第九批“博士服务团”进驻灾区，挂职北

川县委常委、副县长，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凭着满腔热血和过硬的专业素养，贺旺和

他的同事们接受了这个“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的北川新县城重建工作。

北川新县城的重建工作是一件惊天动

地的大事情，全世界都聚焦于此。北川新

县城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国内外的许多

媒体就纷至沓来，采访北川新县城的建设

进展，这让贺旺和他的团队感到了巨大的

压力，但是也激发了巨大的战斗激情。

当时贺旺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新县

城规划设计工作，实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山东援建方、绵阳和北川地方政

府在重建工作中做到无缝对接，即起到三

方沟通枢纽的作用。在总体规划和城市设

计的指导下，贺旺亲自组织单体建筑设计

方案的征集，与全国 50 多家设计机构联

系协调，监督把关每一栋建筑的具体实施，

有机会接触业界著名的大师学者，每天摆

在贺旺面前的是大量的规划和建设的对接

工作，令他惊喜不已的是新县城的工地上

悄然发生的巨变。

“当时的工作非常充实，非常有收获，

每天加班加点甚至睡在工地板房，但从未

觉得有丝毫疲倦。”时至今日回忆起当年

那段难忘的时光，贺旺的眼睛立刻变得奕

奕有神。北川新县城的建设时间非常短，

从 2008 年 11 月开始启动总体规划编制，

2009 年 5 月开始动工，到 2010 年 9 月份

就已建成城镇基本框架，形成城镇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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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助力北川重建”到
“担纲绵阳规划”

2010 年底，在北川挂职的贺旺调任

绵阳市城乡规划局副书记、副局长，2011

年 9 月正式担任绵阳市城乡规划局局长，

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挂职干部”

到“地方干部”身份转变和角色转变，并

迅速融入到绵阳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中。

贺旺笑谈道，自己是一个坚持原则的

“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学以致用、积极

入世、知行合一、敢做敢为的官员。从政

道路虽然崎岖多艰，但也承载着自己多年

来一直尝试能够将学术和行政、技术与管

理结合起来的夙愿。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特

别是中西部和三线城市，因为专业人才匮

乏、行政体制和干部队伍的封闭性，与学

术界、知识界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之间存

在着鸿沟，与中央要求和时代潮流也有差

距；与此同时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对地方

政府输出的价值观、技术理念往往也因停

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脱离实际、难以在地

方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有人跳

出学术圈子，在理论与实践、学术和行政

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基层的行政管

理工作需要前瞻性、创造性的价值理念来

引导，同时学术价值和理念需要脚踏实地

的实践检验，也需要更接地气的地方工作

来反哺。

在规划局局长的任职期间，贺旺坦言

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凭借着“一

座城市‘因我’而有不同”的壮志豪情和

对城乡规划、美好人居的执着追求，凭借着

中心组学习会上关于“造雨人”的行动宣言，

让绵阳的城乡规划开启了一个新篇章。

能，展现城镇基本形象。征地拆迁、规划

设计、施工组织、便道建设、板房搭建……

每一个环节，贺旺都亲身参与，一次又一

次走遍新县城的每一个角落。北川新县城

就在这短短 18 个月期间拔地而起，不可

不谓人间奇迹！ 2011 年春节，北川老百

姓就搬进新县城。北川新县城以其唯一异

地重建的独特性、完整性和作为全国唯一

羌族自治县的特色风貌，以及灾后重建的

神奇速度，成为“5.12”汶川灾后恢复重

建的标志性工程！这其中凝聚了贺旺和他

的同事们的智慧和心血。

贺旺谈到，此次北川挂职，不是常态

下的对基层的体验或者锻炼，而是真刀真

枪，委以重任，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一个县

城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去。当时不仅仅参与

了中规院对新县城的规划设计，作为挂职

常委、副县长也全程参与了北川灾后重建

时期行政管理工作，无论从技术业务和行

政管理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相

比于2004年挂职湖北襄樊市规划局的经历，

此次北川挂职更是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

对县一级的基层行政有了深刻的认识。

2010 年底，在北川重建工作完成以

后，贺旺以其出色的工作成绩，扎实的专

业素养受到了绵阳地方政府高度认可和再

三挽留。贺旺也坦言：在北川近三年的灾

后重建过程中，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激励，

无论是实战经验，还是管理经验都变得更

为丰富，也有了更大的自信和能力去胜任

地方的规划管理工作。灾后重建中建立的

鱼水之情和对事业的一份执着，让贺旺最

终选择留在了绵阳。这次选择，也进一步

延续了贺旺“学术”与“行政”相伴而行

的实践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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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规划局局长，贺旺尝试让城乡规

划更好服务政府施政目标，技术理性更好

支撑地方发展，通过规划人的努力，让城

市向更加积极、良性的方向发展。城乡规

划不仅仅是技术工作，涉及多方利益协调，

更多的要依靠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是一

项长期的综合的系统工程。我们的目标是

通过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保障一座城市规

划的科学、理性、前瞻和可持续。让“科

学规划、民主决策、规范管理、公平正义”

的理念深入人心，让城乡规划建设不断纳

入法制化轨道，才可能让城市不以个人好

恶而改弦，让公平不以一己之利而博弈。

近年来绵阳高水平编制了大量城乡规

划，建立起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实施的系统

完备的规划体系；建立了与简政放权、分

层管理相适应的规划分局和分层审批制

度；建立健全了城乡规划委员会制度，通

过聘请专家和公众代表参与规划审议决

策，让规划在“阳光下运行”；学习借鉴

成都等地经验，修订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严控容积率指标，坚守人居环境底线，

完善新区配套，疏解旧城功能，引入成都

“乡村规划师制度”，建立城乡规划督察

员等制度，聘请专业人才担任绵阳首席规

划师、首席建筑师等，让绵阳的规划工作

进一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政

府工作的方法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简单判

断，而是要将一些先进的规划理念通过制

度和政策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去

提升一个城市的规划建设水平。”

贺旺谈到近年工作的体会：“城乡规

划工作和其他任何一项工作一样，都具有

普遍的嵌入性，即深深植根于中国现阶段

的国情和体制机制，绝不可能脱离经济社

会整体发展水平而独善其身。新型城镇化

建设同样具有嵌入性和综合性，城镇化的

健康可持续依赖于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反过来在

城乡规划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反映出

来的问题和解决途径，政策措施的探索也

将引导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改革顶层设计

与系统推进的普遍规律和实践路径。所谓

殊途同归，万流归一。当我们洞悉中国社

会改革进步和国家治理的理论实践与目标

方法以后，终将体会到‘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的境界。我们也将从有一技之

长的专才成长为融会贯通的通才。”

回忆清华精神，漫谈人生思考

贺旺在回忆漫漫八年清华求学路上母

校留给自己最大的财富时，归纳成了“科

学理性，笃学慎思”八个字。清华最大的

影响是对自己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

隐形的，却能相伴一生。在外界社会日益

浮躁、功利的今天，母校是自己内心深处

的一块净土，在这里能够理性、客观、独

立、批判地思考这个纷繁的世界。

对于清华人“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

贺旺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实践。“又红又

专”提出了既要专业本领过硬，又有正确

的政治方向，积极入世入主流的态度。“红”

狭义上可理解为“听党的话、跟党走”，

从广义上来理解则是把个人的成长置于整

个国家、社会的发展中去，这也是清华一

直所倡导的。“红砖”相对于精致利己主

义的“白砖”而言，承载了更多社会责任。

贺旺笑言，自己希望在祖国西部的基层，

磨练意志、熟悉基层、增长才干，早日成

为一块名副其实的“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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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而优则仕”这句儒家古训，

贺旺觉得不同于古代，古代的“学”是科

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晋升官僚阶层、进入社

会主流的资格和基础，“仕”是“学”的

转折和继承；当下“学”与“仕”应该是

一种协同、互动的关系，而不再是原来的

先后承继关系。“学”与“仕”应该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做到知行合一。

在进入公务员体系之后，也不要放弃学术

上的理想和追求。学术是为了更好地实践，

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政

府工作也不应该片面强调刻板执行而庸俗

化，同样需要运用学术的思维来进行指导

工作、创新工作。这种“学以致用”的态

度也是清华人所毕生追求的济世之道！

坚守理想，更要脚踏实地，贺旺怀着

一颗赤子之心，棱角分明地行走在追寻理

想的道路上。

（原载四川校友会编《天府清华人》，

2014 年 5 月）

2013 年 12 月 13 日，第十二届四川

省青年科技奖颁奖大会在四川科技馆隆重

举行，清华校友颜华出席会议并获得第

十二届四川省青年科技奖。

掐指一算，从清华毕业来到祖国西南

的成飞公司工作已近十年，也是清华大学

“启航计划”十年之期，作为“启航计划”

第一批毕业生中的一员，十年，颜华用踏

实与勤奋、拼搏与激情将自己的梦想演绎

得精彩纷呈。

一、清华，梦开始的地方

老家在福建的颜华，有股不怕困难敢

于挑战的韧劲，在西南交通大学本科学习

期间连续四年获得系里第一名，毕业时获

得了四川省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并被保送

上本校的研究生，可是他放弃了，毅然凭

借自己扎实的基础、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

大学材料系的研究生。

说到清华带给自己的收获，颜华如数

家珍。其中，颜华认为最主要的是清华始

终倡导的“入主流，上大舞台”的爱国

情怀以及脚踏实地、行胜于言的为学精

神——要在更大的舞台上为祖国贡献自己

的聪明才智；为人做事重在脚踏实地，一

步一个脚印，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身

价值。清华数年，颜华有机会参与了国

防预研项目和航天科技创新基金的相关项

目，也由此深深热爱上自己所从事的航空

青春梦想  精彩演绎
——记清华校友、第十二届四川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颜华

○唐　曼　伍群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