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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荻生同志二三事
○张　茅

初识荻生同志是 1993 年 11 月，当时

我任市外经贸委副主任，随外经贸部石广

生副部长去北欧招商，回京后一下飞机就

被召到市委组织部谈话，通知我市委已决

定我到海淀区任区长。因人代会换届在即，

要求我尽快去海淀区委报到。因过去没有

去过海淀区委，一路打听才找到区委办公

室，见到区委书记李荻生同志。在简单地

表示欢迎之后，他问我：“张茅同志，你

能熬夜吗？”我回答说，自己是工人出身，

习惯早睡早起。不久后我就领教了荻生同

志熬夜的功夫。

海淀区是北京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部队、中央、国家机关最密集的地区，为

中央服务、为国家科学教育发展、部队等

驻区单位服务是历届海淀区领导的首要任

务。首都无小事，海淀无小事，这些中央

和市委的要求，我们时刻铭记在心，不敢

有丝毫懈怠。而为高校服务，配合高校做

好稳定工作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

我们把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人、北、

清、师四所重点高校，因荻生同志毕业于

清华大学后曾留校工作，我曾在师大、人

大、北大三所高校读书，因此我们和这四

所学校的领导同志都很熟悉，如人大李文

海校长、北大任彦申书记、清华贺美英书

记、北师大袁贵仁校长都是荻生同志和我

的老师、同事、同学，无论工作还是个人

关系都很融洽，我们常去这四所学校和领

导交流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印象最深的

有两次，一次是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解

决教师住房困难的“广厦工程”，北大、

清华两校在蓝旗营给教师盖住房，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亲临现场、选址视

察、协调拆迁，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

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生活的关心。但因资金

紧张，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土地出

让金有较大缺口。荻生同志和我商量，所

缺三千万元由海淀区负责解决，支持两校

改善教师生活条件，这对当时财政状况并

不宽裕的海淀来说也是一个需要魄力的重

大决定。另一件事是一次在人大，李文海

校长反映校门口流动摊贩、环境脏乱，希

望区里帮助解决，荻生同志当场表态，全

国就这么一所人民大学，维护好周边秩

序，区里责无旁贷，当即要我安排区政府

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对人大校门口加强

执法，使环境得到改变。高校的同志们也

很支持区里的发展，如北大任彦申同志就

提出北大是全国的北大、北京的北大，也

是海淀的北大，经荻生同志亲自做动员报

告和学校的工作，一批北大学生毕业后到李荻生学长（中）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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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工作，提升了海淀干部的素质。

荻生同志很重视海淀区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重视主动为中科院服务。当时的周

光召院长和后来的路甬祥院长也很尊重区

领导。记得有一次中科院开年终总结大

会，还把荻生同志和我请到主席台就座，

使我们深受感动。周光召院长十分开明，

大力支持联想企业发展。联想有重大情况，

除了向周院长报告外，也常到区里汇报，

我们与柳传志、段永基、王小兰、王文京

等企业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应他们

的邀请参加一个很小范围的企业家定期聚

会。当时，海淀区诞生了一大批体制外的

无上级主管民营企业，有些企业党的关系

在区里、在街道，他们为企业的领导班子

和其他重大问题也常向荻生同志汇报。荻

生同志以物种多样性的原始森林作为比

喻，提出减少行政干预，让高新技术企业

少受干扰、自主发展，使他们能够扎根海

淀，直上云天。

荻生同志善于从大局出发，抓重点问

题，海淀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上敏感地区，

时常有一些突发事件，处理不好就会影响

首都乃至于全国的稳定。荻生同志常对大

家讲，作为一个地方领导干部，不知道明

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应知道出了事会怎

样处理。在区委召开的维稳工作部署会上，

荻生同志讲，大家要坚守岗位，保一方平

安，有情况及时报告，没情况报个平安，

我白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一席话增强了同

志们的信心，工作有了主心骨。

海淀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驻区单位

的知识分子多，思想活跃，民主气氛浓厚，

每次人代会从议程开始几乎每一个问题都

有不同意见，代表委员们对政府工作监督

力度也很大。荻生同志十分重视听取不同

意见，经常和那些爱提意见的同志交流，

和他们交朋友，但同时也善于做好思想工

作，在原则问题上给予积极的引导。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刚到区里换届的那次人代

会，开了八天，我到各小组与代表见面，

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有几个代表提出，

根据前任区长的作法，为了考察我对区情

的了解和表达能力，要求我在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脱稿说报告，我认为这个意见不妥，

因为区长代表政府作工作报告，是一件很

庄重严肃的事情，不是代表个人发言，而

是依法代表一级组织，向人民代表和全区

人民报告工作。在全国人代会和北京市人

代会，总理、市长都是照稿报告，如果要

对我进行考察，可另找时间进行，双方各

执己见，态度都很坚决。荻生同志作为区

委书记，最后表态，依照有关规定，区长

依法向人代会报告工作，至于用什么形式

应由区长决定。在重要原则问题上把握方

向，支持了政府工作，从此海淀区人代会

说报告的习惯也改过来了。回想起那时的

海淀工作，耳边经常的不同意见、尖锐的

批评和比较严格的监督使当时在海淀区工

作的同志们心存敬畏、严于律己，也使我

们的工作少走弯路、少出错误，这种思想

活跃的民主作风应大力提倡。

荻生同志平时话语不多，更很少官话、

套话，善于把握大局，抓住要害，一锤定

音。和荻生同志一起工作四年时间，他善

抓大事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值得我好好学习。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有

分歧和不同意见，但能够通过充分的沟通

得到解决，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表现。

荻生同志身患重病后，我曾多次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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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的一生
——纪念傅夏龙学长

○王利臣 (1983 级化工 )

记 得 第 一 次 认 识 傅 夏 龙 学 长 是 在

2009 年 10 月的一次顺德校友聚会上。顺

德校友应佛山校友会周志彤会长的倡议，

建立佛山校友会互助基金，目的是帮助老

学长以及有困难的校友。当时夏龙学长也

要捐款，有校友听到马上阻止说，傅学长

的捐款不能收，他现在每周都要做血透 3

次，我才知道他已经患尿毒症很多年了。

傅学长外表看起来有点消瘦，言语不多，

但绝对看不出是病人。初次见面就碰到这

样的事情，印象肯定是很深刻的。

2014 年 2 月 16 日，傅夏龙学长因病

不幸逝世，终年 52 岁。在他去世后的这

段时间，校友们时常想起他、谈论他，似

乎对他的后事，我们还没有做完。后来我

提议，我们写篇文章来纪念他，以寄托我

们的哀思，同时也是给我们佛山的校友们

留下一份对傅学长的记忆和怀念，提议立

即得到大家的赞同和响应。

傅夏龙学长于 1978 年 16 岁时考入清

华机械系焊接专业，1983 年毕业后在南

京高速齿轮箱厂研究所工作。1995 年傅

学长夫妇来到顺德中专任教，一干就是

19 年。短暂的一生，却留下很多不平凡

的纪录。

傅学长工作的认真程度是深为同事们

认可的，大学毕业在南京工作期间，正值

计算机刚刚开始兴起应用，傅学长在协助

单位进行计算机应用过程中，刻苦钻研，

很快成了单位的计算机技术骨干，并因此

终生以计算机为专业。傅学长的这一个专

业转变是对母校常说到的：“学校给你们

的是猎枪，而不是干粮”的很好的诠释。

调入顺德后，各行各业对计算机应用

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顺德中专承担了几

乎本地区全部计算机的技能培训，据与傅

夏龙同期进校的教师介绍，1995 年 9 月

学校接到顺德市劳动局培训一万余名会计

电算化人员的任务，当时学校只有放置三

台 286（早期微型计算机）的机房，为了

顺利完成培训任务，学校领导决定改造和傅夏龙学长全家福

院探望。他为人坚强乐观，很少说及自己

的病情，总是和我共同回忆在海淀一起工

作的日子，回忆一些工作过的同志们。在

他尚能下地走路时，每次都手拉手把我送

到电梯门口。老班长、老大哥的深厚感情，

令人感动。荻生同志不幸于 9 月 30 日故去，

这篇短文，是我对他的纪念。

（原载《北京日报》2014 年 10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