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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清华绵阳分校（651工程）吗?
○王振先（1970精仪）

提起清华的校史，国人均知1911年建

于北京清华园的那所著名学府，也有部分

人知道它在抗战期间还有一段“西南联

大”入滇八年的历史，但大多数人并不知

道1969年至1979年清华在四川绵阳设有一

个“三线分校”(对外称“651工程”)。

绵阳分校的十年历史应当是清华校史

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篇章。

1969年10月，精仪系光0、光001、

光002三个班及其他四个系(以无线电系为

主)的部分班级学生与教工近2000人背起

铺盖卷,在北京永定门车站登上一列客货

混编的特殊列车——“清华专列”，开赴

四川绵阳。师生们到站下车后徒步行走12

公里来到涪江畔的一个小山坡上，在几座

连毛坯房也称不上的红砖宿舍楼前停止

西南科大认定我们是校友。左起：卢庆
祖、潘家恭、杨维生、王振先、宋耀祖、潘志
伟、沈玲、姚敏玉 此广场名“清华广场”，立有校史浮雕碑

一台小型制砖机，每分钟可切制出16块砖

坯。其中，张孝棣、陈文博、张乌灶、栾

绍金等同学利用所学的设计、车、钳、焊

等知识技艺大显身手。自行设计绘制草

图；自制螺旋推进装置；用卷扬机上拆下

的蜗轮蜗杆制成减速器；经反复改进出口

模具的圆角尺寸保证了砖坯不开裂。最后

一环是烧砖，在老乡指导下，我们于断坡

上挖、砌了一个深4米的砖窑，码放15000

块砖坯；全班同学轮番值守，整整七个昼

夜，终于成功烧制出一炉漂亮的青砖。要

知烧制红砖仅须用四天四夜，烧制青砖工

艺更难。当青砖出窑时，成功的喜悦使同

学们都欢呼雀跃了起来。郭利民同学激

情勃发，挥毫写下对联“块块青砖凝碧

血;滴滴汗水映丹心”，横批是“艰苦创

业”。低班同学对我们班同学的齐心协力

和创造精神感到很羡慕。

2014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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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此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边基建、

边接受工宣队再教育”的历程，直至1970

年3月毕业。

今年10月初，我们光002班8位同学从

各地赴川，聚会于44年前在此“生活、战

斗”过的原绵阳分校、现西南科技大学，

受到校方招待老校友般的礼遇，还挂横幅

表示“热烈欢迎清华校友返校”。西南

科大的姚荣东副校长牵头接待我们四天

(其中一天我们8人赴北川参观2008年大地

震遗址)。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一次重返

“母校”的怀抱。

西南科技大学现有师生员工34000

余人，是四川省唯一的一所“省部共

建”(四川省与教育部共建、共管)的高

校，该校师生向我们自豪地介绍:“在四

学生食堂（原分校礼堂） 该楼名为“清华楼”

“清华广场”的浮雕碑，右侧浮雕为“南翔选址”

川，高校中的N0.1不是四川大学，而是我

们西南科大!”

现选上部分照片，请校友们浏览与回

忆。

2013年10月

碑文

1965年，中央确定清华大学在此建

三线分校，称“651”工程。1966年，因

“文化大革命”发生，分校工程停建。

1969年10月，清华无线电系大部，及冶金

系、精仪器(系)、数力系、自控系和基础

课部分师生员工内迁此地。近2000名师生

员工边基建、边教学、边科研，历经十年

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建成了电子工程学

科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清华大学绵

阳分校，设半导体、电真空、激光、雷

达、通讯和机械结构六个专业。1970年开

始招生，为电子信息产业与国防建设培养

了1422名毕业生。

1978年，经中央同意，撤销分校。

1979年5月，千余名师生及家属迁回北

京，部分员工留川安置，校舍及设施移交

四川省高教局，由四川建材学院接收，扩

建发展为现西南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