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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年园地

1965年暑假后，我们房六班28人在

西安报到集合，要到一个叫“651”的保

密地方去做毕业设计。“651”在什么地

方？去干什么工作？一切都是神秘的未知

数。几经周折以后，我们终于到达目的

地——那是绵阳北郊涪江拐弯处一片丘陵

上的内地集镇青义。

根据战备需要，我们仼务是在那里筹

建清华分校，这是庞大三线建设的组成部

分。同去的还有20多个建6同学和十多位

老师。在青义坝乡公所的四合院落里安顿

下来，以后一年我们生活工作在一起，朝

夕相处亲密得就像一个大家庭。不久蒋南

翔校长亲自来看望大家，更给我们以很大

的鼓励。肩负祖国的重任，作为对母校培

养的回报和献礼，自豪的心情油然而生。

艰苦创业的基建随即开始，从地形测

量、校园规划开始，到设计、施

工和验收，通过一年辛勤劳动，

看到亲手绘制的蓝图逐一变成现

实，心中充满了成就感。更重要

的是，经过毕业设计的历练，过

去学到的知识逐渐形象生动起

来；通过实践还培养了解决工程

问题的能力，使我们离校以后能

够很快适应不同环境，承担各种

工作。这与“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和“行胜于言”的清华精神

以及母校师长的谆谆教导是分不

开的。

地处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刚度过困

难时期的饥馑，这里可以大饱口福，简直

就是天堂了。清澈涪江上游不远就是诗仙

李白的故里，青义真可谓是钟灵毓秀之

地。紧张学习工作之余，分校生活丰富多

彩：田野散步远眺绿树青山，江边游泳到

中流击水，周末年节有联欢晚会；在首

届651运动会上，大家还争先恐后试比高

低。在这群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中，还不

乏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美丽的涪江

还真的成就了好几对恋人，有房六班内

的，也有与建六的跨班联姻，甚至还有师

生恋。毕业设计将近结束快要返校的时

候，大家竟有些恋恋不舍了。诗情画意的

涪江，初具规模的美丽校园，何日能够重

游？

没有想到的是：世外桃源般的651生

房 6 班校友参观西南科技大学校区模型，左 1 为徐有
邻学长，左 3为西南科技大学校长陈永灿（1980 级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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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竟以“文革”的浩劫而戛然中止。想

起以后十多年的坎坷和挫折，真是不堪回

首。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困难和艰

辛，也不乏忍耐、奋斗和成功，但是我们

都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平生经历的基

建工程不可胜数，但是没有哪个项目像

“651”那样充满美好和温馨的回忆。那

个我们曾经奉献了春青、理想和智慧的地

方始终萦绕在心，难以忘怀。

清华分校在“文革”结束以后回迁北

京,校区移交给四川建材学院，后来发展

成为西南科技大学。时隔半个世纪，在房

六同学会的策划和西南科技大学的大力支

持下，这个愿望终于如愿以偿。故地重

游，涪江还是那样清澈，但是当年偏僻、

冷清的青义坝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校区

面积大大扩充，几乎覆盖了整座山坡。宽

阔的广场，整齐的林荫道，雄伟的教学

大楼……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具有3万多学

生、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学城了。当年我们

筚路蓝缕亲手开辟的这片热土，到现在一

直发挥着培育人才的作用，这使我们感到

欣慰。

学校里悬挂了欢迎我们的标语横幅，

还特地腾出贵宾楼安排住宿。原清华分校

和建材学院、科技大学的校领导姚东荣，

亲自带我们参观整个校区和校史展览，

详细介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从清华

刚调任不久的校长陈永灿还专门设宴招

待，想不到他竟是我们的学弟（1980级水

利）。校方向我们赠送了纪念品，还特聘

我们为荣誉校友，这更令我们惊喜。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学校几次扩建、

改造都采用了清华校友的方案，特地保留

了原来清华分校的风貌，增添了纪念性的

雕塑碑记，那上面镌刻的题词是：“涪水

激，自强不息；蜀地坤，厚德载物。”当

年的办公楼已改为土木工程学院，经历汶

川地震考验依然屹立，只是爬满常春藤的

石墙似乎在诉说半个世纪的沧桑。抚摸冰

凉粗糙的墙面，心中无限感慨。时过境迁

50年，难为后人还没有忘记曾经有一群初

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这里所作的贡献。

应学校邀请，我们与在校学生进

行了座谈交流，并作了学术报告。我

们中间没有大官、大腕和大款，也没

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丰功伟绩，但我们

都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和清华师长的

教诲，半个世纪以来与人民一起艰苦

奋斗，用自己诚实的劳动为中华崛起

贡献了力量。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完成

了时代赋予的责任，期望条件更优越

的当代青年继往开来。相信他们能够

作出更大贡献，完成复兴民族的伟大

历史使命。
校友们参观西南科技大学中的“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