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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穿越时空 我的清华路
○刘志华 （1961 水利）

在我少年时期，许多同学步入清华

这座神圣的殿堂时，我就十分羡慕他们。

1956 年，当我工作七年后，以同等学力报

考大学时，我毅然把清华作为第一志愿，

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时至

今日，迈进清华园已整整 60 年，我已是年

过八旬的老者。每当想起在清华度过的青

春岁月，依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是清华

把我培育成才，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少年求学 路程坎坷

我之所以用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是因

为我没有读完初中，更没有高中学历。尽

管如此，在我少年读书时代，学业成绩就

非常突出，初露锋芒。小学四年级时，班

主任给我的评语是“品学兼优，甚堪嘉许”，

那时对后半句还似懂非懂。升高小统考，

一二百人考试我名列榜首。初中第一学期，

我又考了全年级第一名，并一直保持优秀。

然而，由于经济困难使我处于失学的境地。

我的数学老师不忍心失去一个优秀学生，

想方设法把我安置到救济院生活，使我继

续回到了课堂。在初三最后一个学期，我

真的失学了，因此初中未能毕业。这段求

学经历，是我少年时期的一大遗憾，但是

小小年纪在困难环境的磨砺下，让我更加

坚强，培养了自强自立的精神，为今后创

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革命大道 健康成长

失学是不幸的，然而我又是幸运的。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招生，激发了我继续求

学的愿望，也指引我走上参加革命的光明

大道。这是在建国前党为培养革命干部建

立的一所大学校。

入学后，我和外语学校的学生分到一

个班学习，他们全是大学生和高中生。通

过杨献珍、艾思奇等教授的讲课，使我接

受到崭新的理论，心胸豁然开朗，明白了

许多革命道理，逐渐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从此，年仅 16 岁的我充满革命理想，

立志做一个忠诚的革命战士，思想上积极

要求进步，1949 年 11 月光荣地加入共青团。

那年 10 月 1 日，我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

革命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空军第七

航校，先后在政治部组织科、干部管理处、

训练处、飞行二大队、飞行三团任职。在

飞行大队以“一切为飞行服务”为目标，

所有好天都进行飞行训练，按飞行四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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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条不紊地运转。我作为飞行参谋，要

做好飞行前申请和飞行计划，为指挥员当

好训练中的耳目，我的时间与飞行紧紧地

连在了一起。在航校工作五年，那时实行

的是供给制，每月只发一点点津贴，但革

命军人却不讲报酬，认真积极地干好工作。

我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为人民空军的

初期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1954 年底，我转业到双鸭山矿务局地

质测量科。新的岗位要求我尽快学会测量

技术，于是我顽强刻苦地学习，很快就掌

握了测绘工作的各项技能，并以主测的身

份完成山区 1/2000 全副地形图的测绘，在

业务上得到全面的锻炼。1955 年 10 月，组

织上安排我到开滦建筑工程学校，参加煤

炭部组织的为期半年的测量专修班学习。

学业结束，我们到平顶山煤矿生产实习，

我担任三角测量组长，用 0.2 秒 T3 经纬仪

进行精确观测，再通过两种平差方法，准

确地计算出成果。毕业考试获得了良好的

成绩。在繁忙的进修中，我利用一切有效

时间，努力自学高中课程，为高考做全面

准备。

圆梦清华 自强不息

1956 年，我赴佳木斯参加高考，在考

场上我从容应对，除物理外各科都发挥得

相当理想，我充满着希望。当我真的接到

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心情异常激动，

经过曲折的道路历尽艰辛，我梦寐以求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也抚平了少年时期失

学的遗憾。

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奋发

图强刻苦学习。首先碰到的难点是俄语，

它发音要卷舌，单词要死记硬背，但我下

决心要把它学好。好在画法几何和制图这

两科作业，我动脑动手能力较强，此外还

免修测量课，这样就有较多时间主攻俄语。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俄语考试终于

得了五分。如此连高等数学四门考试科目，

我得了全五分的好成绩。在班上，全五分

共有四人，而我一个连跳三级的调干生，

竟能在清华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充分

体现了勤奋顽强的学习精神。

大学五年半的学习，我始终以学习为

第一要务，紧紧抓住学习中的每一个重要

环节，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掌握知识的内涵。

同时参加许多实践活动，如拱坝的应力试

验，三峡大坝溢洪冲刷试验以及三峡腹拱

坝光弹性试验，求出在自重及水压力作用

下坝体应力，再绘出主应力迹线，藉以修

定腹拱型状，避免拉应力和应力集中。所

有这些都使我获得了全面锻炼。在校期间，

我不仅关注专业学习，还担任班级的总干

事被戏称“老总”，以后又担任系学生会

干事。同时，我更注重锻炼身体，相继顺

利通过了一级和二级劳卫制，力争做到全

面发展。

清华育我 报效祖国

1961 年我在清华水利系毕业。当时正

值三年困难时期，工程下马人员下放，我

被分配到唐山市水利规划设计院工作。我

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宏伟抱负，以踏

实肯干、求实创新的精神，在各项工作中

做出各具特色的成就，曾被同志们誉为工

作能手。

在几十年的水利水电建设中，我完成

扬水站、闸桥涵、水库、水电站、灌区、

河道治理、供水工程等数十项大中型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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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和重点工程的施工指导，积累了

丰富经验。水利工程设计是利用自然改造

自然的伟大工程，每项工程都要充分灵活

地利用地形、地质资料，因地制宜地采用

经济合理的结构形式，同时全面考虑社会

经济等情况，才能做出优秀的设计方案。

根据这些理念，我在设计中解决了一系列

棘手的实际问题。芦台农场排水闸，原方

案为开敞式闸桥，在渗透压力作用下，地

基应力很不均匀，采用桩基处理，由于造

价过高屡屡不得建设。我接手该项目后，

经过分析研究，采用涵洞式水闸，闸门置

于下游，洞顶填土形成公路，使结构和地

基受力都非常均匀，且整体刚度好，如此

节省投资约 20％，使久拖不决的工程顺利

实施，并获得省农垦联合公司科技进步三

等奖。

在南河扬水站，其规模为 12 立方米 /

秒，按常规选 4—6 台机组为宜，因设备订

货困难，经多方努力才购到十台小机组。

设计上采用两座厂房对面布置，中间为双

孔排水涵洞，其上层为机排的出水池，形

成立体结构，再通过几组闸门的控制，达

到自排、机排和灌溉的目的。这座小流量

多机组的扬水站，成为一种崭新的结构模

式，它枢纽紧凑、节省工程量、抗滑稳定

性好。在大量扬水站设计中我成为技术带

头人。

又如上关水库，是唐山地区重点中型

水库，它位于唐山、承德两地区交界处，

淹没矛盾突出，为此将坝址下移 800 米。

溢洪道原设计为固定溢流堰方案，我在设

计中提出降低堰顶高程设闸门挡水，经调

洪演算使大坝降低三米多，既减少了淹没

损失的矛盾，又节省了相当一年工期的工

程量，并增强大泄大蓄的灵活性。经过指

挥部研究后确定了这个方案。在大坝施工

过程中，料场抛弃了大量河卵石，经建议

把下游部分坝体改为堆石体，通过稳定计

算将坝坡由原来的 1:2.5、1:2.0 改为 1:1.8、

1:1.6。这样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又节省了

工程量，一举两得。

另一座中型水库房官营水库，是由我

主持设计完成的。还有经过三年半施工，

最早完成的般若院水库，这些中型水库都

是我亲自参加完成的，也是当前正常运用

着的中型水库。几十年的水利建设，完成

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我把全部

精力和无限热情，投身到祖国水利建设事

业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革”后，1979 年技术职务刚刚有

所松动，由唐山地区行署党组决定任命我

为工程师，成为唐山第一个新中国培养的

水利工程师。那时水利系统人才济济，有

清华九级、十级的老技术员，还有各名校

毕业的毕业生。但组织上并没有论资排辈，

而是重在实际表现，我得到领导上的肯定，

也受到群众的认同，成为名副其实的工程

师。1988 年国家实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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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成为唐山市水利战线上首批正高级工

程师。

1989 年，我参加京唐港 7#、8# 舶位建

设。港口初建配套工程五脏俱全，项目繁

多且很分散，我被任命为指挥部总工程师。

在工程建设中，我们从实际出发，解决具

体问题和技术难点把好质量关，带领新毕

业的大学生在实践中成长，顺利完成港口

的起步工程，为今后的海港开发建设和唐

山市的经济振兴奠定了基础。

在即将离休的这一年，我回到设计院

担任了总工程师。我们先后完成京唐港地

下水供水工程，南堡开发区地上水供水工

程，引滦输水河道整治工程，以及市区陡

河综合治理工程，陡河综合治理工程在下

一年度被评为省优秀设计一等奖，我本人

在这一年被评为水利局先进工作者，真正

站满岗、干满点，画上了圆满句号。

离休后，我被聘为白龙山水电站顾问，

通过两年半的建设又进一步发挥了离休后

的余热。

饮水思源，在革命队伍的抚育下，我

才长大成人，树立了革命理想。又经过调

干学习，国家供我上了清华大学，我才有

了本领回报祖国。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

所赐予我深如母爱般的恩惠。如今我离休

后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自强厚德 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胡树植（1963 无线电）

我是 1957 年考入清华大学，1963 年
毕业。数十年来一直工作在仪器仪表领域
的基层企业，默默耕耘在科研和生产第一
线，为企业进步添砖加瓦。

归纳自己毕业后的这几十年的工作，
概括地说，在上世纪 70 年代致力于促进
产品的集成化，在产品中广泛采用集成电
路，并且在新元件刚诞生时，实现了用两
节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器的数字显示。当
时，好多用 220V 交流电供电的仪器仍停
留在传统的模拟电路上。

集成化大大提高了仪表可靠性，也使
得用户使用和维修更方便，使企业的产品
向现代化推进了一步。在上世纪 80 年代，
伴随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产品市场化提

上日程，在让企业相应产品成为市场上的
龙头产品的过程中，我尽了自己的一份微
薄之力。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很难的
事情。到 90 年代，随着企业的壮大，逐
渐把影响伸向国际，我在扩大企业国际交
往和合作发展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份贡献。

多年的生活锤炼使我深切感到，清华
校风的熏陶比学到的数理化知识影响更为
深远，对我的一生更为重要。自强不息是
人生进步的基础，不进则退。在校时，我
们学的都是真空管技术，毕业后马上就面
临晶体管的普及。我是在医院产房外等女
儿出生守夜时开始学的晶体管，然后就是
学集成电路，并尽快应用在产品设计上。
上世纪 70 年代顶着“只专不红、不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