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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辅导员的来源，可在同学中抽

调。原则上辅导员不脱产。政治工作若

与业务脱离，一方面有困难，另一方面

会有缺点。可考虑让他们脱产四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他们可以晚一年毕业。他

们上午上课，下午工作。抽辅导员要抽

调学习好的（四分或五分）同学担任，

做了一年，成绩如果下降，那就要取消

他的辅导员资格。他们学习成绩好，担

任辅导员后继续学习，一方面使他们不

被拉下，能学好业务；另一方面也能取

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他们毕业的时候，

学校可以负责向人事部介绍，分配给他

们合适的工作。

（1953年 3月在全校教师大会上的讲话）

对 干 部 要 求 要 严 格， 要 求 上 要

100% 合格。首先，半脱产干部要懂得

政策，民主作风要好些；其次是团支书。

这样就会使党群关系转变。

（1961 年 1 月 15 日与团委干部座谈）

政治辅导员的经验要重新总结一

下。开始设立时还是明确要培养又红

又专干部，不能单纯使用观点，而是培

养观点。但好经验不加以巩固就要出问

题，变坏，不进则退。三年来的情况是：

一、对辅导员管理工作放松了；二、辅

导员人数多了；三、使用得多了，自愿

原则贯彻得不够。今后考虑政治辅导员

以教师担任为主。四年级以下坚决不抽

调。党内要多注意从政治上提高他们，

政策传达可多一些。要关心他们的学习

和健康。

   （1961年 7月 23日与团委书记的谈话）

如果有的党团干部学习在平均水平

以下，有一门不及格时就不要担任工作了。

要想办法将三分之一学习好的团干部变成

全体都好，这个工作要成为检查我们工作

的标志。它能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同学

学习有深远影响。将来判断清华同学的学

习成绩，不只看一般毕业生出去工作的情

况，还要看几年后有否像詹天佑一样的大

科学家、大工程师出现。

（1961 年 7月 23日与团委书记的谈话）

今后团干部在业务上要求要在一般

同学水平之上。选拔干部时以政治为主

是不能动摇的，但也要看业务条件、身

体条件，要在中等水平以上。要做到清

华园的团干部 90%~95%、甚至 99% 是

三好干部。半脱产干部也要读好书，这

点要重申一下。

（1961 年 4 月 28 日

关于对团干部要求的谈话）

蒋南翔同志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蒋南翔：曾任清

华大学校长、党

委书记，国家高

教部部长、教育

部部长兼党组书

记，清华“双肩挑”

政治辅导员制度

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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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干部要以平等身份进行工作。在

同学面前干部不要依靠行政手段、组织

措施来做工作，对同学来说要有组织观

念，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干部在收团费、

主持会议、传达上级决定时，才能以组

织身份出现；平常就应该以平等身份出

现，不能以教育者自居，以领导者自居，

以上级自居。应该明确规定，团的工作

的基本方法是说服教育和干部的模范

作用。

（1961年 3月 29日与团委书记的谈话）

干部做到又红又专归结成四点：

一、干部思想要明确，对自己要求

的标准是又红又专；

二、方法要对头，要善于抓紧时间、

利用时间；

三、工作上要合理负担，注意发扬

民主作风，不要自己包办代替一切，不

要把工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四、有明确的制度保证，要控制政

治活动时间，注意提高效率。

 （1961 年 7 月 25 日

在优秀毕业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团委的工作要做到：

（1）使同学的健康水平随着年级

的增长逐年有所提高；

（2）要贯彻教学为主的精神，学

生中党团干部的学习成绩要在同学的平

均水平以上；

（3）要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注意了解同学的情况。

（1961 年 4 月 28 日

关于对团干部要求的讲话）

我 们 工 作 中 要 注 意 抓 好 三 个 问

题：一是方针问题，要培养又红又专

的干部；二是方法问题，方法是说服

教育，不要简单粗暴；三是系统教育

干部和群众问题，系统教育是要使工

作的精神不仅领导干部思想明确，还

要使基层干部和群众都知道，有群众

的监督。

（1961 年 8 月 18 日的讲话）

对清华工作有两条要求：一、中央

的方针、政策、指示应当坚决贯彻执行，

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二、还要有更高

的要求，要从基层单位的实际工作中出

经验，通过实践工作的总结，上升到政策、

理论，提供给领导，指导工作。

（1961年 6月7日与团委干部座谈）

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除了一般

规定的内容以外，还应根据特点分类

进行工作。例如对华侨和少数民族学

生、调干学生、工农学生、干部子弟、

社团干部等，如能针对他们的具体特

点进行思想教育，就可以收到更好的

效果。

（1961 年 7 月 26 日

在党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看学生的质量不仅要看现在，还要

看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买一件

商品要用上半年才能证明它的质量好不

好，学生毕业出去后也一样，“要至少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提法还是合

适的。

（1961 年 3 月 9 日与团干部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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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岁的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时期，

通过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使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将会终生受益。高等学校的思想

政治工作，是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

建立学生辅导员制度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辅导员是

从优秀的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挑选的，他们同

学生朝夕相处，联系密切，思想容易沟通，在做学

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独特优势。清华大学经过

40 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成功的。

——宋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清华大学

1939 级校友。本文摘自 1993 年宋平同志致清华大学

辅导员制度创建 40 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

教育上的得失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

才能作出结论。现在应该可以说，这是高校一项重

要的制度，是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保证。

而政治辅导员自身，通过边学习边工作，得到了政

治工作、业务工作“两个肩膀挑担子”（蒋南翔同

志语）的锻炼，为以后逐步成长为又红又专的建设

骨干奠定了基础。这可以较好地提供学校党政骨干

的后备来源，又向社会输送了一批政治思想和组织

能力得到更多培养的人才。在政治辅导员中人才成

长的成功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始料所不

及的。

——何东昌：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

评价辅导员制度应该有两句话：第一，辅导员

制度对学校培养高质量的优秀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辅导员制度也确实为学校培养了很多教学、

科研、管理各方面的骨干，也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有

专业知识、而且政治水平又较高的领导人才。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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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同志的成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学校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他们在学校中受到的比较全面的教

育确实起到了作用；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实践中得

到了锻炼，同工农兵结合成长了起来。这两方面缺

一不可。

——艾知生：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

辅导员，好制度；五三年，清华创。双肩挑，

两促进；德智体，做表率。教育者，受教育；既出活，

又出人。抓党建，是龙头；班集体，建设好。讲理想，

志高远；两拥护，两服务。讲学习，红又专；知与行，

要统一。重实践，长才干；求创新，做贡献。新时代，

任更重；培养人，根和本。科教兴，重人才；创一流，

责任大。新百年，新使命；辅导员，再出发！

——胡和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双肩挑”是清华一个成功的制度安排，是培

养人的一种重要模式，在新形势下仍有创新发展的

巨大空间。坚持这一制度，关键是要做到：既要有

利于所带的学生的成长，也要有利于辅导员自身的

发展。

——陈吉宁：清华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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