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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红又专的老清华

——记清华大学党委原书记、首批政治辅导员方惠坚

○   土木建管系    马晓伟    苏  舒

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他陪伴清华走过六十载的春秋岁月，推动了清华

许多工作的开展，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特殊时期，爱国情深

方惠坚 1950 年进入土木系就读，入学不久，

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方惠坚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校园中打出的标

语：“战火已经燃烧到祖国的边境”。高年级同

学组织时事座谈会进行讨论，一年级学生也跟着

高年级同学到清河、门头沟的农村进行宣传工作。

那段在农村的日子给方惠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住在老乡家里，睡在炕头上，吃派饭，大约

是 5 分钱一顿饭；11 月本来是农村粮食比较丰富

的时候，但是大家只能吃白薯。方惠坚说这段特

殊的经历给他的震撼很大，感触很深。“与其说

是大学生对农民进行教育，不如说是农民对大学

生进行教育——他们用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农

村仍旧贫困落后，让我深深地意识到了大学生的

责任。”

回到学校之后，1950 年年底有“参军参干”

的运动，目的是支持抗美援朝。当时美国在空军

方面有很强的优势，中国组建空军的要求非常迫

切。苏联愿意提供飞机，但是飞行员要中国自己

培养，因此动员青年学生参军，以便培养飞行员。

方惠坚想，“既然国家需要，那么我就参加”，

他果断报了名。当时全校有 1500 余名同学报名，

但国家考虑到建设的需要，最后只批准了几十名

同学参军。方惠坚虽然遗憾地与飞行员擦身而过，

但他说：“通过这些活动，使我懂得应该树立什

么样的人生观。抗美援朝是我进入大学后的第一

个启蒙教育。我开始思考个人和国家到底是什么

关系，我们该为国家做些什么？”

 “双肩挑”的清华传统

1953 年初，方惠坚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土

木系的学生们对于投身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

模建设热情高涨。也就是这时，学校开始建立学

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方惠坚介绍说，政治辅导员

制度初创时，主要目的有三：一是加强学生政治

方惠坚

1950 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学生政治辅导员，1955 年
毕业留校，历任校团委副书记，校党委监委委员。
1977 年后历任党委学生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土
木与环境工程系党委书记、校党委常委、副教务长、
研究生院副院长、教务长；1985 年任副校长；1988
年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 年 9 月至 1995 年 9 月
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曾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共十四大代表。1995 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
范和北京市优秀基层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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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作；二是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集中到少数人

身上，让大部分学生干部减轻工作负担，可以集中

精力搞好业务学习；三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一批又

红又专的学生干部，使他们在政治和业务方面都得

到更好的培养。当时方惠坚所在的三年级是最高年

级，为了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高潮，所有的学生都提

前一年毕业了。学校领导找方惠坚谈话，抽调他担

任政治辅导员，延长两年毕业。方惠坚说：“当时

我们的思想都比较单纯，既然国家和学校有需要，

那么就去做。” 之前方惠坚只在班里担任过班级的

总干事（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和团支部委员，担任

辅导员之后要负责九个班的工作，开始时难免有些

忙乱。在学校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边学边做，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管理这么多的班级虽然辛苦，

但是方惠坚觉得这段经历给他的锻炼很大。

在担任辅导员期间，方惠坚不仅要管理好各个

班级，还要认真学习，有单独的培养方案。方惠坚

曾去听一位苏联专家的课，一门课讲了整整四个学

期，学习得非常扎实，后来方惠坚又参加了这门课

资料的整理以及教科书的出版工作，到了毕业的时

候，方惠坚已经可以单独教授这门课了。方惠坚认

为：双肩挑是清华传统，清华人，不仅要做好学校

交给自己的任务（比如辅导员工作），还要有过硬

的专业知识。和方惠坚同批的很多辅导员都是如此，

有的还被派往苏联学习，后来都成为了各个领域的

专家。从担任辅导员开始，方惠坚便和清华的学生

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他留在清华，继续从

事和学生有关的工作。

　　

育人工作的制度创新

方惠坚在清华工作了几十年，始终在尽力推动

清华学生工作的发展。在访谈中，方惠坚也介绍了

很多清华的新制度的产生，这些制度大多从实际出

发，真正服务同学，建设校园。

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校新的党委成立，何东昌

找到方惠坚，希望他负责恢复政治辅导员制度，让

这个制度继续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在此之前，学校

里一直由团委来负责学校学生工作，但是文化大革

命之后学校的工农兵学员很多，工农兵中党员的比

例很高，再由团委负责学生工作，已不太合适。方

惠坚向党委建议成立学生工作部，由学生工作部来

管理学生工作，方惠坚的建议被采纳。1977 年，学

校组建了学生部，方惠坚担任第一任部长。清华是

当时各高校中最早成立学生工作部的，现在几乎所

有大学都有了。

1984 年，教育部批准第一批 33 所大学建立研

究生院，方惠坚参加了筹建研究生院的工作。1985

年，清华得到教委批准，在全国最早实行免试推荐

攻读硕士研究生，使毕业班学生能够集中精力做好

毕业设计，同时也为现在实行本硕统筹打下了基础。

在当时，清华学生读研究生的热情特别高，但是教

育部有规定，只有 15% 的学生可以面试上研究生，

于是清华的领导找到教育部，希望能给清华放宽些

政策。经过多次努力，教育部终于同意了清华的请求。

清华为学生们争取到了更多的研究生名额。

在 80 年代中期，清华率先提出了“保留研究生

资格”的办法，这也是一大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创

新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工程物理系有个叫田力的

同学，他到青海实习，回来后考上了研究生。大学

快毕业的时候，青海副省长发来了一封信，欢迎他

去青海继续为青海发展做贡献，可是他已经考上了

研究生，因此感到很矛盾，于是他便找到了当时负

责研究生工作的副校长方惠坚，方惠坚建议田力可

以工作两年，再回来读研。于是开创了保留入学资格

2~5 年的先河。采取了这个办法后，既解决了清华学

子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地为祖国服务，又解决了

研究生大部分没有实践经验的缺陷。那些先工作两年

再回来读研的清华学子，对于怎么学和要学哪些知识

有了更深入的体会，而且也更珍惜这个机会。

方惠坚还提到党课的设立，这也是充分地为同

学们着想的举措。1993 年，方惠坚做党委书记的时

候与一些学生干部座谈，有次与力学系的一个团支部

书记聊天：“我问他一周上几次晚自习？他想了一会

告诉我两次，我一听就吃惊了，学生学习主要靠晚上，

我问他其他晚上都在干什么，他说开会，星期天晚上

还有党课学习。我一听觉得学生的负担也确实很重。

我回去之后就和其他的领导商量：

一位学生不能同时担任太多的社会

工作，要保证学习精力，还有可以

将党课纳入到教学计划中，作为选

老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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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给两个学分。”在 1994 年，学校设置了《党

的基本知识概论》这门选修课，方惠坚负责了课程的

第一讲，那份讲稿至今还保存着，从那之后方惠坚每

年都会去给选修党课的学生讲课。

诲人不倦

方惠坚曾经兼任过房 61 班的班主任，大约担任

了两年，班上所有的同学方惠坚都认识。方惠坚说：

“辅导同学，教育同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房

61 班的托列吾汗是新疆哈萨克族的一个女生，由方

老师介绍入党，毕业后回到新疆担任了地方干部，

后来是新疆自治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她对党组织、

清华和老师有着很深厚纯朴的感情。方惠坚说：“做

好少数民族学生的工作有重要意义，一到新疆出事

的时候我就想，像这样的同学是一定不会动摇的。

托列吾汗在新疆所起到的稳定、团结的作用是其他

学生难以做到的。”方惠坚还回忆起一个维吾尔族

的男同学：“毕业后他在新疆大学做教师，还寄了

一本书给我——《维汉建筑工程词典》，我收到之

后很欣慰，他做了其他清华同学做不了的事，也为

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们学校培养少数民族

同学的意义非常重大，把学生工作做好，把大家的

心与国家、民族、学校联系在一起很重要。”方惠

坚说担任辅导员、做学生工作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

到了自己辅导教育的学生能够在国家的建设中做出

贡献，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都感到非常欣慰。

耄耋之年 , 笔耕不辍

如今，方惠坚也已到耄耋之年，但面色红润，

身体康健。即便年事已高，但方惠坚仍旧笔耕不辍，

在为学校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退休之后，方惠坚经常研究校史，对学校的一

些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在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时，方惠

坚主编的《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九十周年》均

得到出版。方惠坚至今仍然在坚持进行校史研究，此

外还一直参与蒋南翔教育思想的研究，希望蒋南翔校

长的思想精髓得以流传。《蒋南翔文集》、《蒋南翔

教育思想研究》、《蒋南翔传》等书目的编写方惠坚

都直接参与，在百年校庆之时还出版了《清华之魂》。

方惠坚说，他喜欢和学生打交道，和学生活动

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方惠坚一直参加学生的思想

教育工作，不论是新任辅导员培训还是新生党员的

培训，方惠坚都会抽空参加。此外一些团支部的主

题团日、党课小组的学习活动，方惠坚也都乐意参加。

参加这些活动能更好地了解当前学生的思想动态，

看到他们在学习和成长，方惠坚感到非常欣慰。

辅导员制度要与时俱进

方惠坚是清华大学建立辅导员制度之后的首批

政治辅导员，回想起担任辅导员的这段经历，方惠坚

也是感触颇多。方惠坚说政治辅导员的经历给了他很

大的锻炼，收获颇丰，培养了他适应繁重工作的能力，

养成边工作、边学习的良好习惯。在学校担任领导时，

经常要开会，有时学生工作的会议才结束，又要开始

讨论教学制度，在这些会议间能够灵活地转换并安排

好时间，辅导员的经历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辅导员制度在设立之初受到了种种的质疑，

大家担心选拔业务学习优秀的学生担任辅导员是否

合适？是不是浪费人才？几十年来一直颇有争论，

但是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必要的。大部分辅导员在

毕业之后在工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为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辅导员制度 6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方惠坚也提

出了自己对于辅导员制度的一些期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前进，对创新意识的要

求加强，对辅导员的选拔要求也要相应提高。目前，

学校辅导员队伍很大，每个辅导员管理的班级较少。

方惠坚建议一个辅导员可以多管理几个班，增加接

触面，有利于开阔视野，对辅导员本身的锻炼更大。

此外，辅导员对于学生的教育和培养起到了非常关

键的作用，现在学生的教育还有很多心理教育，方

惠坚建议辅导员可以上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课程，有

利于做好学生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与沟通。信

息时代的网络飞速发展，这也对辅导员提出了新的

要求，如何进行网络教育？如何让学生更加坚定自

己的信念，而不是人云亦云？这些都是新时代辅导

员要多加考虑的方面。

方惠坚感叹：“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清华

的辅导员制度也要相应做一些调整，但是要肯定辅导

员制度，辅导员制度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创举！”

老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