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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为思想护航

○   学生记者  周启明   本刊记者  关 悦

时光匆匆，

不觉间清华辅导

员制度已在风雨

间 走 过 辉 煌 的

六十年。半个多

世纪，辅导员制

度因与时俱进而

焕发着旺盛的生

命力，不仅让无

数活跃在学生工

作前线的辅导员

们茁壮成长，也

为国家和社会培

育出一批又一批

卓越而有担当的

栋梁之才。

毕业多年的

胡钰怎么也忘不

了在清华做辅导

员的那些岁月。

忆 往 昔， 做 辅

导员的经历已成为他清华时光里浓墨重彩的一

笔，给他带去的是弥久而深远的影响。收获中

本领见长，酸甜苦辣中也有浓郁醇香，辅导员

身份为胡钰打下的印记，深深浅浅地嵌在他的

生命中，静默着在无形的岁月里伴他成长。

在沉淀中总结

在胡钰眼里，时间最能沉淀出瑰宝。年轻

的时光因有了独一无二的经历而如金子般熠熠

夺目。在清华读本科时，从进入电子工程系到

转读国际金融系再到中文系二学位，胡钰一直

都是班上的首任团支书或班长，积极热心的他

活跃于学生工作的各个岗位，还担任校学生会

常务副主席，曾获得“北京市高校优秀学生干

部”称号。由于出色的表现，胡钰从团委书记、

学生组组长一路做到学院党委副书记，曾获得

清华大学“一二·九优秀辅导员奖”。当我们

问起辅导员工作的经历时，沉浸在回忆中的胡

钰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清华十六号楼做学

生组长时的情景。那时的他与学生同住，身为

辅导员，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与思想。1998 年，

清华的学生刚开始使用电脑，一次胡钰在走访

学生寝室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住相邻宿

舍的同学竟然在 BBS 上聊天。令他惊讶的是，

这些同学更乐意在电脑上聊天而不是面对面交

流。尽管当时的胡钰对电脑接触不多，但是他

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新问题。于是，胡钰开

始到学生中深入调研，试图寻找问题的原因所

在，互联网上大学生的交往也由此成为胡钰重

点关注的现象。甚至到读博士时，他仍然坚持

将此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论题。胡钰研究的是

现象，可在他心中更关心的是网络时代高校德

育工作创新。从实践到理论，后来他还出版了

相关专著。他认为，在网上做思想工作要有吸

引力凝聚力，既要坚持真理敢于发声，又要遵

循网络传播规律，“要让真理搭上技术快车驶

入学生心间”。心系学生思想动态，紧跟学生

行为趋势，在为学生解疑答难中，胡钰不断前行。

从 1996 年开始做辅导员到 2002 年调离学

校，清华辅导员队伍里一直有胡钰忙碌的身影。

这种繁忙让他与学生走得很近，在近距离的接触

中对学生工作颇有心得。即使在离开清华之后，

辅导员给胡钰留下的工作习惯也依旧保持如初，

让他在之后的不同岗位上，在面对各式各样的问

题时能从容应对。当年做辅导员的情景时不时地

显现在胡钰的脑海中，仿佛在昨日；而那些做学

生工作的体验更是让他觉得弥足珍贵。思考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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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之后，对于这段经历的总结一直在延续。工

作十几年来，面对不同的岗位，辅导员工作积累

的工作习惯给了胡钰坚实的支撑。他意味深长地

说：“要讲辅导员经历给我留下了什么，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三个习惯：学习、实干、合作。”

共学习，同成长

学生工作的亲力亲为，一方面让胡钰深刻

地感受到学生群体的真实与淳朴，可另一方面，

学生思想工作的复杂性也让他倍感压力。不管

是处理学生思想中棘手的问题，还是解决宿舍

间的日常纠纷，每一件事都需要胡钰花费心思

琢磨。每一次的调查、研究、谈话，都凝聚着

他对人才培养的思考。“辅导员和学生打交道，

学生永远比老师掌握的新东西多。要在和他们

的对话与沟通中摸索方法。”胡钰总结道。在

工作中，胡钰始终坚信学习的力量。“要做到

言之有物，与学生有共同语言，就需要时刻保

持学习的劲头。”胡钰说。他将这种学习的激

情运用到工作中，不断探寻规律，在解开学生

思想之结、促进学生成长的同时，他也在不断

地积累工作经验，和学生共同成长。

走出校园，做辅导员工作时培养的学习习

惯一直跟随着胡钰。无论是在科技部负责科技

战略与政策研究，还是借调到中组部负责人才

工作文件起草，直到在国资委负责国企新闻工

作，面对新环境、新领域、新情况，胡钰从没

有因为工作情境的改变而畏惧。问题到来时，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学习。胡钰不无感慨地向我

们提到在刚到科技部工作时的一段经历：“研

究科技政策并不是我的专业，在学校时我也从

未接触过这个领域，但我并不打怵。辅导员经

历培养了我自学的能力，向工作中的新问题学

习，向他人学习，向已有的经验学习，进步会

很明显。”从科技政策的外行到内行，角色的

迅速转换间，胡钰运用自身的学习能力化难为

易，先后参与了许多国家重大科技政策、科技

战略的起草与制定，还获得了《国家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战略研究突

出贡献奖和“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称号。

带着善于学习的韧劲儿，凭着对科技政策的刻

苦专研，胡钰受邀为人民出版社撰写十七大科

技理论通俗读本，这本书在网上书店调查中广

受好评。言谈间胡钰流露出的学习新知的那份

热诚，让我们很是感动。

实干出真知

对于胡钰来说，学生的问题是千变万化、

实实在在的。在纷繁的环境中，由思想波动引

起的情绪更是起伏不定。“学习只是做好学生

思想工作的第一步，唯有将学习和实干结合才

能在千头万绪中理出思路，最终解决根本问

题。”胡钰在实战中发现，“与学生打交道来

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只是口号式的教育，学

生的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了，他们会写在脸上”。

在胡钰看来，学生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离

不开实干精神。在与学生一对一的接触中，胡

钰总是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思想，当学生反馈

的生活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时，当迷茫的学

生经耐心引导又重新投入学习时，当为工作而

困惑的学生在自己的建议下确定了工作时，胡

钰对实干总能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他感叹道，

“思想工作要想做通，就得把工作做实。”辅

导员工作遇到的问题越是困难，胡钰越是清晰

地感受到实干的重要性。

踏上工作岗位的胡钰也始终牢记“实干”

二字。他说，“不管是起草文件、出台政策，

还是完成各项新任务，我总会先去调研，调研

能让我找到思路。”每年胡钰会抓紧一切机会

去地方、企业、农村调研，实地考察当地的情

况。在一线走了许多地方，他觉得自己说话的

底气会更足。这十余年来，他走过了全国绝大

多数的省市区，在上百个县住过，去过上千家

企业。胡钰常说，“我们的祖国太美，走得越

深，爱得越深。”正是由于时常行走在基层，

胡钰所做的工作扎实而有效，他总是将这一切

归功于早年在辅导员岗位上浸染的实干精神。

认可来自合作

学习和实干是胡钰对待辅导员工作的态

中生代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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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团队合作则是他在工作中获取的重要体

验。从人文学院团委书记到学生组组长，再到

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胡钰所到之处背后都有

一个团队在支撑。一个好汉三个帮，分工合作

让胡钰见识了团队的作用。一个人的力量总是

有限的，胡钰将自己融入到团队内外建设中，

“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他用自己的积极合

作感染着团队的成员，行动中办事效率得以提

升。离开学校后，在不同部门担任负责人，胡

钰都提倡“简单、积极”的团队氛围，他具体

解释道，“简单就是关系简单，团队成员彼此

都是同事、战友；积极就是工作积极，团队一

起努力为了共同目标”。在团队的发展中个人

得到成长，作为团队中的一员，胡钰自身也得

到了普遍认可。

胡钰的这种合作意识同时也为他收获了友

谊。胡钰认为，能得到他人不因为岗位带来的

认可最真实。尽管他在不同领域调动工作，但

每到一处他都迅速融入新的集体，在与他人真

诚合作中开展工作，即使离开了原岗位，仍与

先前的同事保持良好的友谊。直到今天，辅导

员工作让胡钰产生的合作意识还在发挥作用，

善于倾听他人意见，在关键的时候群策群议发

扬民主，胡钰认为这是辅导员经历给自己留下

的又一笔宝贵财富。

信仰·担当·底线

辅导员制度建立之初提出的“双肩挑”让

一代又一代辅导员受益匪浅。然而到了今天，

随着社会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想法也发生了日

新月异的变化。选择的多样性让一些在任的辅

导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乎，有人开

始质疑辅导员制度，并迫切渴望能有所改变。

然而，胡钰对这种质疑不以为然，“从大

学承担的社会责任来说，从人的全面成长来说，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需要通过辅导员的工作来引

导，而辅导员制度本就是为培养有理想、有信

仰的青年人而设。”身处如今的大环境中，曾

是政治辅导员的胡钰越来越觉得信仰缺失是个

不可小视的问题。他说，“首先辅导员得有自

己的信仰，爱国是第一位的，国家利益至上，

这种信仰不能缺少。”有了信仰才能有担当，

才能讲大是大非，胡钰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清

华学生要考虑国家期望，尽最大努力为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做些事情，在不懈奋斗

中提升人生价值。”此外，充斥于社会上的各

种负面新闻也让胡钰进一步看到了辅导员制度

的意义。“让学生在众多负能量中平复情绪，

确立个人行为的底线思维，防止随波逐流，这

当中离不开辅导员扎实的思想工作。”

言谈中，胡钰表达了对辅导员制度的肯定。

在他看来，学习能力和思想的双成长，工作方

法和工作作风的形成，这些东西书本不会教，

更多的是要靠实践的不断积累，而“双肩挑”

的辅导员工作岗位为这种积累提供了很好的平

台。胡钰从自身的辅导员经历中汲取了许多养

分，由于是过来人，他对新形势下辅导员队伍

的建设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人的运动比物

的运动更复杂”，胡钰用清华辅导员老前辈的

一句话来说明辅导员工作的复杂性。而正是由

于这种复杂性对辅导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对此，胡钰从工作方法、队伍建设和工作

体系三个方面建言辅导员制度：“辅导员工作

方法的创新迫在眉睫，这种创新要遵从时代和

人才的规律，要保持意识和手段上的创新。”

对于辅导员队伍和工作体系的建设，胡钰认为

“开放”是推进工作的关键。他说，“新形势

下选拔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需要本着自愿原

则，不断完善激励、保障、交流等一系列用人

机制。同时，工作体系的完善也要用开放的态

度来做，把辅导员工作和校友会、学校基金会

等结合起来，做到体系内外的合作。”

七年的辅导员经历，让胡钰在丰富的实践

中为他人、为自己找到了前进方向。穿过纷繁，

胡钰积攒了更多力量，用心为思想护航。在前

进中，有信仰、有担当、有底线成为他一次次

求索中的自我约束与激励，承载了作为一名清

华人的自信与自省。“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

德载物”，起止之间又多了条通往远方的航道，

既宽又广。

中生代辅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