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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愿意做清华大学“双肩挑”辅导员。

——王秀联

1980~1981 年任土木系辅导员

首先我作为一名曾经的清华大学辅导员，

对辅导员制度建立 60 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毕业后工作也有二十多年了。在工作的过

程中深感当时做辅导员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

锻炼对我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辅导员制度

我认为好处有三个方面：一、我们的国家建

设除需要非常优秀的专业人才之外，也需要

具有一定的政治品质和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才。

我觉得辅导员制度在这方面对培养人才的能

力有更大的提高。二、对于学生，学校除了

学习之外，需要在方方面面给予他们关怀。

我们的辅导员制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对学生的教育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三、辅导

员本身通过这个制度也提高了自己的能力，

磨练了自己。

——孙利民

1984~1985 年任土木系辅导员

我于 1991 年到 1994 年在清华大学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在此期间担任本科生的政治

辅导员。在清华学习的这些年为我之后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养成了努力、向上、

自强不息的风格，使得我们这些人会永远地努

力向上，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实干

兴国，用我们自己的实力做出对社会发展更大

的贡献。

——陈弘

1991 年任热能系辅导员

“辅导员制度”建言

辅导员只有和学生生活在一起，才能够引

导学生，才能够真正地对青年的思想起帮助引

导的作用。我们要避免在做思想工作时搞强制

性灌输，或者是从上到下发指令的教育方式，

这样的效果不是很好。我觉得辅导员制度是一

个很好的制度，要坚持下去，但是要不断地总

结经验，使辅导员能够工作得更好。

——杜建寰

1953 年任动力农机系辅导员

作为清华第一批政治辅导员中的一员，我

十分感谢母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清华要坚持

和完善政治辅导员制度，为国家培养出更多高

质量的又红又专的人才。

——黄圣伦

1953 年任化工系辅导员

我觉得蒋南翔校长在上世纪 50 年代倡议

建立辅导员制度，加强学生思想工作，是一大

创举。我从 1953 年 2 月开始担任建筑系的辅

导组组长，做了些工作。对于当时的学生、团

的组织和班会的组织，组织学习、体育锻炼，

文化娱乐各方面都起了比较好的促进作用。现

在回想起来，虽然那时候我们比较幼稚，但真

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以，年轻的辅导员

同志们，你们现在的物质条件各方面、教学水

平都比较好，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常常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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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苦吃，为的是锤炼自己。当你在身体上、物

质上包括精神上，能够想到或是碰到那些比较

艰苦的、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勇敢地

战胜它，把负面的东西转换成正能量，使自己

永远处在心态和身体非常阳光、非常健康的状

况，能够为党交付的事业做更好的贡献，把你

现在担任的辅导员工作做得更好。我希望你们

好好地成长。

——谢文蕙

1953 年任土建系辅导员

我认为要搞好辅导员队伍，一定不能只

有使用，要有培养，要让他们政治上、管理

能力上更好地成长。而且要有相应的政策来

支持他们的成长。这样辅导员才能有长远的

生命力。如何在当前我们知识素质最高的青

年大学生里，培养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可靠的

接班人？辅导员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所

以一定要让这个渠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它

的生命力就强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道

路决定命运，道路关系党的兴衰成败的第一

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所以一定要让我

们的政治辅导员经过辅导员的锻炼，能够在

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这样他们才能当好接班人。

——林泰

1954~1956 年任土建系辅导员

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继承

和发扬清华大学倡导的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光

荣传统，同时要与时俱进，工作要不断创新，

改善和提高政治辅导员的工作质量，以适应

新形式的需要，针对新时代青年的特点开展

思想工作。我认为：

１. 政治辅导员工作一定要围绕教书育人

这项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不搞花架子、不搞形

式主义。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新时代的青年，

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苦难的历程，爱国主

义情操的根基比较单薄。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复杂而严峻，国内外的诱惑和干扰多。树立爱

国主义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大学生第一

重要课程。有了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

武装，他们就能一往无前，才能实现“少年强，

国家强”的目标。

２. 加强和改善团支部的工作。据我不全

面的调查，当前高等院校的团支部，支委会

开会研究问题少、团支部组织生活少、团支

部配合校党委围绕教书育人中心任务开展深

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少、团的工作研究和创新

少。因此出现了高等教育学生学习质量下降、

学风不正、纪律松懈、诚信缺失等不良现象。

共青团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和联系群众、教

育群众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政治辅

导员个人的作用毕竟有限，政治辅导员应当

重点抓好团支部的工作，才能发挥更大的威

力和效果。

３. 选拔好政治辅导员的人才，建设一支

优秀的政治辅导员队伍是发挥政治辅导员制度

作用的根本保证。挑选政治辅导员应当比挑选

普通教师更加严格，他们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

业，对学生有一颗爱心，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

作。校党委要做好辅导员的工作总结和培训工

作，树立标兵。同时要爱护政治辅导员，帮助

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总之，清华大学所倡导的政治辅导员制

度是新时期高等院校开展学生政治思想工作

的良好模式之一，它本身也是培养又红又专

人才的一种有效途径。政治辅导员制度任重

道远。

——施能民

曾任电机系辅导员

多年来的实践感受，我认为学生辅导

员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对学校、对学生、

对辅导员自身都有积极作用。当然，随着

时代前进和形势发展，应从实际出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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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经验，不断改进。实践中感到需要重视

和改进的是：

1．辅导员队伍建设中要明确定位。要强

调辅导员是学生中平等的一员，不是高人一等

的干部；是志愿服务，不是“管理”别人。一

定意义上，辅导员制度是“双刃剑”，可以成

长一批大有作为的骨干人才，也可能出现自视

有特权的“小官僚”。辅导员自身一定要明确

定位，要有清醒的认识。

2．辅导员要重视全面工作和学习。客观

上工作量大、责任心强，往往对业务学习会有

所影响，除领导和同事多给予关注和帮助外，

辅导员自身一定要全面，包括身体锻炼等，否

则今后工作和长远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3．建议强调自愿选择和公示评议程序。

目的是重视质量。当年我们是服从组织安排，

历史选择，无怨无悔。新形势下应给予个人

充分选择权，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而自由选

择。同时，建议实行公示和评议。一定要选

聘热心为同学服务，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质好，

遇到矛盾时能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甚至能

牺牲个人利益，能受到同学信赖和尊敬的人。

公示和评议要做到公平公正，以利于有良好

的群众基础，利于增强群众认同感，利于工

作顺利开展。

——吴荫芳，1956 年入学，

1959 年担任辅导员

我认为清华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一项

比较好的管理制度，是成功的。近十年的政

治辅导员经历，对于培养我的政治敏感力，

组织协调能力，科技攻关能力都有很大的帮

助。感谢学校、老师及辅导员制度对我的培

养，这也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对我的激励。

对于辅导员制度，我考虑应以青年老师为

主，起码应占 60% 以上。若高年级学生担任

低年级学生辅导员，我认为不宜过多，否则会

制约其学术成就的发展。但对于培养其政治敏

感力和综合组织协调能力，我认为是有好处的，

这是我的一点建议，供参考。

——王家枢

1959 年担任机械系辅导员

我想，我们在大学里第一是要学会怎么

做人，第二要学一种必要的专业知识。我在

清华读了 7 年，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是受益

匪浅，对我后来一生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那时候都提倡“又红又专”，我们每个

同学，爱国是第一重要的，这是我们为人的

基本品行。那么“专”是什么？国家花了这

么多钱办教育，如果我们在学校里没有打下

好的专业基础，会是很大的欠缺。清华的学

生入学时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你们应该在

专业方面，将来能够成为这个行业、这个专

业里的领军人物。你们也要锻炼自己在各个

工作岗位上能够组织群众、联系群众，能够

成为这个方面的领班人物，这也是我们在上

学时候所讲的“又红又专”的含义和我们需

要做的一些锻炼。

——俞晓松

1959~1962 年任辅导员

以我自身近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活经历体

会，母校“双肩挑”辅导员制度是培养学生

成长非常好的教育模型，值得坚持，加以创

新发展。担任“双肩挑”辅导员，对树立正

确人生价值观，培养艰苦奋斗、乐观向上、

热心助人的精神情操，锻炼不怕挫折、不计

得失的坚强意志，提高组织协调、团结大众、

调查研究的能力都十分有帮助。希望学校能

够坚持“双肩挑”、“又红又专”的辅导员

制度，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国家栋梁做出更大

的贡献。

——刘克立，1962 级水利系，

1965~1966 年担任辅导员

※ 本期专刊文章的策划、采编工作得到校学生部大力支持，欧阳沁、张天扬、韩见 、李建忠等老师参与了编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