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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母校五十年
○王留荣（1962水利）

我出生在河南西部一个贫困落后的小

村庄，小学、初中在家乡和本县度过，

1953年考入开封女高，进入清华纯属偶

然，完全是考入清华的高中学姐们的指

引，实现了我人生的梦想。

1956 年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背着

行李从家乡搭汽车、乘火车来到美丽的清

华园。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虽然我的

穿着十分土气，但内心充满着新奇和喜

悦。我考入清华土建类学系，选了较熟悉

的水利专业。学习期间，有幸聆听到许多

顶级大师的授课，有著名水利专家张光

斗，水力学专家夏震寰，土力学专家陈

仲颐，水文学专家黄万里及材料力学专

家杜庆华等。

我们入学的第一课是马约翰教授在大

礼堂上的，整堂课充满了强身健体为祖国

健康工作50年的活力，传承着清华特有的

优良传统。每天的生活是教室、宿舍、

食堂三点一线，紧张而充实。由于校舍紧

张实行二部制，各班没有固定的教室，经

常在校园中会看到背着大书包匆匆赶路去

上课的学子。学习过程中没有纪律约束，

但从没人无故缺课，星期天也极少人睡懒

觉。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水二年级女同学

的刻苦朴实。那时，女生大都扎着两个小

短辫，都在晚上熄灯后梳好，第二天早上

灯一亮，匆匆几分钟洗漱，就赶赴食堂吃

饭后上课。  

母校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关怀备至，他

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仍能完成学业，对

此我有亲身体会。助学金保证了伙食及生

活零用，教科书、绘图仪可向学校借用，

缺冬衣也可申请。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及

时调整定量标准，采取措施减轻负担，除

主科考试外，不少辅科改为考察。老师经

常告诫我们要保重身体，并语重心长地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同学们

奋发学习的劲头却丝毫未减。我入学后不

久患病，经校医室各科诊治后转至北京积

水潭医院确诊为回盲部结核。校医室主任

劝我休学，当他了解到我家庭经济困难没

条件治疗后便安慰我。我同时也将病情向

水利系领导作了汇报，我在未办理休学手

续仍享受助学金的情况下住进了医院，历

百年校庆时在新水利馆前留影。左起：王汉
忠、王留荣、张文清

值年园地



312012年（上）

时半年，总费用1027元，学校全部给予报

销，感谢母校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黄河水利委员会

规划设计处工作，从一名技术员晋升为教

授级高工，先后从事水文泥沙分析、故县

大坝及小浪底大坝的初设等工作。1975年

后转入科技情报工作，期间曾担任全国水

利水电土石坝工程情报网网长及网刊《土

石坝工程》主编。从事科技情报工作以

来，配合黄河大型工程完成专题情报调研

十多项，主要有：《世界大坝导流洞兼用

实例汇编》、《跨流域调水工程》、《高

寒地区的水工建筑物》、《小浪底水利枢

纽专题评述》、《江河综合开发治理的新

技术》等，均获司局级以上奖励，其中两

项获部级一、三等奖。撰写的文章主要

有：《国外高土石坝的发展水平和我国的

差距》，录入水电部情报所《国内外水利

水电发展概况》及水力发电丛书《高土石

坝技术的发展》；《土石坝工程综述》20

万字录入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专业综

述第3卷，公开出版；《改革水价势在必

行》录入《中国水利水电发展文库》等。 

我很感谢所在单位对我的理解和支

持，特别在我任职九三学社河南省专职副

主委期间，每年在九三省委工作时间比

在黄委会多，单位却给了我很多荣誉：

1989、1994、1996年连续三次被评为黄河

系统劳动模范，其中两次各晋升一级工

资；1992、1997年连续两次被评为黄河系

统“三八红旗手”；1992、1996年两次被

国家科委评为全国科技情报先进个人；

1993年批准享受政府津贴；1995年被推荐

为水利系统代表，入选全国妇联为第四届

世妇会编辑出版的画册《中华巾帼》。

我于1986年初加入九三学社，当时入

社的动机很单纯，我曾问过一位九三社员

土力学老专家入社有什么好处时，他说最

大的好处是心情舒畅没有权力之争，这对

我是最大的吸引力。入社后，1988年被选

为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常委，1992年初增补

为省专职副主委，后连选任第三、第四届

河南省副主委。1988年当选为九三第八届

候补中央委员，后继续当选为第九、第十

届中央委员。

增补省专职副主委前，中共河南省委

统战部约我谈话征求意见，提出我若将关

系马上转到九三省委可按副厅任职待遇，

若暂不转，不能享受副厅级待遇。当时我

就表示，到九三省委工作是九三省委领导

多次与我谈话的结果，我不能辜负九三。

我是一名技术干部，在黄委会工作三十余

年，不愿离开黄河，不转关系，不享受副

厅级待遇，我没意见。当时《河南日报》

登载出我被选为河南九三省委专职副主委

的消息后，在黄委会机关也传播说我将被

调到省九三任副厅级干部了，但了解我的

同志认为我不会离开黄委。从那时起，我

肩负起省九三专职副主委和黄委会档案信

息处副处长两份工作，经常骑自行车奔波

在两个单位。九三机关在民主党派大楼六

层，很多时候是整座大楼灯熄了，电梯停

开，我独自摸着楼梯扶手下楼回家。在省

九三工作那几年，压力很大，也很累，但

磨炼了我，使我受益匪浅，思想认识水

平、辨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而

且我还从参加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及中央委

员会的会议中，亲身感受到社中央领导及

一大批老前辈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他们

平等待人、彬彬有礼的作风深深地刻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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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脑海中。

由于我九三社内职务，我当选为郑州

市第九届，全国第八届、第九届人大代

表。八届人大期间，黄河系统只有我一个

代表，为反映治理黄河大事，每年人大开

会前，我都奔走在黄委驻郑州各局院间广

泛收集意见，在全国人大两届会上共提议

案17项，建议120项。由于议案多，八届

三次会议时，《河南日报》进行了报道。

1996年正是黄河频繁断流的一年，我写出

了必须实施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议案约

5000字，并在李岚清副总理参加的小组会

上争取作了发言，多家报纸进行了报道。

九届四次会议上，我提出呼吁全社会节约

用水的建议，《河南日报》刊登了建议摘

要。人大会议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黄

河，反映问题。

八届五次会议时，在李鹏总理参加的

河南团会上，我不失时机地争取到反映黄

河治理问题的发言，当天中央台晚间新闻

进行了报道。我十分重视人大视察，任职

期间未缺席过一次。除每年例行视察外，

1996年参加了由全国人大组织历时10天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察组，1998年参加了

由河南省人大组织的省内在建大项目视

察。每年的人大会议精神，我都认真准备

向群众传达。为了使群众更多地了解到大

会情况，会议期间我认真学习文件，倾听

代表发言，及时归类总结。记得八届五次

会议时，当天下午闭幕即离京，我利用星

期天赶写出最后传达材料，在不同范围内

传达了8次。其中为黄委会离退休老干部

的传达使我深受感动，整整两小时，老同

志们都一直在认真听讲。我曾对同志们表

示，只要有人听传达，不管多少人，只要

打电话通知我就行了。

对反映意见的群众，我热情接待并及

时将材料整理后转交。郑州某厂倒闭多

年，养老及医疗保险问题均未解决，经反

映后很快得到解决。一名儿童因医疗事故

死亡，经多次反映后得到了赔偿。反映问

题的同时，我也注意对来访者做一些思想

工作。河南镇平县一位农民常年上访，还

专程来郑州找我面谈。当了解到他家经济

十分困难时，我劝他要以务农为主先把家

庭生活安排好，他接受了我的劝告。回顾

做人大代表时的历程，最难忘的是让我反

映意见的群众，他们的无奈，他们的信

任，他们的期盼，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终生

抹不去的印象。虽然我努力地去做了，但

作用太小，对他们我深感愧疚。

母校已走过了百年历程，我离别母校

也已50年，母校对我栽培的恩情、清华园

留给我的最美好的回忆，我将永记心间。

清华，我为您骄傲，为您自豪！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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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敬贺母校百年华诞

○李奠国（1952土木）

百年忧患虑兴亡，

灯下群贤鬓染霜。

鬼斧神工琢碧玉，

风吹雨打育栋梁。

闻钟激越励壮志，

赤子倾情酬自强。

北斗凌空来定向，

复兴路上写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