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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是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

整的一年；全面学习苏联教育体制，采用

苏联教材的一年。是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

即将开始前的一年。此时此刻，我有幸跨

进了朝思暮想的清华园。这是我一生中最

幸福最难忘的时刻。多年的寒窗苦读，又

饱经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终于修成正果。

一心要想在这多年向往的高等学府、工程

师的摇篮中好好地“摇”上几年，把自己

培养成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人才，实

现人生的美好理想。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入学报到注册后，第一堂大课，就是

服从祖国需要，进行分科分系的动员报

告。在新生录取时，是按大类（机械）录

取的，共510名，华东地区有191人。开学

后，要分为机械制造系和动力机械系，还

要分不同的专业，还有本科、专修科。所

有这些，在入学报到时都毫不知情。这第

一堂大课，是在大礼堂由当时的教务长钱

伟长先生作的动员报告。他用铿锵有力带

有无锡乡音的口音讲述了国家即将开始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如何急需建设人才。本

应于1954年暑期毕业的四年制本科生，将

提前到1953年毕业参加工作，这样1954年

就没有毕业生可供分配，为了解决国家经

济建设缺少技术干部的燃眉之急，经研究

决定：在已录取的新生中，挑选部分品学

兼优的同学进入专修科学习。当时，全校

动员，自愿报名，组织选择。大多数是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学

校非常重视，配备优秀的教师，精选最好

的教材，用两年的时间，学完本科四年的

主要理论基础课程与专业课，加上暑假、

寒假的工地、工厂实习，毕业设计，最后

用速成方法突击俄语学习。就这样优质、

高效、紧张地学习两年，没有放过暑假寒

假，没有回过一趟家。紧张的学习生活，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忘掉了一切其他琐

事，一心希望早日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这一光荣的使命。

一切听从党召唤

蒋南翔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讲话时谈

到，要适应新的环境，就必须认识“存在

决定意识”，是工作选择人，而不是人选

择工作。具体指出，要做好工作就必须：

第一，要善于劳动；第二，要有知识；第

清华精神永远鼓舞着我
○刘观霄（1954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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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群众化，善于与人合作；第四、要

经常进行自我教育。8月12日北京市欢送

高等学校毕业生大会，会上团中央书记处

书记胡耀邦同志亲切祝贺同学们从学校走

上生活，并指出：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作出贡献，必然坚决服从分配，克服一

切困难；继续虚心学习。领导的临别赠

言，始终成为我工作的座右铭。当天午

夜，全市毕业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

联欢，气氛热烈。同样，在学校公布分配

名单后，学生会举行聚餐，营火晚会，化

装舞会，京剧演出等活动，欢送全体毕业

同学。六百多位毕业同学，都以极其兴

奋的心情，服从祖国的分配，对祖国的

关怀，母校的培养，都充满了感激。动

力机械系还邀请了电业总局何副局长来

校作关于电力发展的报告。祖国大规模

的经济建设这一光荣的使命，就落在我

们肩上。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

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

的志愿。这就是我们当年毕业走上工作

岗位所遵循的指导思想。

服从分配贯彻始终

毕业分配名单公布后，我是到华北电

管局报到，后又分配到天津电业局，当时

到天津电业局报到的还有上海交大、华中

工学院、重庆大学来的几名大学生。最

后我被分配到天津第一发电厂。在天津工

作四年中，我从事过生产、运行、检修、

基建等技术工作。1958年大跃进，筹建保

定热电厂、北京东郊热电厂，我又一次服

从调动，离开了直辖市天津，来到河北保

定，由大城市来到中等城市。当时保定热

电厂是新建高温高压电厂，系东德进口设

备，是国家141项工程之一，是保定新工

业区的大型供热电厂，在周围同时新建的

还有电影胶片厂、高级造纸厂、化纤厂、

大型变压器厂等。在这里我工作了七年，

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三年自然灾害困

难时期，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

字方针时，保定热电厂3台200吨/时的高

温高压锅炉和2台2.5万千瓦的供热机组和

一个蒸发站，已全部建成投产。1965年夏

天，我正在北京水电部干校参加部里办的

干部理论学习班，主要学习《矛盾论》、

《实践论》。就在学习即将结束时，我突

然接到通知，调往西南，支援三线建设。

当时部里为加速西南三省的电力建设事业

的发展，特筹建西南电力建设局，为电力

建设总局的派出机构，同时还成立了西南

电力指挥部，地点均在成都。因此我在

1965年10月就到西南电力建设局报到，随

即在部的组织领导下，参加云、贵、川三

省的选厂、选站以及部分电厂的扩建等设

计、施工。特别是为了备战备荒，我们在

渡口（即现为攀枝花市）搞进洞电厂，乐

山地区也搞，十几年的时间，我几乎踏遍

了云、贵、川的山山水水，包括查看天然

溶洞。从此，三省的电力事业有了飞速的

发展，为三线建设提供了电力保证。同

时，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机构也不断变

迁。我先后在西南电力建设局、四川省电

力局、西南电业管理局从事基建、生产、

科研等技术管理工作。多次工作变动，角

色的转换，只有一个信念，服从组织分

配，从不讨价还价。以苦为乐，以苦为

荣，这就是蒋南翔校长在临毕业时对我们

的要求和期望。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没有

辜负母校的培养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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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力先行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看到祖国电力事业欣欣向荣，一台

台大型机组投入生产，一座座大型电厂像

雨后春笋出现在祖国大地，电网一天天扩

大、延伸，作为电力战线的一名战士，为

电力事业奋战了四十几个春秋，感到无比

激动和欣慰，因为这里也有我的一点点贡

献。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也没有离开电

力行业。无论在华北、在西南、在华东，

无论在平原、在山区、在沿海，都留下了

我的足迹。在工作岗位上，除了技术工作

以外，也参加过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下地，

晚上开会，在农村一住就是半年。所有这

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祖

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

影响我一辈子，跟随我终生。要想做好事

情，先要懂得如何做人，有了正确做人的

思想，才能做好其他工作。在我们那个大

干苦干加巧干的年代，没有什么加班加

点，只要工作需要，就是轻伤也不下火

线。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白天工作，晚

上还要政治学习。

光阴荏苒，转瞬已离开母校56年，回

顾我的成长历程，无一不是党的教育和

母校的培养。我有幸参加新中国大规模

经济建设，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

千千万万的先烈英勇牺牲了，千千万万的

同胞牺牲了，而自己还能参加新中国的建

设，这是多么光荣和骄傲的事。我们不负

所学，各尽所能，报效祖国，为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添砖加瓦。1954年8月，全校有

600多位同学毕业，投入到光荣的建设者

行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

己的青春和智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光

荣使命，我选择了专修科学习，无怨无

悔。我也给母校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回校参加百年校庆期间，我看望了母

校任教的一位老同学，谈起了系歌。她肯

定地说有一首“系歌”，而且说前几天胡

锦涛到水利系来时大家还一起唱了。不过

这首歌虽然唱了几十年，但它是什么时候

产生的，怎样产生的，系里还一直没有搞

清楚。说着，就把印有系歌的那一页（一

本印有系歌的画册）翻给我看。

那是一首有两段歌词的不长的歌曲。

第一段的歌词一开头：“从那黄河走到长

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久违了，但

又是那么熟悉的词句。再看歌谱哼了几

句，又是那么熟悉的旋律。我就对她说，

我可以马上告诉她这首歌是什么时候产

生，是怎么产生的。

我的思绪立即回到了53年前的1958

年……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是一个充

满了幻想而又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

代。那年水八开展“真刀真枪”的毕业设

《水利建设者之歌》是怎样产生的
○平  雷（1958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