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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人很少，我估算自己成绩大概在及格

的边缘处。

“文革”后，我辞掉图书馆的职务，

全时回到教学科研岗位。

我参加的学会活动与电磁测量有关，

主要有仪器仪表学会和计量测试学会，我

担任仪器仪表学会的副理事长多届，一直

到离休，担任计量学会常务理事多届以及

该学会下属各二级学会的理事长或主任委

员多届。还有电机工程学会所属有关电磁

测量分会的委员。业务内容有学术会议、

审查有关论文等，并任两会的学报编辑多

届。此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

版、第二版、电力大百科中第一版电磁测

量分支的主编。还参加电工名词与术语的

翻译及审定工作。

我喜欢运动，在联大工学院时，助教

们曾组织篮球队，我任后卫，队名“攻

队”。“攻”字左方“工”字代表工学

院，右方取教字右半边的“文”字。解放

后，电机系工会又组织了篮球队，仍取名

“攻队”，由常 任中锋，钟士模、黄眉

为前锋，杨津基和我为后卫。还组织了排

球队，为9人制，我为二传手。在田径运

动会上，王先冲的跳高，陈允康、王仲鸿

的中长跑，由黄眉、艾维超、杨津基和我

组成的四百米接力等都取得了好成绩。

1987年，我到70岁才办理了离休手

续。之后，又返聘十年，主要是为研究生

开专题课和培养博士生。

百年清华，春去秋来。回顾离开母校

的60年时光，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1951年，我在清华毕业，曾到北京卫

生部、北京给水排水设计院工作。1958

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揣着建设祖

国、报效国家的心愿奔赴兰州，支援大西

北建设，至今已无怨无悔地在西北生活、

工作五十余年。回忆这五十余年的风风雨

雨，我十分感谢母校的通才培养，正是清

华精神，让我执著地将毕生精力服务于我

所热爱的西北水资源与处理事业。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西北

地区情况更是恶劣。严重缺水、风沙漫天

的黄土高原，连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各个

专业的人才也相对不全，生活资源相当匮

乏。我们经过将近一周的火车颠簸来到当

时连一条像样马路都没有的西北重工业城

投身西北建设五十年
○傅文德（1951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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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兰州，参与组建原建筑工程部给水

排水设计院兰州分院，即现中国市政工程

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下车伊始，我们放下简单的行李就马

上投入到工作中。当时在西北地区关于水

资源与水处理的资料基本空白，从基础资

料收集、规划、测量、勘探、设计、施

工、科研，我们是遇到什么干什么，清华

求实创新的进取精神，严谨勤奋的科学学

风，母校师长的基本训练，让我作为一个

清华人在大西北的建设中不断进取创新。

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和同事们先后完

成了乌鲁木齐城市供水、克拉玛依油田供

水、兰州城市供水等地区和城市的水资源

调查和供水工程的勘察、设计等工作。在

黄河流域、西部地区、祖国的大江南北，

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1959年以后，兰州的生活让我感到越

来越困难了，在北京工作的爱人也为支

持我在西北的工作,1961年调来兰州。大

家的粮食定量都较低，基本上买不到副食

品，但是工程任务却不断增加，晚上加班

是司空见惯的事。尤其中央对克拉玛依油

田的开发十分重视，在克拉玛依专门派了

一架小飞机，我们和前苏联专家乘机视察

了准噶尔盆地。又老又小的胡杨树，草滩

上奔跑的牛羊群，艾立克湖面上的天鹅，

白杨河和我们拟建水源的百口泉也都十分

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1959年，等冬

季工程的主要图纸完成后，因为整个线路

都是靠重力输水的，为了确保将渠线上的

高程准确地呈现在图纸上，需要复核渠

线控制点上高程。看似简单的事，可已

进入冬季，我们复核时气温已降至零下

40°C，加上渠底很小而我们使用的测量

仪器都是比较陈旧的，气温低仪器部件收

紧，导致转动起来不灵活。前一天碰巧下

了大雪，厚度在40厘米以上，为了寻找控

制点的水准桩子，测量队员和我们设计人

员就用脚踢开雪层，细心地查找那些写着

特殊字符的小木桩。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西北风卷着雪粒打在身上、脸上，但我专

心地工作，当时并没有感到多冷，反而感

到身上有汗。天近黄昏时，我们终于找到

全部的控制高程的桩子，复测了一遍高程

无误，大家才放心返程。天黑了，我们再

连坐车带步行经过两小时约80公里回到驻

地，生上炉子、烧上热水，我在室内静静

坐了一会儿才发现棉鞋和棉衣裤都是湿

的。野外作业很累，但在那么艰苦的环境

里，又用那么老式的水准仪器，所测出的

结果都是正确的，还是要感谢学校严格的

教育和训练。

1963年，在系统研究了兰州地区的地

质结构和水文地质条件后，我们得出了兰

州有丰富水资源的结论，并首次提出采用

市区黄河地马滩取地下水供兰州市区用水

的方案，改正了前苏联专家工作组1954年

认为的兰州无地下水的结论，并采用多水

源分供替代黄河水远距离统供，解决了兰

州市10年未解决的供浑水的问题，1964年

兰州市民喝上清澈的自来水。为给因严重

缺水而贫困的大西北寻找到更多、更丰富

的水源，在陕西、内蒙，青海的格尔木、

木格滩，甘肃山丹军马场等人烟稀少的地

区勘察，实地寻找水源，逐步解决了当地

给排水的问题，为西北地区发展带来了很

多便利。

1989年我退居二线，这时距离我离开

学校已有38年，长期的紧张工作，让我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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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了家庭和自己的身体。这期间，先后

完成城镇与厂矿给水工程设计、咨询项目

五百余项，设计、科研水平在国内同行业

中居领先水平。经过多年的设计实践和认

真研究，针对黄河流域等高浊度水质流域

的特征，我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主编出

版《高浊度给水工程》。负责主审了《给

水排水设计手册》（第十一册），编写

《水资源与给水处理》等专著，为祖国给

排水事业献上了微薄之力。主持并签署了

给排水工程设计项目120多项，其中重点

工程26项。由我主持和组织的甘肃省窑街

矿区二期给水工程、兰州西固区二期给水

工程、兰州维尼纶厂给水工程、白银地区

饮用水深度净化等9项工程设计项目，荣

获国家和省部级优秀设计奖。曾担任中国

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全国环境工程学

会理事、全国城建优秀设计评选委员会专

家、给水委员会高浊度水研究会主任委

员、全国高等学校给水排水工程学科专

业指导委员会专家。现任甘肃省建筑科

技专家委员会专家，省土木建筑学会理

事会顾问等职务。在担任西北设计院院

长期间，主持了对“文革”中遗留的冤

假错案的平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培

训技术骨干，扩大院业务范围，改革设

计收费和分配制度等项工作。1989年退

休后，被聘为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

究院高级顾问，并负责高浊度水研究会

工作，致力于黄河高浊度水取水与净化

技术的研究。

我对社会的服务和贡献是有限的，但

社会给了我很多的荣誉，曾多次被评为

“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甘肃省先进科

技工作者”，1989年被国务院侨办、中华

全国侨联授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

分子”称号。1991年7月起，享受国家政

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中国工程设

计大师”，2001年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共产

党员。

今年，我已86岁高龄，守候在西北高

原，虽然重病在身，不能亲临母校参加活

动，但在百年校庆之际，我依稀闻见图书

馆前紫荆花、丁香花盛开的满园芳香，看

见雨后荷塘水珠在荷叶上晶莹剔透，质朴

的音乐楼里，张肖虎教授在给我们管弦乐

队排练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我无法

忘怀诸位老师恬淡的生活作风，他们孜孜

不倦、教书育人，培养出大批清华学子奔

赴祖国的四面八方。我不会为人生的迟暮

伤感，晚秋的奉献和夕阳的灿烂将让我度

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正是：踏遍青山人虽

老，心系清华梦常现；驻足西北五十载，

暮年贺水木清华。傅文德学长（左）与老伴、孙女在兰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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