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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982年9月1日晚

清华大学在西大饭厅隆重举行1982～1983年度开学典

礼，本科新生、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以及新教师等2000多

人到会。校长刘达因出席十二大未能到会。校党委书记林克

在典礼上讲话。本届入学本科新生1958人，其中女生322人，

占16.6%；来自20个少数民族的学生91人，占4.6％；共青团

员1872人，占95.6％。新生平均年龄17.4岁，高考平均分数

488.4分，其中500分以上的607人。此外，本届招收硕士研究

生319人、博士研究生9人。新生入校后，学校和各系组织了参

观、座谈，并宣讲了《大学生守则》、《教务通则》，介绍了

校史和培养目标。

1982年9月2日 

校领导与新生座谈会在工字厅举行。20多位1982级新生

畅谈理想与志向。

1982年11月19日～12月3日 

我国运动员在第九届亚运会上夺得61枚金牌，金牌总数

首次居第一位。

1982年12月21日 

《新清华》报道，北京市5所高校部分1982级新生参加了

市高教局统一命题的英语测试。清华压2、发21、自22、经2班

参加。测试包括阅读理解、语法、综合填空、词汇等几部分。

结果清华前三项的总平均成绩130.45分，词汇的总平均成绩

89.75分。

1983年1月30日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与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

国、书记处书记刘延东等来校，在校团委举办的团干部培训班

上讲话。82级各班团支书参加。

1983年5月12日 

教育部发文，刘达任清华大学名誉校长，高景德任校长。

1983年7月26日 

校长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外语系。

1983年9月5日 

《新清华》以半版篇幅刊发《入学一年的回顾──部分

82级同学学年总结摘要》。

1983年 

第三教室楼落成。

1984年2月21日 

第四军医大学学员代表来校做报告，介绍华山抢险事

迹，引起热烈反响。

1984年2月23日 

社会科学系成立。

1984年2月24日 

教育部长何东昌来校宣布，因林克调离清华，李传信代

理党委书记。

1984年4月6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

1984年4月25日 

校长工作会议决定，物理系一、二部合并为物理系，聘

请周光召兼任系主任。

1984年5月19日 

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大会举行，朱 基兼任院长。

1984年5月31日 

校长工作会议决定，成立生物科学技术系，聘请36岁的

美籍华人蒲慕明为系主任。

1984年6月4日 

海淀区第八届人民代表选举,二字班广大选民参加。

1984年6月9日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成立大会在主楼后厅举行，滕藤兼任

院长。这是全国首家研究生院。

1984年6月17日 

全国高校英语测验，清华压2、发21、自22、经2班再次

参加。

1984年7月20日 

教育部党组通知，李传信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84年7月28日 

第二十三届夏季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国健儿获得15

枚金牌，获金牌总数居世界第四位。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本

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是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突

破。

1984年7月31日 

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提出“一国两

制”的构想。 

1984年8月31日 

校长工作会议决定，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分为土木工程系

和环境工程系。

1984年9月14日 

在第二十四届学代会上，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三好学生，

环22、铸2、力热2为先进集体。

在难以忘怀的五年岁月里……���   

（1982～1987）

25年前──1982年那个金色秋天里，我们满怀憧憬的心情从祖国各地汇聚北京，开始了人生中永难忘怀的

大学生活；20年前──1987年那收获的季节里，我们圆满完成本科学业，依依惜别走向四面八方。1982～1987

年，我们在清华园度过了风华正茂的青春时光，逐渐地长大成熟；这5年，也正是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母校在改

革中发展前进的重要时期。在纪念毕业20周年之时，回顾那5年国家走过的历程、学校的发展变化，以及与我们

1982级有关的许多往事，感到那么亲切、那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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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日 

首都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1982级1847名学生组成游行队伍仪仗方

队，展示一幅30×27平方米的祖国地图；2200名学生参加科教

方队，自制高10米彩车一辆。清华3500名师生还参加天安门广

场联欢晚会。同时，学校在主楼前组织小型焰火晚会，5000人

参加。为参加这次国庆游行，1982级同学训练，暑假又提前一

周返校集训，展示了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1984年10月20日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决定》。

1985年5月3日 

校团委举行纪念“五四”表彰先进大会。结22班高世

斌、化22班刘铮被评为优秀团干部标兵。

1985年5月16日 

校长工作会议决定，成立继续教育学院。这是全国第一

家继续教育学院。

1985年5月27日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发表。

1985年7月4日 

校长工作会议决定，建立中国语言文学系。不久，经自

愿申请和考试，从各系二字班选拔了32名同学到中文系学习。

1985年8月21～24日 

中共清华大学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校党委工作报告提

出“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大学”。

1985年9月9日 

首届教师节庆祝大会在大礼堂举行。

1985年9月18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

1985年9月27日 

第二十五届学生代表大会召开，内2班郭谦任校学生会主

席，自22班于缨等为副主席。会上还表彰了先进集体、三好学

生，结22班高世斌、水机2班方兴、制21班鞠英年、内2班郭谦

为三好学生标兵，环22、制21、铸2、自22、工物21、力热2、

经2班为先进集体。

1985年10月25日 

校长工作会议决定，化学与化学工程系分为化学系和化

学工程系。

1985年11月22日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来校访问，在主楼后厅向600多名

师生发表演说。1982级多个班参加。

1985年12月1日 

校团委在14号楼举行仪式，将共青团阅览室命名为

“一二·一”图书室。同日，张海迪来校演讲，受到欢迎。

1985年12月7～8日 

学校举行“一二·九”运动50周年、“一二·一”运动

40周年纪念大会和座谈会，及“青年广场”命名典礼。

1985年12月28日 

理学院成立大会举行，周光召兼任院长，理学院下设应

用数学系、现代应用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1986年2月15日 

市高教局、团市委表彰1985年度北京市高等院校先进集

体和三好学生，清华自22、力热2等6个班级获奖。

1986年7～8月 

1982级4名同学以优异成绩提前一年毕业。

1986年9月20～21日 

根据学校决定的硕士生招生改革精神，进行1987年硕士

生入学资格考试，1982级1252人参加。

1986年9月30日 

校长工作会议通过学生先进集体和三好学生表彰名单，

建22、焊22、制21、物化2为先进集体，分2班洪耀良为三好学

生标兵。

1986年10月11日 

校团委、学生会在主楼前召开大会，欢迎从第十届亚运

会归来的女排、田径、游泳等队员，欢庆我国健儿蝉联金牌总

数第一。

1986年11月12～19日 

首届学生文化节举行。

1987年2月23日 

曾任各系学生会主席的部分1982级学生干部聚会，成立

了8人组成的二字班毕业活动筹备小组，组织开展思想交流、

文体活动和设计毕业纪念物等。 

1987年3月7日 

校团委召开座谈会，向6个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团支部的班

级颁发奖状，其中包括制21班。

1987年3月18日 

老山战斗英雄徐良应邀来校作报告，反响热烈。 

1987年3月26日 

中国和葡萄牙在北京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7年4月22日 

校党委学生部召开校领导与1982级部分毕业生座谈会，

同学们感谢母校的教育培养，表达投身国家建设的决心。23

日，工物系2字班全体党员发出听从祖国召唤、到祖国最需要

地方去的倡议书。

1987年4月27～28日 

学校在西大饭厅举行毕业生分配供需见面会，140多个重

点企事业单位来校招聘。 

1987年5月27日 

海淀区第九届人民代表选举,二字班广大选民参加。

1987年7月3日 

中国公布大陆人口超过十亿。

1987年7月6日 

198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举行。党委书记李传信、副校长

方惠坚讲话。会上还表彰了建筑系校园规划毕业设计组、水利

系赴中南勘测设计院毕业设计组、制21、自22、力热2、物化2

等6个毕业班先进集体和39名优秀毕业生奖章获得者、200名优

良毕业生奖状获得者。本届共毕业本科生1923人，其中包括7

名1982级同学提前半年已完成学业。同日举行首批双学士学位

授予仪式，被授予双学位的16人均为1987届毕业生。

           （汤云柯、赵金铎、范宝龙、刘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