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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缯大布裹生涯, 腹有诗书气

自华。”用苏东坡的这句诗来形容我

校85级校友、广西钦州市副市长何

朝建或许最为贴切不过了。他公务繁

忙，可从来都朴实随和、贴近民生，

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平民市长”。

“工作再忙，我都会抽时间读书。在

学校里养成的习惯始终没有变。我现

在还在研读《大学》、《中庸》。”

儒雅轻松的话语里，我们听出了“平

民市长”何朝建的学识与智慧。

学在清华，青灯黄卷来相伴

1985年秋，来自广西百色的何朝

建考入清华土木系，他平生第一次来

到北京。一切都是新鲜的，静谧清幽

的校园，优秀勤奋的同学们。他被学

校里的一切感染着。他发现周围同学

水平都很高，大家都很努力，这也促

使他下决心，自己非努力学习不可。

“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回忆

起大学时光，何朝建这样感慨着。

“土木系的学习相当紧张。我还记得

有一个学期每周三都要从早上8：10

上到12：10，下午2：10到6：10，

晚上7：00到9：00：一天10个小时

的课下来，有时候根本受不了。这样

下来，一星期只有星期六晚上才有点

空。”

紧张的节奏里，清华“严”字当

头的学风也让何朝建记忆尤深。土木

的画图课上，老师从来都是十分认真

地用放大镜，一个点、一条线地检查

图纸，然后一个错误、一个纰漏地指

点出来。“曾经有一次，我在考试前

还有两套题没有做，老师发现后，坚

持要求我把题目做完才能考试……严

谨扎实的作风影响了我们。而这些训

练，让我走入社会受益颇深。”

何朝建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

都奉献给了图书馆。自高中起培养出

来的阅读兴趣让他在学校图书馆里获

得了更广阔的天地。每天晚上到图书

馆阅读课外书是他最大的兴趣。图书

馆内浓浓的学习氛围让何朝建回味不

已。“图书馆的座位很紧张，当时晚

上开门的时间是6∶00～9∶00，只

有六点钟去才有位置。有时下了课，

匆匆吃完饭后就跑去排队。”当时

图书的资源也相当紧张。人文社科类

的新书和杂志一上架，同学们往往就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去借书。高频率的

传借往往使得一本新书不到一周就陈

旧不已。“有一次新书刚到，我就和

同学一块儿去借书。轮到我们时，恰

好是最后一个借书的名额。后面的同

学只能遗憾地回去了。我和同学很庆

幸，两个人并肩坐着一起看，看得十

分仔细。还记得那本书是《新星》，

主人公是李向南。”

“工科专业作业很多，大量阅读

能够夯实我们的基础；而常常看课外

书，对拓宽我的知识面相当有帮助。

人文社科类的阅读对人的影响是一辈

子的。”

用在百色，天高海阔任我行

“毕业时如何选择？”光阴荏

 研通社 陈睿 李媛媛

何朝建：

腹有诗书气自华

20年，何朝建走上了让

许多人羡慕不已的道路。

“是机遇吧。”不了解的人

也许会这样说。但了解的人

则觉得这一切都是情理之

中：辛勤的付出与扎实的基

础，才有了今天的何朝建。

校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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苒，五年后的何朝建和很多人一样走

到了人生重大的路口。谈及选择回家

乡百色工作时，何朝建分外从容平

静。“回到百色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百色是我的家乡。一个从大山里走出

的穷孩子，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建设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况且，越是边

远的地方越需要人才，发展的空间也

越大。”心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校训，何朝建一步步踏实地践

行着自己的理想与诺言。

1990年夏天，何朝建开始在市

建委一家材料实验室做实验。之后不

久，他又被分配去搞设计预算——在

行内人看来，这些连中专生都不愿干

的工作，却被何朝建一个数据一个数

据地认真完成好，并利用这段时间将

材料实验和工程预算研究了个透；

1992年，何朝建在建筑设计院

当技术员。他白天抓紧设计，到了夜

里仍在办公室学习CAD技术——不久

后，何朝建成为百色市第一个搞计算

机辅助设计的人，成为第一个推广使

用这项技术的设计员；

1994年，何朝建已被提拔为百色

地区建筑设计院副院长，但他仍然泡

在办公室里忙活着一张又一张的设计

图——何朝建创造了院里最高的产值

和利润。别人用一周完成两张图，他

只用一天就能高效高质地完成；

1996年，升至百色地区建设局副

局长的他，接下了当时一个因设计失

误而被称为“烫手山芋”的坡地建筑

改造项目。他头戴安全帽，和工人师

傅反复出入于加固工地现场——任职

几年内，何朝建完成工程项目100多

项，其中一个作为样板楼的项目设计

至今无人超越；

1998年，百色起义纪念馆项目

启动。何朝建挑起大梁，担任建设组

组长。他忙碌于规划设计室和施工现

场之间，从征地、规划设计、图纸

审查，到组织施工、现场管理、预决

算，甚至室内装修过程，无一不亲自

过问——9个月后，百色起义纪念馆

落成，各方盛誉如潮…… 

20年，何朝建走上了让许多人羡

慕不已的道路。“是机遇吧。”不了

解的人也许会这样说。但了解的人则

觉得这一切都是情理之中：辛勤的付

出与扎实的基础，才有了今天的何朝

建。“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

很大，严谨扎实的作风影响了我们。

毕业后，清华学生与其他学校出来的

学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是在精神

上，我们跟别人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清华的学生出来一般都真干、实干、

苦干。我们还要努力。”

悟在今朝，诗书为友乐作舟

“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功名尘

与土。”毕业二十年，历练二十年。

何朝建，这位成长在水木菁菁校园里

的清华人，风雨洗礼后，对清华、对

人生有了独特的感悟。

何朝建体悟最深的是学习。“现

在‘学到老，活到老’不再是一句

口号，而是一种态度。人文素质积

累，对理工类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这样的积累需要从大学开始培养。

每个清华的同学，在大学开始时应当

就有二十几本课外书。大学学习期

间，应该多了解些名家名著名人。就

我个人而言，初中开始就读名著，高

中每星期要到图书馆看一两本书；到

了大学后，无论多忙，我都一直坚持

阅读《读者》等文摘的习惯，这对后

面的成长很重要。”他谈起了一次

难忘的经历。2002年，广西举行了

一次厅级干部选拔考试。数百名各地

精英摩拳擦掌认真准备，其中不少干

部还专门请假，参加各种学习培训。

何朝建参加了这次选拔，但忙于业务

工作的他始终难以抽出时间专门准

备。凭着平时扎实的基础积累与勤恳

工作的业绩，何朝建自信地走上了考

场，并从百里挑一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进入了提拔的行列之中。“这件

事给我感触很深。人生成功在积累。

俗语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

涯苦作舟’。但我认为‘苦’作舟应

改为‘乐’作舟。我现在每天要处理

没完没了的繁杂事务，但我现在还读

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体悟其中的

‘道’；而一旦体会到了‘道’就能

获得人生升华。”

何朝建接着与我们分享了自己

的大学教育观。“大学里教授讲习有

三个层次，分别是讲课、讲学与讲

道。讲课的主要内容是知识的积累，

讲学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能力的掌握，

讲道的主要内容则主要是人生经历与

人生哲学。清华的同学学习能力强，

可以自主达到讲课的层次；在老师的

帮助下，进一步掌握学习能力，优

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因而，我们更应

该从老师的为人、为学中学会并领悟

到‘道’。‘道’更多的是对人生修

养的提高。我们要提高精神境界，去

认识社会。因为社会不仅仅是简单的 

“是”、“非”之分。仅仅是简单地

一尘不染，恐怕就要孤芳自赏。可是

要有了‘道’的引导，有了足够的人

生修养，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上，我们

就能够把事情做成功。”

何朝建还分享了他的处世心态。

常言道，“高处不胜寒”。但何朝建

却能借助自己的丰厚积累，使自己在

案牍、会议里游刃有余。“我现在晚

上要工作到十二点，忙。可是调整自

我、把加班加点看成一种享受，以喝

茶心态面对时，困难就不再是困难。

我们不能有太复杂的心态，有太多的

欲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偶然成功

的人不多，没有吃苦耐劳的觉悟，很

难成功。‘能力小的累死，胆子小的

怕死。’现在到处都说要追究责任，

必须理论比人高，思想比人高，眼光

比人高才行。”

清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