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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通社 严鹏

潘安君：

奉献水利二十载  求真务实清华情

水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

保障，水质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潘学长正是凭借自身扎实

的知识基础，在平凡的岗

位上默默无闻、踏实工作

了二十年，为北京市的民

生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

持和水工结构材料等具体的科研工

作。由于工作勤勉，成效突出，他很

快被提拔为科研管理科副科长，并于

1993年出任科长。1994年，潘学长

申请去了水环境研究室工作，任研究

室主任，并兼任下属公司的总经理。

当时的北京市河道污染问题十分严

重，传统的思路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

题。市委市政府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

后，任命潘学长专门组建了一个研究

室。他以清河河道研究为切入口，经

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解决了黑臭

水质的问题。

1994年，潘学长向学校提出了

在职读研的申请，学校很快同意了。

在1994到1996这短暂而充实的两年

里，潘学长边工作边学习，顺利完成

了硕士学业。他的硕士课题便是清河

水质改善技术研究，至今回想起来，

潘学长还感叹自己研究与生产实际

紧密结合，并做了跨学科跨领域研

究（水利专业与环境工程专业）。学

科的交叉极大地拓宽了他的思路，也

让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有了几年

的工作经验后再来读书，让他更加明

确了读书的目的，增强了学习的针对

性。

硕士期间，潘学长还参与了华

北农村地区水污染治理的中英合作

项目，“英国人出120万英镑，我们

国家出1000万人民币。这在今天看

来不算大项目，但在当年已经是很大

了”。他们将生活污水处理后进行灌

溉，将畜禽粪便发酵后产生的沼气通

过管道送到老百姓家，而沼液沼渣则

成为很好的肥料。此举深受老百姓的

欢迎。

硕士毕业后仅十几天，潘学长便

被派往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厌氧发酵

技术，这次学习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理

论水平。1999年下半年，潘学长开

始负责“挽救官厅”的计划。官厅水

库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曾为北

京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到了

90年代，水质被严重污染，官厅水

库的水只能供应工业生产，不能再供

应居民生活用水了。潘学长带领同事

们经过多番研究，多次试验，终于在

2004年成功整治了官厅水库，使官

厅水库再次成为北京市居民生活用水

来源之一。

水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保障，水

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活质

量。潘学长正是凭借自身扎实的知识

基础，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踏

实工作了二十年，为北京市的民生事

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按潘学长自己的话说，“我在

技术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利用

河道自净能力改善水质；二是污水治

理与再生回用；三是雨水的收集与利

用。其中一些事情我主要起组织、谋

划的作用，多个部门、同事们协作完

成。我们的事业理论要求不高，但可

行性要求高。要时刻想着百姓，时刻

想着最好最快地解决他们的困难与所

需，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求真务实    严格低调

在 同 潘 学 长 交 谈 的 过 程 中 ，

我们发现他最常提到的一个字就是

“实”。求实、务实、踏实、扛实

奉献水利    胸怀民生

1985年，潘安君学长凭着优异的

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后，从此便

与水利这项重要的民生事业结下了不

解之缘。1990年本科毕业后，为了响

应当时学校对本科毕业生先工作再读

研的号召，潘学长毅然保留了学制，

来到了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开始

从事水环境治理、农田灌溉、水土保

校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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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干实事、实事求是…… “我们

的工作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哪

容得你来虚的？”

北京市水务局前身是水利局，

2004年合并了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

会的供水处、排水处和其它一些部门

后，改名为现在的水务局“全北京市

凡是涉及到水的政府管理事务，都与

我们有关，我们相当于其它省市的水

利厅外加一部分建委的职能，权力大

了责任自然更重了。”“通过我们的

努力，北京市再生水利用量已达全市

用水总量的17%，超过北京市当地地

表水量，我们的目标是到2014年再生

水利用量达到8亿吨/年，占总用水量

的20%以上。”

潘学长历任水科所副科长、科

长、副所长、水务局科技处处长、副

局长等一系列职务。在领导岗位上，

潘学长做事情很严格，凡是该做的事

情绝对不允许含糊。笔者刚进潘学长

办公室时，他正在批评两名工作人员

进度慢、不够务实。“不要解决皮

毛，要解决就从根本上解决。要围绕

好‘组织、协调、监督、指导’的使

命，我们首先要做好‘雪中送炭’的

工作，把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之后再去‘锦上添花’。不要搞一般

的号召，要时时刻刻胸中有北京。”

潘学长对待自己更是严格，每天的工

作都很忙，在忙碌的同时，他要求自

己凡事要做就做到最好。

注重亲情    清华之家

学 长 工 作 很 忙 ， 在 我 们 一 个

半 小 时 的 采 访 中 ， 接 了 五 六 次 电

话，我们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他还

在和两个同事谈工作。他开玩笑说

“白加黑”“五加二”的生活还不

至于，但估计也好不了多少。忙碌

工作的同时，我们问起他在家庭方

面花的精力，潘学长笑着说：“工

作得认真，但家庭还是尽力照顾好

吧。我个人不赞同工作狂，但在孩

子方面，我付出的的确少了些。”

学 长 的 桌 上 相 框 里 放 着 女 儿 的 照

片，一个很秀气很可爱的小女孩。

由于工作缘故，潘学长和女儿相处

的时间很少，但每当说起女儿，身

为人父的慈爱之情便溢于言表。

在交谈中，我们发现潘学长一

家可谓是标准的“清华之家”。他自

己毕业于清华水利系，爱人毕业于清

华材料系，女儿现在清华附小上学。

“住在清华园，氛围很好。同时我还

能经常与相关的校友或老师交流专业

问题，学校里一些感兴趣的学术活动

我也去听听，受益匪浅。”

八字校训    受用一生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

字的校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

人。潘学长在采访中也谈到了他对这

八个字的理解。“每个人对这八个字

的理解都大体一致，但又不尽相同。

细细解读，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简言之，我觉得‘自强不息’就是要

有意志力、自制力，做一个有理想、

有追求的人。‘天行健’，就应该像

天一样运行不断，自强不息，永远不

随外界的变化而停止前进。在做人方

面，要厚德，要注重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个人品德，要忠诚老实、实事

求是地待人待己，团结他人。在个人

利益方面，宽厚待人，‘地势坤’，

像大地一样承载着万物而无怨无悔。

当今社会诱惑很多，‘厚德载物’非

常重要，只有‘厚德载物’才能团结

大家，令大家心服口服，才能与大家

一起围绕目标而不懈奋斗。‘自强

不息’是成功的关键，没有‘自强不

息’，一切都无从谈起，人只能算是

行尸走肉。校训的两句话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我们为人处世

的至理名言。”

正是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校训的激励下，潘学长取得了今天的

成就。在科研工作方面，他不断拼

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在领

导岗位，他严格对事，宽厚待人，为

下属考虑，为百姓考虑。在水利科学

研究所时，他通过绩效考核、目标管

理的方式，把研究室考核与课题组考

核相结合，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

让大家在年初就知道努力方向。研究

所的利润也成倍的增长。“利润增长

了，我们就有了更多的钱去为百姓办

事；科研也有了积累，条件好了，设

备好了，办事效率更高了；职工收入

大幅度提高，工作积极性更高了。”

寄语吾辈    自信自强

对于现在社会上一些对80后、

90后“自私、太自我、垮掉的一代”

的消极评价，潘学长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总

比一代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

律，对于这个我有切身的感受。我们

60后当年毕业的时候也彷徨过，我们

是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的一代，

经历的苦与老一辈比起来少得多，人

们当时很怀疑我们能否担当起建设祖

国的重任。后来随着我们走入社会，

我们发现，通过我们的勤奋踏实，我

们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们这一代人

现在也成为了国家社会发展的中坚力

量。所以我对80后、90后是抱有深

切希望的。现在的你们缺乏工作经

验，缺少对社会的认知，这是很正常

的，一旦走入社会后很快就能学会。

跟我们相比，你们有很多优势。现在

的教育体系在不断完善，你们获取的

知识也更加全面。我们当时的英语很

差，计算机知识水平很低，对世界的

了解也不全面。你们这一代适应社会

的能力更强了。你们需要更加勤奋，

更加吃苦耐劳，要相信自己，自强不

息，踏实奋斗，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做

得比我们好得多！”

清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