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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人》1986级毕业20周年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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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1996年获城市规

划硕士学位。回到家乡重庆后，他曾在重庆建筑大

学任教，后创办重庆隆鑫花漾湖地产有限公司，任

董事长，同时也是重庆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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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每年资助10名重庆籍贫困大

学生入读清华大学，每年每人6500

元。“这些孩子进校有困难，我能做

的就是为他们减轻些负担。”他说。

刘杰和他经营的公司每年都投

入50至100万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去，

但他依然认为自己能做的很有限。

“我只是尽量把钱给予那些有需要的

人，”他说，“做公益一方面是企业

的活动，一方面也体现个人对于整个

社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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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对清华大学的深刻印象，刘

杰说了这样三点。首先，他认为清华

人通常都具有雄心壮志，不居人后。

因此毕业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清华人

总能在各个领域做出出色的成绩，至

少不平庸。第二，刘杰对清华人踏

实的工作方法印象犹深。“清华人

都不爱偷懒，正如校训所言，自强不

息。”他说。第三，清华人的群体是

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它所具有的社

会影响力，为每一个清华人在社会上

做很多事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正

如刘杰所言：“只要说我们是清华毕

业生，别人就更相信我们。这也是我

一直以来仍然受益于母校的体现。”

刘杰更是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像

他一样，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与工作的

洪流中去。“因为社会与校园的象牙

塔不同，它是复杂的，也是丰富的，

人在其中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在清华学习景观设计的刘杰，如

今已经是重庆地产界一位非常成功的

商人，很多城市有他的作品，他被行

业称为“风情大师”。在经营地产生

意之外，他还有着不少其他头衔：重

庆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重庆

华商会副会长、重庆清华校友会副会

长、重庆市政协委员等等。在繁忙的

工作和社会活动间隙，刘杰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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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公司总经理、政协委员，这

是统一在刘杰身上的双重身份。“总

经理是我的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太

多。”他说。在两者之间，他坦承更

看重后者：“而政协委员，首先肯定

是一种荣誉，进而是一个平台。”刘

杰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去履行一种

责任，他将这种责任归结为一种良心

与良知。

“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下，有多元

化理想的人是很难的。”他说，“我

在国外生活过，国外甚至有人把登山

作为毕生的理念，但是在中国所谓理

想不是当官就是经商。从这个角度来

看，我们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人会有很多个人的需求。”刘杰一方

面经商，但另一方面则通过政协委员

这个平台，去做很多“关于和谐的事

情”。“我不喜欢在大口号下做这些

事情，能做一点是一点，不要做损人

不利己的事，和谐的含义就是主和客

都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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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在公益事业上的坚持和热

忱，正是他响应建设和谐社会理念

的最佳例证。2006年重庆遭受百年

不遇的大旱，在旱情还未完全显现之

时，忠县兴峰乡两个村因地处高山，

极其缺水。刘杰知悉了这一情况，在

调查之后他每月派遣公司员工买水送

水到每户村民家中，持续长达一个半

月的时间。两个村的村民在旱灾期间

的用水问题解决了，他还在灾情结束

后捐献30多万为村民建起了水池，以

解长久之忧。

其后，刘杰又加入了重庆市人

大扶贫集团，开始对口扶贫。他曾捐

资5万供重庆市万州区“太龙中学”

进行校舍改造；设立清华校友“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