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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无悔人生
○李新凤（1977水利）

1973年，我从河南省遂平县被推荐参

加了当年的招生考试和清华大学来遂平招

生老师的面试，进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

学习水工建筑专业。1977年大学毕业后参

加工作，转瞬间已经33年过去了。在这将

要退休离岗之际，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及

收获向老师和校友作一汇报，以诠释对母

校和老师的感恩和谢意。

难忘清华母校情。在攻读专业时，老

师就多次组织我们参观考察刘家峡、八盘

峡、盐锅峡等大型水利工程。曾记得在八

盘峡水利工程建设工地开门办学，作为

一名学生，我有幸参与了由6人组成的泄

洪闸闸门安装科研攻关小组，把10吨起重

机的起吊能力改装到40吨，在老师的带领

下，圆满完成任务。毕业设计我参加的是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项目，利用

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张光斗先生的指导

下，小浪底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得到了

黄委会专家的认可。

“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

四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到处都是

我们的家乡……”唱着《水利建设者之

歌》，我憧憬着将来能当上水利工程师。

然而，革命事业选择我回到故土驻马店市

计划委员会工作。

计划委员会是研究和拟定国民经济发

展计划的政府综合职能部门。我在计委农

业经济计划科主要从事大农业（包括农

业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水利建

设、乡镇企业）的年度计划安排与落实，

“五年”、“十年”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

订。在计委工作不久，我的专业很快突显

出来，成为业务尖子。事业催人奋进，我

被组织挑选参与驻马店市境洪河、汝河两

大河流水系的水情调查及“75.8”洪水造

成的垮坝的板桥水库新建方案的可行性论

证；结合工作研究撰写了《七五时期我区

农业结构调整构想》、《驻马店地区畜牧

业发展潜力分析》、《驻马店地区烟叶种

植与布局研究》和《驻马店地区油料作物

发展研究》等，文章发表在市委主办的

《驻马店经济研究》杂志上，受到社会知

名人士和省里专家的好评。

1987年初，国家土地管理法颁布实

施，各级政府都组建了土地管理机构。

1987年3月，我因机构调整变动，调入土

地管理局工作。任重道远，不辱使命，在

国土资源管理事业上一干就是22年，当了

2009年12月6日，李树勤教授（左2）在河
南驻马店和他当年的学生们合影，右2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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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副科长，19年科长，晋升副处级干部

后又兼职科长2年。20多年的风风雨雨，

20多年的恪尽职守，赢得了组织的信任，

当选为驻马店市政协委员，河南省十届人

大代表。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获

199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驻马店地

区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和实施规划”二等

奖；荣获1992年土地管理局颁发的“驻马

店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优秀成果三等

奖；荣获“1994年河南省国土资源调查科

技成果”一等奖。2001年6月，国土资源

部、农业部授予驻马店市“基本农田保护

先进单位”称号。

在国土规划科任副科长时，正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全国应编制国家

级、省级、地市级和跨省区域的四个层次

的国土规划，协助科长圆满完成了驻马店

经济区国土规划编制工作，取得的成果获

“驻马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地籍科

任科长期间，工作中心任务是开展全国全

省统一部署的“第一次土地资源调查”地

市级汇总，我带领科室人员风餐露宿，迎

寒度暑，夜以继日工作，按时按质完成了

驻马店地市级土地调查汇总任务。该项任

务的完成时间在全省18个地市中位居第5

名，成果质量位居全省第1名，驻马店地

市级土地资源调查成果荣获1995年“土地

管理局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在完成全

市土地资源调查这一艰巨任务后，1995

年2月，我被调任土地管理局“用地审批

科”任职科长，当时正值土地使用制度改

革高潮，我结合驻马店实际，坚持自主创

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成果，组建了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土地使

用制度改革深入开展，并研究编制了企业

改制土地资产处置文件解析大全，为驻马

店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1999年1月1日，修改后的新《土地管

理法》实施，新《土地管理法》创新内容

是土地实行规划用途管制，划定基本农

田，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保护制度，

为此，国土部门增设耕地保护机构。我又

被安排到新定名为“用地审批与耕地保护

科”当科长。新的工作任务又选择了我，

我根据国家和省关于耕地保护的大政方

针，大胆工作，积极探索，提出并制订了

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

和搞好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的操作性文件和

规章制度，切实把耕地保护提升到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取得了显

著成效。

为了解决征地难题，我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写出了《驻马店

市征地问题调研报告》，提出了《征地

补偿应依据实际，以耕地年产值作参

考，结合土地区位条件制定征地综合补

偿标准》，制订了《驻马店市征用耕地

年产值标准》、《驻马店市国家征用土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和《驻马店市进

一步加强征地补偿安置的通知》等规范

性文件，为项目用地报批和征地补偿安

置提供了依据。同时，针对被征地单位

不同情况，对农民群众分别采用货币安

置与留地安置，货币安置与农业安置、

货币安置与社保安置相结合等多种安置

办法，基本解决了被征地单位农民群众

的长期生活问题。通过努力，驻马店市征

地补偿安置基本规范，被征地群众人心安

定，使城市郊区农民群众真正分享到了城

市化带来的成果。我本人曾连续多年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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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市国土资源管理先进工作者”，

2005年4月，获国土资源部“全国建设用

地审查报批”先进个人称号。

2007年7月，局内部实行科长轮岗，

轮岗后我任职“规划科技科”科长岗位。

面临的具体任务是上级国土部门统一部署

的抓紧编制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第

二轮矿产资源规划；国土资源科技推广和

全市国土资源电子政务信息发展建设等。

在科室九位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于2009年

3月已编制完成了全市第二轮矿产资源规

划；2009年9月完成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12月已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实

施，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应用覆盖全市九县

一区的视频会议系统。

我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主要科室干

了20多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有

人认为，我所管辖的科室都是有权捞钱的

地方，但我追求圣洁的人格，洁身自好，

两袖清风，处处严于律己，不存私利，无

非分之想，始终保持一名人民公仆高风亮

节的风范。

30多个春秋的人生奔劳不算长，可也

不算短。我个人的一点成绩与母校1973级

水利工程系水工三班的70名同学比起来，

甚是汗颜，有的同学被提拔到省部级、厅

局级领导岗位，有的到大型企业集团晋升

了高级工程师，我很敬佩和羡慕，敬佩他

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荣誉，羡慕学友

们在各自岗位上奋斗的成功。但我认为，

在工作中，做到了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我很知足。回忆

在基层33年的工作，我以服务群众、奉献

社会为荣。回忆基层工作33年，我感谢清

华给予知识、能力以及素质的培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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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惜别母校33

年，我以做到了自强不息而无悔。   

                  2010年1月

欣逢清华校庆百周年，念恩师学友，

一线情牵，凑句五首抒怀以奉。

（一）

老去缘知重晚晴，此情犹在母校凝。

闻亭钟声催人奋，喜看清华桃李盈。

（二）

烟笼荷月雾笼空，自清亭畔满山松。

风雨激荡参天立，一代宗师岱岳崇。

（三）

风雨清华水木舒，闻亭风物近何如？

云容我笑浓为淡，晓色谁教素化朱。

兰芷荣因萧艾刈，平芜低见岱宗殊。

曾经沧海难为水，断碑前头喜读书。

（四）

母校六载育吾侪，岁月无情染鬓丝。

古稀重返清华园，几番回首步迟迟。

（五）

清华校园美，四时绿茵茵。

水木清华秀，哺育学子群。

校风纪律好，断碑铭人心。

严师重身教，仿若慈母亲。

    学习有六载，“猎枪”伴我身。

人生真诠得，知识献人民。

俊杰遍环宇，永怀母校恩。

诚祝我清华，伟业万年春。

诗草一束献母校
刘群贤（1953土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