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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在这

里，有一批清华人执着地追逐着自己的事业

与理想，他们与这座美丽的城市一起成长。

值大连校友聚会的时机，我们访问了

部分在大连工作的校友。热心的大连校友

会秘书长赵玉荣学长，如数家珍般向我们

介绍了一批大连的优秀校友，说他们每

个人的故事都是那么精彩，希望我们多采

访、多报道。为此，在赵学长带领下，我

们走访了几位不同行业和不同年代清华校

友，下面就把他们介绍给大家。

杨德新（大连校友会会长 1969精

仪）：永不停息的脚步

采访杨德新会长是在旅顺，在他一手

兴建的大连交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宽敞的会

议室里。该学院是一所民办独立学院，自从

2005年从大连交通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

之后，他就全力投入这所学校的管理。

杨德新会长的经历可谓丰富而精彩，

他196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精仪系，先是分配到山西

一家落后的机械厂，在那

里他搞技术革新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让那个偏僻

的小县城认识到清华人的

实干精神。改革开放后，

他考入大连铁道学院攻读

硕士，又通过严格的考试

到天津大学攻读博士，最

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

一批中美联合培养的博士生。之后他赴美

完成两年博士后研究。这丰富的经历让他

不断地领悟到教育的真谛。到大连铁道学

院任教后，国家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使他

在事业上不断取得突破。他是被破格晋升

为教授，成为铁道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94年出任大连铁道学院院长。

杨德新说，也许是清华人不甘平庸的

性格所决定的，他总觉得不论在哪个位置

上都要做得最好。在他主政的几年中，学

校几个标志性的发展让他备感欣慰，一是

从“学院”升格为“大学”，二是获得了

博士学位授予权，三是抓住机遇创办了民

办的大连交通大学软件学院。

创办民办的软件学院，无疑是一件最

耗费他精力的“大手笔”。2001年3月，

国务院作出了依托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建

立一批软件人才培养基地的决定。杨德新

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几经酝酿，他找到

自强不息的脚步
——大连校友访谈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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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经济实力和共同意愿的合作伙伴，最

终他以全新的办学理念、执著追求的人格

魅力，赢得了支持，使铁道学院软件学院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实现了申报、批准、

融资、建校、招生。同时成为国家外专局

批准的第一个国家软件人才国际培训（大

连）基地。多年来，软件学院在“复合

型”“国际化”等理念指导下探索发展，

如今已是拥有在校生5000人，以人才市场

需求为导向、办学特色鲜明、培养实用型

软件人才的重要基地。

大连交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是2002

年大连交通大学和一家民营企业合办的独

立学院。2005年退休之后，带着几十年公

立大学丰富的办学经验，杨德新又开始了

民办大学发展之路的探索，把自己的晚年

交给了这所崭新体制的学院。

民办大学的办学体制决定了学院教育

模式和管理模式与一般公立大学不同。因

此，担任学院董事长的杨德新，推出了基

础学科加外语或基础学科加信息技术的复

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受到学生广泛欢迎。

其特色专业——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中设置

社会福祉方向在国内尚属首创。他认为，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该专业的人

才需求将会日益紧迫，这在一些已经进入

老龄化的国家早已得到证实。我们参观了

位于学院不远处一个住宅小区的校外实习

基地，实际就是一所高标准的养老院，

二十几位外籍老人正跟着武术教练学练太

极拳。我们为杨德新学长的战略眼光感到由

衷的钦佩。

刘佳晨（1990级自动化）：大连就是

我的家

大连市中山区区长刘佳晨无疑是个大

忙人（2009年9月，刘佳晨已被任命为共

青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赵玉荣秘书长

说，佳晨能来参加校友聚会非常难得，一

定“抓”住他进行采访。于是，饭后的40

分钟是刘佳晨给我们的采访时间。

刘佳晨是北京人，1990年从北京四中

毕业后考入清华自动化系，后获得学士、

硕士学位。在清华，刘佳晨曾担任过班

长、团支部书记、系团委副书记、辅导

员。刘佳晨认为，清华倡导的“团队精

神”“集体主义”“双肩挑”奠定了他一

生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1997年刘佳晨赴美留学，2002年在

新泽西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1

月，大连市面向全球招聘市信息产业局副

局长，刘佳晨获得了这个职位。从此，刘

佳晨在大连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挥洒着

智慧和汗水。上任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参加了大连市建市百年来最重大的外

资项目——“英特尔半导体（大连）芯片

项目”，作为领导小组和核心谈判组主要

成员，为投资25亿美元的“06项目”成功

引进、落户大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

此，他被省委、省政府记一等功。2005年6

月，他当选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2007年

12月出任大连市中山区委副书记、区长。

作为大连中心商务区的行政一把手，

从他脸上几乎看不到疲惫的痕迹，问他是

不是已经“得心应手”了，他忙说“那可

不敢说，只是不怎么感觉吃力了”。谈起

自己的工作心得，他总结为两点：一是调

动下面的积极性，二是提高自己的学习能

力。他说哪个人也不可能什么都懂，做领

导工作最重要的是用好人，调动干部的积

极性。那些局长、科长、街道的干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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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了解基层的情况，他们最有发言权。

同时还要不耻下问，多请教，这样做不丢

人，大家还会评价你是谦虚。他会认真听

取各部门的每一个汇报，他说，这不仅

是了解情况的渠道，同时是对自己“培训”

的过程。遇到特别专业的事项，就召开听证

会，靠专家来帮助决策。说到政府工作中面

临的最大挑战，刘佳晨说是如何处理速度和

质量、长期和近期、发展与稳定这三对矛

盾，只有这三个矛盾解决好了，城市才会健

康、快速地发展，市民才会满意。

对政府官员是否是“高危职业”的问

题，刘佳晨非常坦然，他承认在公共安

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确实责任重大，但上

有国法，下有各种法规制度，只要确实履

行好自己的职责并严格自律，就没有什么

“可怕”的。

杨文升（1984级经管）：从心里感谢

清华

杨文升是吉林市人，1984年考入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后获技术经济学硕士

学位，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杨文升学长说，毕业整20年了，参加

工作以后就很少再回母校，但却几乎无时

无刻不在感受着母校的关心和鼓励，特别

是在困难、困惑的时候，“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

2009年校庆那天，他们班在国内的同

学几乎都回来了，也有专程从国外赶回来

的，大家多年未聚，格外高兴，一直聊到

了第二天凌晨。从同窗求学，到现在各

行各业，各奔东西，大家都有了很大的变

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清华人的责任感，聊

来聊去最后还是不知不觉又说到了中国的

问题、机遇和挑战。

杨学长感到，在清华最受益的就是母

校文化中的“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不

仅如此，清华还给了自己一个闪亮的光

环，使他们一出校门起点就高于周围。事

实上，出于对清华的认可，你的领导、同

事在并不太了解你的情况下，可能首先就

会假定你“行”，这样你就比别人有了更

多的机会。他说自己27岁就被任命为副处

长，可当时感觉也并没有太大的贡献，原

因可能就源于此。当然，有了机会，也需

要你用与众不同的实践来证明清华人“的

确能行”，是不会辜负大家的希望的，否

则，以后机会不会再有，而母校的品牌也

会因你受到影响。

参加工作这些年，杨文升最感欣慰的

就是在不同的岗位带队伍，都能努力地创

造一个“风清气正、奋发向上”的小环

境，让整个队伍富有力量，让队伍里的大

多数成员感觉到有希望。这同样源于清华

校训中“厚德”的力量。当出了一点成绩

的时候，“不愧是清华的！”这句评价成

了对他工作的最大激励。

在大连短短的三天时间，我们结识了

一批优秀的清华校友，除了以上介绍的几

位，还有年轻的女副市长朱程清（1982级水

利），为大连城市规划描绘蓝图的设计师

鞠平（1984级建筑），年近六旬开始创业

取得骄人业绩的高本业（1988经管研），

在保税区从事高科技创业的赵毅（1983级

化学），这些校友不但事业有成，对清华

母校也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紧密团结在大

连清华校友会的旗帜下，正在商议着向母

校百年校庆献上一份厚礼。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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