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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胆忠心 献身国防

○李  建（1973 级建工）

我于1973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之前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清华大学

建工系四年的学习、锻炼、成长，深深影

响了我的一生。清华高度重视两个能力的

培养，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

学能力的培养，清华打下的良好基础，伴

随我一路走来不断成长。

1977年2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我回

到部队继续服务至今已经整整40年。期

间，曾于1984年7月至1985年7月参加了对

越防御作战，我和战友们冲锋陷阵，经

受了边境作战血与火的考验。2009年清明

前夕，在1979对越自卫反击作战30周年与

1984年对越防御作战25周年之际，我曾经

重返滇南老山战场。沿途七彩云南，山川

依旧，岁月如歌，换了人间。在万分感慨

之中，我来到麻栗坡，去凭吊那捐躯沙场

的近千战友亡灵；思绪万千中，去踏寻那

浸透阵亡战友鲜血的老山红土地。我心潮

李建在清华读书时于主楼前留影

澎湃、思绪无限，赋诗言志。

追  梦

春风醉人入梦乡，遥忆战友追当年。

瞬息英姿惊掠过，寻觅影踪万重山。

1997年香港回归，我代表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接收英国

在香港驻军的资产。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

组中方国防部防务专家小组成员，我参加

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驻港英军军事用地

移交问题的谈判，并组织参与了驻港英军

军事用地移交的接收核查工作。

1999年澳门回归，我担任解放军总后勤

部基建营房部综合计划局局长，参与了驻澳

部队澳内军事基地临时部署定点的勘选审批

和租借澳内房地产的协调运作等工作，参加

了澳内军事基地工程建设的前期工作。

军旅生涯数十年，我曾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在

任期间组织领导了学院新校区工程建设并

完成搬迁，为后勤工程学院以适应现代化

战争为特点的军事科研和人才培养创造了

基础条件；并以现代战争特点和战争理论

为依据，提出培养“名家、名师、名将”

的创建一流军事名校办学思想和加强学员

军政素质培养的育人新模式；以“一训二

歌三风四种精神五个传统”为主要内容，

推动校园系列文化建设，对学员，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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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在南沙永暑礁留影

李建陪同陈炳德总长视察后勤工程学院

军事、政治素质为核心，全面培养综合军

事技能；在后勤工程学院组织实施，并加

以总结的“‘四阶段’育人新模式以及改

变考试方法倒逼教学改革的意见”，获得

了全军的认可和转发，促进了军事院校的

教学改革；布局组建“军用供油工程、军

事后勤学与后勤装备学、军事土木工程、军

事环境科学与工程、军事信息科学与技术”

的“五大学科群”；构建了“基础实验室中

心化，专业实验室综合化，作战实验室一体

化”的“5+1”模式实验室建设框架体系，

并在实践中总结、完善和提高，实现了实验

室体系的建设；为部队提供了急需的技术装

备，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我长期从事军队基建营房工作。先

后组织修订《军队工程建设管理条例》

等多部政策法规，主持参与完成了军队

基建营房“九五”“十五”“十一五”

发展规划等研究课题 8项；参与完成

“九五”“十五”战备工程建设组织与计

划工作；筹划启动全军营区综合配套整

治，组织协调出台落实军用土地竞价转让

的关键性文件。在院校工作期间，结合院

校工作实际，针对军事教育，特别是军事

美学人文教育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究

并取得明显成效。

2000年以来，作为课题负责人，我先

后主持参与完成了军事斗争基建营房保障

准备和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课题10项，

主编出版专著4部，在军队重点期刊发

表论文10余篇，并获得国家、全军多项

奖项。

2008年5月12日汶川遭遇8级地震，我带

领学院部分官兵参加了汶川抗震救灾，受到

成都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和灾区人民“不出

风头、不抢镜头、不争彩头，一心只为灾区

人民做贡献”的赞誉。我曾赋诗一首：

北川篇

汶川地震毁北川，灭顶死城九洲惊。

羌乡遗风今不在，天灾无情起连茔。

红军传人战旗舞，军民奋战续深情。

待到新城拔地起，捷报飞来慰亡灵。

2011年，我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2012年来，先后

两次赴南海西南沙，参与筹划、组织西

南沙岛礁的建设工作。为了我军后勤保

障、战场建设，我将以赤胆忠心，继续

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