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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同窗，结缘一生。

30年前，我们羽翼丰满，带着爱

（2）放飞。

30年来，历经人生坎坷，我们带着爱  

（2）走遍了天南海北。

在国内，

机关、工厂、农村，我们带着2

（爱）默默奉献。

在欧美，

苦读、打工、创业，我们带着2

（爱）海归。

事业，

我们2，2得执着2得乐观。

家庭，

我们爱，爱得持久爱得深邃。

如果说四十而不惑的时候，

你我行色匆匆未能将毕业20周年的欢

聚尽兴，

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今天，

我们该用坦然和轻松相聚、重逢。

三十年弹指一挥，

即使双鬓染霜，

岁月只能改变我们的容颜，

谁说年华老去、青春不再？

因为2，我们从未疲倦懈怠，

因为爱，我们依然激情澎湃。

来吧，印刻着2字符号、充满了爱的

情怀的同学，

让我们共同跑进2017四月的最后一个

周末，

跑进106年华诞的清华园！

82聚17，把爱聚一起！

价值取向比“干粮”“猎枪”更重要

○薛志峰 (1992 级热能 )

借用陈吉宁校长探讨清华大学——价

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

体”的教育模式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

我向《清华校友通讯》投稿的标题。

我1992年从山西榆次考入清华，是

空2班的学生，之后在系里读了硕士、博

士。自2005年毕业离校，读书和科研的地

方从三教后的简陋的实验室、到二校门后

古朴的旧土木馆、到自建的节能楼。在

清华暖通专业学习的14年，从书本上得

到了“干粮”，从参与科研课题和示范

项目中得到了“猎枪”，而更加珍贵的

是，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养成了正确的

“价值取向”。

有危难的时候要冲上去

1996年我大四，跟着江亿教授测试铁

路总医院的冷却塔，摸爬滚打了一个月以

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这种通过现

场测试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研究方法，

角色也从三五人的小组长、十几人的大组

长到带领一个班学生的大队长。之后在清

华的十多个夏天里，我都是在遍布北京城

的大楼地下机房或楼顶上伴随冷冻机和冷

却塔度过的。

期间的2003年是一个难忘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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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来了！

3月份的时候，疑似感染的病例已经

在北京出现，中央空调会导致SARS传播

的说法也开始引起重视。4月23日晚上，

江老师把系里的老师和一些老研究生叫

到会议室开会，当晚启动了一系列应急

措施：

一、开通非典期间空调专家热线，由

研究生轮流值班接听。

二、邀请吴德绳、李娥飞等校友，组

建专家小组，每周在紫竹院公园开会。

三、能出校门的，到现场去解决重要

建筑物中央空调的安全运行问题。

十年前的事情，除了留在纸面的文

字，很多细节都模糊了。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其中两个场景：

一是启动会上，江老师讲：“非典这

么严重，国家现在遇上难了，又和暖通专

业有关，咱们这些人得帮着干点儿啥！”

二是当时人民医院属于重灾区，已经

出现了大量的感染病例，并且有医护人员

死亡。病人转移到小汤山以后，医院还在

被封锁中。5月16日，江老师带着我去重

症监护室查看空调系统。病房内一片狼

藉，墙上的黑板上还满满地写着病人的

名字。我第一次感觉到离死亡的距离那

么近。

清华大学特别是江老师对我价值取向

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有危难的时候要冲上

去！这个理念深深地种到了心里。

有困难的时候要闯过去

“非典”终于过去了，刚想踏踏实实

坐下来写论文赶紧毕业，事儿又来了——

“手里没钱，要盖楼！”这事儿严格意义

上讲有点儿“没事儿找事儿”。

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以后，科技部和

北京市科委安排清华大学就2008年奥运场

馆的绿色建筑技术进行研究，300万的科

研经费并不宽裕，做一些基础研究和样品

测试就可以结题。但江老师觉得这样解决

不了未来场馆建设的实际问题，于是硬

要在清华校内建一栋3000多平米的真实建

筑。于是我又被安排成了“工头”。

8月份，江老师说开工吧，我一想，

开工就是把场地规整规整。这个简单，于

是喊了两个年级的本科生，也不用给钱，

都轰到现场，热热闹闹拔拔草，场面积极

向上。接下来就傻眼了。

第一，没图纸，只有一个PPT，盖啥

呢？跑清华设计院去质问设计师，设计

师说你们只给了个PPT啊，没有设计任务

书。于是开始追设计，设计院的老师好打

交道，掏心掏肺地谈了一下这个项目的重

要意义，设计费再说，人家也把图纸给出

了一套。

第二，没手续，不知道盖个楼还有那

2003 年非典时期，江亿老师与薛

志峰在人民医院，穿着防护服解决建

筑物中央空调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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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个章子需要跑。一跑，傻了，政府的

人都不听江老师的。后来一商量，说他们

肯定都听市长的。于是给王岐山市长写

信。王市长给签了个字，还真管用了，各

种手续都加快了，算是合法开工的“三边

工程”了。

第三，没有钱，这个是真难了。找江

老师一问，说“东西都有，你去和厂家一

谈，他们应该就给”。我当时年轻，老师

说的都信。立马自行成立了“清华大学超

低能耗示范楼筹建办”并自封“副主任”

（江老师被我任命为主任，虽然他从来没

有用过这个头衔），跑到照澜院给自己印

刷了一盒名片，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名

片，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期间有些趣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江老师有一天找我谈话，很

严肃，指出我现在负责的是基建项目，一

定要廉洁，不能拿回扣。我当时一愣，反

应过来以后和江老师说：“他们要是除

了给咱们捐东西，还能给我送笔钱，您

就让我收了吧！”江老师沉思半晌，不

置可否。

另一件，开工以后我都是早晨到工

地，晚上再离开，和几

十家捐赠企业以及一到

中午就端着大碗吃饭的

民工兄弟们相伴，问问

这个、询询那个，他们

都很奇怪“这个戴眼镜

的怎么不好好念书，天

天在工地瞎晃悠?”
还有一件，秦皇岛

耀华玻璃厂，开始答应

捐两个立面的玻璃，后

来又想只给一个立面

的。江老师开着他最早那辆破桑塔纳，拉

上我一路狂奔到秦皇岛，人家确认我俩不

是骗子，很给面子，终于答应还是捐两个

立面的。回来路上，我们兴高采烈，忽然

江老师说：“糟了，车没油了！”我当时

还是只富裕到骑电动自行车的水平，也出

不了啥好主意，于是先是把空调关了，接

着又说别踩刹车，匀速开，如果真一滴油

也没了，我下来，找加油站去灌一瓶儿

去。提心吊胆地又开了一段，终于看到了

加油站，两个人满头大汗，把身上的现金

都掏出来加了油。

开工两年以后，节能楼终于建成，薛志峰

在楼前留影

 2005 年，薛志峰（中）博士论文答辩后与老师们合影。左 4

为导师江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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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节能楼终于盖出来了。厂家都

很大度，对我没能给他们实现“以全球视

野，放在国际大平台上，永不落幕的展

厅”的承诺，也没有计较，十年以后，还

尊称我“薛主任”。施工单位有点儿较

真，追着我要了四五年钱，看我态度确实

真诚，兜里确实没钱，只安排民工围了一

次，对方领导约谈了我两次以后，觉得花

时间在我身上没用，最终决定去干大工程

去了，再也不理我了。

节能楼就是这么克服困难闯出来

的。期间，奋战在工地的还有曾建龙，

现在成了地产精英，真正的甲方；姜子

焱，现在成为年轻的自控专家；以及调

试期间躺在架空地板上睡午觉的建环1
班的孩子们，现在很多都成为单位的小

头目。

十多年来，每每回望节能楼，庆幸的

是那时候江亿老师的其他学生或者不愿

意或者没有经验管工地，我临危受命成

为工头，之后的八百多天，我都是早晨

到工地，晚上再离开，由于仅有300万的

科研费可以支付，因此项目开发得很慢，

小小的四层楼建了两年半，估计创造了新

中国建设史上的一个记录。虽然慢，但却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让一个在读

的博士研究生有机会解剖了一个完整建

筑物建造环节的所有细节。至今我都保

存着近10G的现场照片和好几大纸箱的文

字资料。

清华大学特别是江老师对我价值取

向的第二个影响就是：有困难的时候要

闯过去！

不论干什么都要像个样

2 0 0 6年我博士毕业，放弃了留校

机会，进入当代MOMA房地产公司，

担任了集团公司的研发总监，分管集

团的设计公司和工程公司，过了一段

金领生活。

2008年我带着建环1的张永宁、建环

3的李处林，创办了北京唯绿建筑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之后有很多的优秀人才

加入到唯绿大家庭。在团队共同的努力

下，公司快速成长，成为建筑节能行业

的一家代表性企业。2013年，公司并入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成为一家央企的下

属公司，业务日趋稳定，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2016年，我放下唯绿的日常管理，创

办了北京太和人居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中

关村沃土当中的一名“连环创业者”，致

力于新农村和新园区建设中的市政微网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

一路走来，清华大学，特别是江老师

对我价值取向的第三个影响就是：不论干

什么都要像个样！这个理念已深深地种到

心里。

结  语

我是个好学生，爱念书、爱上学。走

出清华以后，读过北大的EMBA，上过北

京市委党校，回首来看，清华的14年，是

改变我至深的岁月。

暖通专业是一个上进的专业、干事的

专业，特别是我的授业恩师江亿院士，以

他为代表的老师们和学长们，不仅给了我

干粮、猎枪，更重要的是给了我正确的价

值取向。那就是：

有危难的时候要冲上去！有困难

的时候要闯过去！不论干什么都要像

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