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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给我的三件宝

○乐焰辉（2003 级力学）

乐焰辉，航院2003级本科生，一等

功、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现任火箭

军常规导弹第一旅发射营长。

在清华学的课程除了有一部分转化为

内在素养以外，一般的知识都忘掉了，现

在连最基本的微积分和理论力学公式都忘

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有三件宝贝是我永生

难忘的，那就是老师的关怀、同学的友爱

和清华的精神。

先说老师的关怀

清华可能也有不好的老师，但是我遇

到的每一位老师都让我感受到了无私的、

热心的、真诚的关怀。

当时我们航院业务办主任王锡瑞老

师，那是一个把学生当孩子一样关爱的老

太太，从我们入学开始陪伴到我们毕业，

迎新晚会认识她的时候就感到很亲切，毕

业欢送我们的时候抱着我们一遍一遍擦眼

泪。我们毕业了她还牵挂着我们，把我们

班的合影放在桌头，通电话的时候还能说

出我们班每个人的名字，现在退休了，年

纪大了，身体也不怎么好了，但仍然记得

我们这些学生，连我孩子的名字都记得清

清楚楚。

我们的班主任任革学老师，他带我

们的时候已经是教授、博导、研究所所

长了。他是一个十分珍惜时间的人，但

他拿出了大量宝贵的科研时间来帮助我

们成长，他觉得培养学生和科学研究一

样重要。我们班这20个同学到现在都还

记得任老师中秋节带我们赏月、与我们

谈心的情景，还记得他组织我们开班会

分析学习形势，他拿出自己的会议室、

办公室给我们加班，他把落后的同学带

到他的实验室补课，他把过年没回家的

同学请去吃年夜饭，他给我们买辅导书

籍，他鼓励资助指导我们做航空模型，

他给我们讲“终身学习”……他是一个

回避荣誉的人，而我们全班同学在他不

知情的情况下推荐他为优秀班主任并获

得了学校批准。

还有我的研究生导师郑钢铁老师，虽

然由于自己一再推迟并最终放弃了返校读

研，但是我仍然永远会记住和感激我的这

位导师，他让我明白，导师不只是指导学

业的，好的导师还指导学生的人生。从大

四保研开始，我和同班好友刘渊博有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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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郑老师的学生，虽然离读研还有一年，

但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关心和指导我们了，

要求我们每周至少去实验室汇报一次自己

的学习情况，经常给我们讲讲学习与科研

的方法，实验室聚会的时候还把我们叫去

与师兄们加强交流。有一次，他去德国参

加学术交流回来的时候，还特地给我们带

回几盒德国巧克力，虽然我们吃不出巧克

力的特殊味道，但心里却一直记得这份特

别关怀。

得知我决心要到艰苦的作战部队去

工作，郑老师特别支持我，肯定我的选

择很勇敢很有意义，经常给我讲一些他

所知道的部队情况，鼓励我锻炼身体为

以后艰苦生活做准备。我毕业离校，郑

老师特地为我践行。为了我读研的事

情，他操了很多心，为我准备了崭新的

学习桌和电脑，替我交费办入学手续，

后来又协调帮我办休学和退学。我不是

很有科研才华的学生，但郑老师待我的

好已经到了让我感到放弃读研最愧对的

就是他的程度。但是他却是一如既往地

欣赏我鼓励我支持我，我在部队期间还

经常收到他鼓励的短信和电话。

还有很多老师给过我温暖的关怀，有

的甚至是没有带过我的老师，就因为我是

清华的学生，他们就帮助我关心我。国防

人才办公室主任熊剑平老师就是其中一

位，他对国防生、定向生的关心既源于岗

位职责，更源于一位师者对学生真诚的关

爱，毕业十年，熊老师对我的关心从来就

没有断过。

老师们的关怀让我感受到母校的教育

一直跟随着我、教导着我，让我对母校的

感激和怀念不掺杂任何名利的东西，是一

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情感。

第二说说同学的友爱

我们力33班只有20个人，但我们非常

团结非常友爱，这个集体一直是全班同学

的骄傲。

入学之初，我们班的平均成绩在全系

偏下，毕业之时我们的成绩领先。大一大

二的时候，别的班就会羡慕我们班获评

“甲级团支部”，惊叹我们班每次开班会

居然都能全员到齐，奇怪我们班坐在一块

儿纯粹谈梦想竟然能聊到半夜十二点……

毕业的时候，我们班是全校表彰的优秀班

集体，全班20个同学都入了党，有了自己

的党支部，还是全校先进党支部，时任校

党委书记还参加了我们班的毕业座谈会。

到现在我们班仍然有着很强的凝聚

力，前不久校友会号召捐款修3字班健步

道，我们班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捐款

活动。一个班的同学能够像兄弟姐妹一样

相亲相爱，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清华的老

师教的，是辅导员带的，是学校的氛围影

响的。

我们班组建自己的党支部的时候，我

被推选为支部书记，但那之前我也曾是一

个很不懂事的孩子。大一的时候没有顾忌

到家庭贫困同学的经济状况，撺掇寝室同

学合资购买饮水机，后来在辅导员杨璞和

班主任的教导下才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大

二的时候还在因为室友生活习惯不合的问

题伙同几个同学企图把某个同学“驱逐”

出寝室，又是班主任的教育让我明白能

够接纳周围每一个人、能够团结各种各

样的人一起做事是多么难得的能力和宝

贵的品格。

在这种教导下，同学之间有什么困难

都有人主动帮助，成绩落后了有人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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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住院了有人陪护，打游戏不睡觉有人

提醒，谈恋爱失恋了有人安慰，我们越来

越多地感受到同学间的友爱。

渐渐地我发现，其实整个校园都是这

种团结友爱的氛围。路上自行车相撞了，

下来相互道个歉，再相互问个好，然后就

笑着说再见了，从来没有吵架的；捡到别

人东西了，一定要设法还给失主。我自

己丢过三次钱包，每次都是别人给我送回

来；遇到困难了，跑到楼上高年级的宿舍

敲门随便喊一句“师兄”，就能得到热情

的帮助，甚至是在BBS上发个“求助”的

帖子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在这种氛围里生活了四年，对我造成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后来当旁人遇到困难

时，我本能地就想要帮助他们，特别是对

于学弟学妹们，就感觉帮助他们是母校赋

予我们的一种神圣职责。

还有就是清华的精神

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我2003年入校上的第一堂课，是时

任校党委副书记杨振斌老师给我们新生

党员讲的党课。他给我们解读清华精

神，他讲的很多话我至今仍记得仍相

信。我相信“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

祖国的人”，我相信“清华人的事业应

该在中国”，我相信“清华的学生应该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那一堂党

课上，杨老师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我们。

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直到后来我换了

好几个手机，但杨老师的电话每次拨通

都会接听，每次短信都会回复。或许他

并不清楚这个打电话问候他的学生是

谁、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的语气让我相

信——他知道我是他的学生。

毕业前夕，校党委书记陈希老师来和

我们班座谈，除了鼓励和祝福，他说的最

多的还是清华精神。他说，清华人不能总

把自己当作“金子”，要当一颗平凡的

“土豆”，扎进泥土里，生根发芽；他

说，不要纠结留不留京的问题，一盆“种

子”扎在一起，谁也没有生根的土壤，清

华人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

离校之前，最后一堂课是班主任任老

师在他实验室的小黑板上讲的。当时我们

几个同学去道别，问老师有什么要交代

的，他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八个字，问我们对校训的

理解是什么，我们回答大概的意思就是

“要坚持努力不能放弃，要终身学习不断

进步”。他说：“这是对前四个字的最好

解释，我希望你们离开学校以后要继续思

考后四个字的含义，因为‘厚德载物’是

比‘自强不息’更高的要求和境界，包

容、接纳、承担、奉献这些美好的品格都

是需要用一辈子去修炼的。”

我知道，清华精神内涵丰富，我至今

领悟不到其十之一二，但仅仅校训“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和校风“行胜于言”就

足以让我践行一生了，这里面蕴含受用不

尽的精神财富。

转眼毕业十年，清华始终相伴，人

前从不主动提起，心中一刻不敢忘记。

若要细细数来，清华给我的宝贝岂止

三件？

仅借这篇回忆小文，表达我对母校的

感激与怀念，衷心地祝福我的老师们，祝

福我的同学们，身体健康、事业进步、生

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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