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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母校交出合格答卷 
○黄其励（1964 届动力）

我1958年就读清华大学，1964年在动

力系热43班毕业。之后考入南京工学院

（现东南大学）攻读研究生，1968年2月

毕业。今年我已经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

年了！

研究生毕业后，按照国家“四个面

向”（面向基层、边疆、农村、工厂）

的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工

人阶级再教育，我被分配到当时亚洲最大

的火力发电厂——辽宁发电厂。该厂有

中、苏、德、捷四国13台机组，装机65

万千瓦。在厂里，大家都喜欢叫我“黄研

究”，因为当时研究生到基层电厂工作，

全国可能没有第二人。

1978年，我被调到东北电管局科技

处，从此走上了管理岗位。1981年，改革

开放的大门打开，我被公派到日本进修，

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学者。此后，

2017 年校庆，黄其励学长（中）返校与

老体操队员相聚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攻关、埋头苦干，在科

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于

1997年11月，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今，20年过去了，我还活跃在国家能源

和电力战线上，为能源发展和提效转型，

提供战略咨询，还为提高民众素质的电力

科普工作，尽一点微薄之力。

这么说来，我也算我国电力系统的

“老人”了，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老

同志见面、年轻人围绕。大多情况下问我

的一个问题往往是，你怎么这么精神，腰

板倍儿直，走路像年轻人一样？我笑着回

答，我在清华大学时是学校体操队的，还

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于是，我便赢得一

片赞美声。其实大家赞美的不仅是我练过

体操，从根本上说，赞美的是清华的校训

精神和坚韧意志。我工作50年的实践和体

会就是：健康的身体是一辈子的宝贵资

本，加上丰富的科学知识，就可以演出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动戏剧。

1957年11月29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的蒋南翔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

年”的号召，这个响亮而有感召力的目标

和口号，激励着代代学子在智德体全面发

展的大道上前进，也鼓励大家走出校门、

进入社会后，坚韧不懈，持之以恒，实现

工作、健康双丰收。

这50年跨越了两个世纪，从弱冠20岁

到而立之年30岁，是求知若渴的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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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经过不惑40、知命50到花甲60

岁，是攀登、奉献、创新的时期；再到古

稀70岁是夕阳无限好、余热发挥的阶段。

因此，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深刻含义，就是

要一辈子智德体全面发展！

在大学的六年学习生涯中，让我终生

受益的是体操队的经历和生活。大学二年

级，我参加了学校体操队。每天到下午4

点多钟，几乎全校同学的身影都生龙活虎

地活跃在大操场内、体育馆里，我自然是

其中的一员。一天紧张的学习后，主动、

积极释放体能，身体出汗了，大脑休整

了。马约翰老师当时已七十多岁了，他以

身作则，言传身教。不论在运动员训练场

还是同学们的体育课上，他经常认真而热

情地给运动员和同学们讲解、示范：“要

坚持运动！运动才有好身体，才能又红又

专、全面发展！”他的名言是“要动！”

通过体操队的刻苦训练，我从体操的门外

汉成长为热爱者，从一个“小瘦猴”锻炼

到体健肩宽的男子汉，乃至今天仍然是可

以“吹嘘”的资本。

我在体操队四年时间里，和队友们同

餐共宿，同杠共马，上课在各自班级认真

学习，下课一起刻苦锻炼，携手参加高校

体操比赛。我们结下了友谊，收获了健

康，磨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说实在

话，体操队的刻苦训练和专业的努力学

习，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冲突，实际二者并

不矛盾。

有了在大学养成的锻炼身体的好习

惯，到现在我还利用碎片时间，不论在

哪里出差，都能见缝插针、因地制宜地进

行个性化锻炼。有了在那时练就的本钱，

在毕业后工作、奋斗、攀登和拼搏的日子

里，都能主动适应环境，积极应对困难，

争取更好成绩。

有了好身体作为坚实基础，更重要的

是要学习盖高楼、做大事的本领。动力系

的教授、老师们呕心沥血、诲人不倦地教

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学习好、

怎样搞科研、怎样写文章，教给了我们为

国家、为事业贡献的本领。如尊敬的冯俊

凯、徐旭常教授，对我们精心培育、爱生

如子，毕业20年后，我去日本留学期间和

回国后，他们还热心帮助我、指导我，使

我终生不忘。 1961年9月21日，蒋南翔校

长在落实毛主席 “三好”指示时，提出

“攀登科学高峰”的号召，更激励了我一

定要一辈子不懈努力，做到身体好、学习

好、工作好！

我思考了五十年的奋斗史、成长路，

深深感受到：“自强不息”是人的终生追

求！如《周易•乾》所训：“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几十

年，不论做什么事，“自强不息”、“追

求卓越”永远是必须自觉遵守的法则，同

时，“厚德载物”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像

《易传》所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人生要像大地那样厚重广阔而能载

万物，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服务。有了优

秀品德、丰富知识和健康体魄，那就能所

向披靡，无往不胜，每个人也在与团队战

友们的协同奋斗中，获得了进步和成功。

我就要为这篇健康工作五十年文章停

笔时，我想起一句话：“但做好事，莫问

前程！”当夜战工程现场、智斗谈判桌

上、凝神计算机前、共欢庆功会场，从来

没有想过会得到什么回报，也没有敢想

2017年能是我健康工作五十年的里程碑。

70多年的生活经历和50年的奋斗历

程，使我深深懂得：几十年取得的成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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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共苦团队集体的，功劳是从开始上学

到博士毕业教育我的全体老师的，一切荣

誉属于伟大的母校——清华大学。一滴水

在大海里可以耀出雪白的浪花，映照太阳

的光辉，但它离开了大海，就会干涸、消

失。大海就是母校，大海就是祖国，我只

不过是小小的一滴水，是广阔无垠大海的

层层排浪，托扶着这滴水，推动它不停地

向前。

这是作为清华大学的学子向母校交出

的答卷。我衷心祝愿母校的每位老师、校

友，永远健康，终生幸福，尽情享受社会

繁荣、科技进步带来的快乐和成就，豪情

书写富强中国、美丽神州的壮志和情怀。

见证我国计算机事业走向世界之巅 
○石钟伍（1957 届电机）

我于1952年从上海考入清华，在电机

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学习五年，1957年

毕业至今已有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我

一直从事电子计算机研制行业，见证了我

国电子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

少到多，从低到高，达到世界冠军。2016

年11月14日，在美国盐湖城公布的新一

期TOP500榜单中，我国“神威·太湖之

光”计算机蝉联冠军，峰值性能达3.168

万亿次每秒。回忆往事，真是感慨万千。

1957 年企七班毕业照，右 2为作者

1957年我去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报到，一看大门口挂牌，

竟然是“西苑大旅社”，进去3号楼就是

工作场所，我感到很惊奇。后来了解到，

当时我国电子计算机是空白，无机无房。

1956年我国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明确将发展与“两弹一星”直接

配套的计算机列为国家紧急任务。由华罗

庚任筹委会主任，严沛霖代主任，后任计

算所所长，先集中后分散，中国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