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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月

清华 30年前的社会实践长啥样

十月里，清华园里各院系的社会实践优秀支

队成果展示活动如火如荼，多支支队成果丰硕，

赢得了同学们的鼓掌和点赞。各支队总结收获，

交流心得，让实践成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他们当中，有的在实践期间发表了两篇 SCI

和一篇 EI 论文，有的主动承担起蒙内铁路项目有

关铁路沿线岩层生产控制技术的攻关工作，有的

为成都地区立交桥景观提出了动态艺术设计方案

并得到了市规划局的采纳，有的在文莱为工程难

度颇为艰巨的淡布隆跨海大桥项目解决了 6 个技

术难题，撰写近 8 万字的研究报告，完成 4 万字

海外标准的翻译工作……

在社会实践支队成员们将足迹留在祖国大江

南北和世界各地、解决各类技术难题的今天，你

有没有想过，30 年前，我们的导师和校友们参加

过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在这 30 年里，清华大学

的社会实践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让我们穿过

时空隧道，一起回到 1987 年，揭秘 30 年前的社

会实践，一探究竟社会实践的成长历程。

回首 1987

1987 年，清华开始将暑期社会实践列入在

校研究生课程的必修环节，纳入教学计划并计学

分。那是中国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的第

三年，国内各行业积极引进技术，并开展增产节

约、增收节支运动。当时在校学习的清华研究生

们利用暑期开展科技服务，响应时代号召，分赴

全国三百多个基层企、事业单位，除台湾省外，

各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修汽车，弄罐头，把先进技术引进祖国的工厂里

那一年的清华研究生，有的前往我国汽车工

业的摇篮——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该厂进行

日本自动编程机与美国数控机床的联用实验；有

的赴广西桂林电力电容器厂，完成了八台电容器

生产引进设备 60Hz 到 50Hz 电源转换方案，翻译

了部分外文资料，为该厂引进生产线的安装投产

作出了贡献；有的帮助四川南充地区食品罐头厂

翻译从瑞士引进的设计说明书共 3 万多字。无论

1987 年，清华研究生从园子里迈出了社会实践的第一步。30 年来，研究生社会实践成果丰硕，

累计参与人数超过 50000，建立实践基地超过 430 个，解决技术难题 33000 多个，累计开展技术培

训 4800 多次。无数清华学子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甚至远赴重洋，到世界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

发热。值此 30 周年之际，让我们一同回溯到 1987，看看那个时候的社会实践长啥样。

30 年研究生社会实践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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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调试引进的设备，还是翻译外文资料 , 他们都

是在为祖国的发展进步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造砖瓦，制汽水，实现增产节约的小目标

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清华研究生

们通过实际工作帮助实践单位提高产品质量和

降低生产成本。在河北河间县沙洼乡东方玻璃

钢厂实践的同学解决了该厂生产的玻璃钢绝缘

拉杆的生产工艺及质量问题，使电性能机械性

能达到要求，产品合格率由 10% 提高到 90%，

月增加利润 116 万元；在武汉市第一砖瓦厂实践

的同学解决了主窑煅烧熟料游离氧化钙过高、

水泥安定性不良的问题，使熟料游离氧化钙由

原来的 6.5% 以上降为 4.3% 以下，水泥安定性

周期由原来的 23 天降到 11 天，提高了产品质量，

缩短了生产周期；在江苏仪征市铜山乡矿泉饮

料厂实践的同学利用小苏打与酸反应产生二氧

化碳气体代替原来直接充入二氧化碳的工艺，

降低了成本。在实践中，他们帮助实践单位取

得了明显的增产节约成果。

除了解决技术难题，校友们在社会实践中也

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在实地调研、数据追

踪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等方面的研究，并写出报告。

学技术，办培训，推进企业管理稳提升

1987 年的清华研究生们在社会实践中还把自

己在清华学到的技术和其它知识散播到祖国大江

南北。如果你的家里曾用过甚至还在用友谊牌洗

衣机，你可能会对营口洗衣机总厂有些许了解。

起步晚、基础差的营口洗衣机厂在 1981 年与日本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进行技术合作，加快了企

业技术改造的步伐，与此同时，职工的技术素质

也需要跟着提高。1987 年，到营口洗衣机总厂实

践的几位同学除了做管理信息系统调研和初步分

析与设计外，还为工厂进行了技术培训，为工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与日本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进行技术合作的营口洗衣机总厂

初具雏形的国贸中心一期工程公寓、写字楼 1 座、中国大饭店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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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管理水平及提高工人技术素质出了力。 

改方案，赶图纸，这些建筑的背后有他们的智慧

你或许曾去过坐落在延庆著名旅游胜地龙庆

峡的“平北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但你可能不知道，

1987 年在北京延庆县民政局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

清华研究生，也参与了该纪念碑的设计工作。

你或许也常惊叹于地处北京中央商务区核心

部位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中心）的繁华夜

景，但你可能不知道，1987 年，我们的清华校友

在当时的北京钢铁设计研究院进行暑期社会实践

时，绘制了国际贸易中心塔楼的施工详图。

1987~2017：走过 30 年

从1987年清华研究生社会实践大幕拉开起，

到现在，已形成了五大实践品牌构成的实践育人

体系——博士生必修实践、就业实践、基层短期

挂职、博士生实践服务团和知行计划。让我们一

起回顾这 30 年，看看清华研究生社会实践，是

怎么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

博士生必修实践 

2002 年，社会实践成为博士生培养的必修

环节、硕士生培养的选修环节，时间由四周延长

为六周。2016 年，第一个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

践（海外）基地建立，博士生必修社会实践（海

外）项目（Go Practice）随之正式启动。目前，

清华大学博士生海外社会实践基地涵盖波兰、文

莱、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

亚和肯尼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就业实践——启航计划

2003 年，清华全校研究生范围内组织开展

以就业实践为主要形式的“启航计划”。随着就

业实践工作的不断深入，2009 年，清华大学启动

“百千万工程”，旨在建设好上百个实践基地，

每年组织上千名研究生实践，引导万余名研究生

的就业择业。2012 年 3 月，“分类引导”的就业

实践工作理念正式确立，即结合研究生学科特点

和就业意向，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实践工作，通

过实践引导就业。

实践把就业引导的种子埋在了每位参与者、

组织者心中，经过地方土壤的培育，成长为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的一棵棵树苗，反哺一方土地，在

地方工作中形成一种清华风格。

短期挂职——基层锻炼

2003 年，为深化清华大学研究生对公共服

务与基层工作的认识与理解，有选择、有指向、

有目标地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综合能力突出的高

素质、复合型人才，引导研究生“到西部去，到

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推出了

面向基层的研究生短期挂职项目。经过 7 年的岁

月积淀，2010 年，研究生骨干研修班正式开班，

旨在通过理论学习、素质拓展和实践锻炼等环节，

不断引导和输送优秀研究生到基层建功立业。

2012 年 7 月至 8 月赴国家级贫困县、三峡库

区腹心地带的重庆市云阳县短期挂职的苟斗斗同

学说：“通过实践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思，深刻感

2001 年“清华大学博士军旅行”社会实践中，陈旭老师（时任电子
系党委书记）向海军某基地领导赠送纪念品

2013 年清华大学研究生赴宁德地区实践支队成员参观当地开
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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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贫困地区百姓的不易，感受到基层干部的不

易，感受到谋发展干事业的不易。从长期就业引

导来看，效果是明显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得

到具体化，地方和百姓不再是一个概念，是生动、

多样、实实在在的。地方需要我们，使命呼唤担

当。”毕业后，苟斗斗所在的挂职支队 7 人全部

进入了地方党政机关或重点国有企事业单位、高

校工作。

博士生实践服务团

科技服务社会，知识回报人民

 1998 年，清华大学开展了“清华博士生齐

鲁行”活动，17 名博士生赴山东省的 11 个县市进

行为期两周的科技服务。随后几年，又连续开展

了“浙江行”“西部行”“军旅行”“辽宁行”“内

蒙行”“航空行”“农村行”“民生行”等社会

实践活动。通过采用巡回报告、实地考察、座谈

交流等形式，向机关、企业、学校、乡镇等地方

基层单位传播最新的科技信息，为地方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智力支持。2000 年 4 月“清

华大学博士生报告团” 正式组建。随着工作的深

入，2005年清华大学博士生报告团正式更名为“清

华大学博士实践服务团”。

 自成立以来，博士生实践服务团先后组织

超过 1000 名博士生参与实践服务，为地方政府

和企业开展科技报告累计超过 500 场，吴官正、

贺国强、张德江、曾培炎、李继耐、孟建柱、胡

春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接见我校实践服务

团同学，并给予高度评价。

深潜调研——知行计划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015 年，为搭建研究生实践支队探寻国家需

求、研究社会发展热点问题的平台，将学术与实

践相结合，研究生社会实践“知行计划”正式启动。

“知行计划”鼓励学生围绕当前社会热点、

难点问题进行长周期、沉浸式的调研，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

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以及远大抱负和脚

踏实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从 1987 年到现在，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

践走过了 30 年，实践理念也紧贴时代主题发生

变迁。这三十年里的社会实践，大道知行，三实

而砺。

后记

从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

习近平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几代领导

人一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广泛、深入开展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是清华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一个优良

传统，自主选题、自主开展的社会实践已经成为

许多同学暑假期间的“必修课”。历史滚滚向前，

每到暑假，清华学子一如既往，奔赴祖国各地甚

至是世界各地，将他们的足迹留在雄安新区、贵

安新区，留在大别山、井冈山、遵义，留在以色列、

伊朗、柬埔寨……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清华研读间”）

2016 年虫草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调研支队的调研行程

2017 年肯尼亚支队与当地有关负责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