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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淦泉学长在安徽校友庆祝母校百年华诞

大会上讲话

研中十分重要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思想的

重要源泉。

从2001年开始，刘永坦着力进行梯队

建设，将接力棒传递到了年轻人手中。正

如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聂力中将所赞誉

的“刘永坦是个难得的帅才”那样，他带

出了一支作风过硬、能攻克国际前沿课题

的科技队伍。

面向国家未来远海战略需求，自

“十五”开始，刘永坦带领团队规划实施

了对海远程探测体系化研究，逐步开展了

分布式、小型化等前瞻技术的自主创新，

为构建由近海到深远海的多层次探测网、

实现广袤海域探测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

在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之时，很多人

都可以为了梦想去战斗、去拼搏。可是，

当有了一定积累、功成名就之时，还有多

少人能够心甘情愿为了伟大的事业艰苦奋

斗，为了最初的梦想继续前行？真正考验

一个人的不仅是逆境，还有顺境。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得两次了，“双院士”的

头衔也早早拿到了，中国的新体制雷达已

经是世界领先，刘永坦却从来没有“因为

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投身教育科研事业60周年的刘永坦

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耄耋

之年仍奔波在教学、科研一线，继续为我

国筑起“海防长城”贡献力量。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9年1月10日）

邹淦泉，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
学系流体力学专业。1965年毕业后，留校
担任辅导员；1970年，来到合肥进入精密
铸造厂工作；1977年，开始进入合肥市委

邹淦泉：认真和责任是清华
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组织部工作；1983年后，先后担任合肥市纪
委书记、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务。2003—2018年，担任清华大学安徽校友
会会长，并荣获清华校友工作荣誉奖章。

2018年是邹淦泉学长入学清华大学60

周年，60年弹指一挥间，已经80高龄的邹

淦泉学长，谈到在清华大学学习、生活

的点点滴滴，依然充满激情，仿佛那些

关于清华的人和事一直在身边，他与清

华也从未远离。

在与邹淦泉学长交谈的过程中，“认

真”和“责任”是邹淦泉学长说得最多的

两个词，他说：“‘认真’和‘责任’是

清华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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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是我的第一志愿            

1938年邹淦泉学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

一个贫困家庭，1953年跟随父亲到上海生

活。“不能让孩子没有文化”，在上海工

厂工作的邹淦泉学长的父亲，深知文化知

识的重要性，于是坚持让邹淦泉学长进

入上海建设中学学习。那时候的邹淦

泉学长非常勤奋，经常在路灯下坚持

看书到深夜，1 9 5 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清华大学。

说到当时填报高考志愿的情形，邹淦

泉学长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我的第一志

愿填的就是清华，但是这不符合当时学校

倡导的报考志愿的方向，于是我的高考志

愿单就被打了回来，按照学校的要求，我

改填了四个军工类大学，但最后一个我还

是选择了清华，后来校长看我这么执着于

清华大学，还是同意了我报考清华。就这

样，那年秋天，我到清华园报到了。”

“从上海到北京，当我走进清华园，

清华大学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映入眼帘—— 

‘清华园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疲倦

瞬时消失。从进入清华园的第一天到现

在，清华一直都是我的骄傲。”邹淦泉学

长坚定地说道。

无体育，不清华             

清华建校有三好：校舍好、英文好、

体育好。清华人浓厚的体育情结培育出一

代代大学生群体中拔尖的运动员和队伍。

邹淦泉学长那一代清华人同样为践行清华

的体育精神认真锻炼身体。“把身体锻炼

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

这是当时每一个清华人的信念。”邹淦泉

学长认真地说着。

篮球、排球、羽毛球、溜冰、游泳

以及田径项目总有一款适合你，“当时

每天下午4点半，学校的大喇叭会准时响

起，同学们一听到这个声音就会马上走

出教室、走出宿舍，参加体育运动，我

当时比较喜欢羽毛球，每次都打得大汗

淋漓。”

清华的体育传统对邹淦泉学长的影

响很大，从青年时期到年届八旬，不论

工作多繁忙，他都坚持锻炼身体，“认

真锻炼、认真学习，对自己和祖国发展充

满责任感，是清华教会我的终身受益的

习惯。”

进了清华门，就是清华人

2018年是安徽校友会成立20周年，邹

淦泉学长从2003年开始担任会长，连任三

届，直到2018年才正式“退休”。

“从我开始担任校友会会长开始，我

就取消了向校友收会费的规定，因为校友

会是服务地方、服务学校、服务校友的组

织，不应该给校友造成不必要的经济和心
邹淦泉学长（右 1）和同窗好友们二校门

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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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负担，如果活动需要经费，我们采取自

愿资助的形式开展活动。”

邹淦泉学长担任安徽校友会会长期

间，一直强调“进了清华门，就是清华

人，不论通过何种方式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过的清华学子，我们都是清华人，都是一

家人。所以校友会要传承、发扬清华精

神，以清华精神来指导校友会的工作。”

“一直以来，不论从事哪方面的工

作，我都时刻提醒自己要认真把事情做

好，要对自己和信任你的人负责。”

自从邹淦泉学长担任校友会会长以

来，积极组织开展一系列品牌活动，让安

徽校友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2011

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安徽校友会联

合校友的力量为母校送去了一座名为“擎

天柱”的灵璧奇石，至今仍挺立在清华

园，成为清华园的一道风景。

访谈的最后，不由地问到邹淦泉学长

关于未来的生活目标，邹淦泉学长笑着说，

“现阶段我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做：一是认真

坚持锻炼身体；二是每天按时吃饭；三是做

好‘志愿者’，为社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继

续做一个认真、有责任感的清华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80岁

高龄的邹淦泉学长身体康健、神采奕奕，

对生活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期待，对社

会仍然怀着一颗奉献、热忱的心。年龄不

过是一个数字，心态年轻、充满活力的邹

淦泉学长，依然做事认真，充满责任感，

努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安徽校友会供稿）

中国投行国际化先行者李山，是“几

进几出海内外发展”的中国优秀海归代表

中国投行国际化先行者李山
○马 超  赵银峤

之一，他曾在世界顶级投资银行工作多

年，因为对祖国的一份承诺，学成返国组

建中国第一个国家投资银行。在改革开放

四十年之际，李山详述他的梦想和经历，

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伴随中国经济成长的金

融家故事。

2018年秋，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

哈佛广场上，一家名为Alden&Harlow的

小餐厅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一位是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

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另一

位则是教授最喜爱的学生之一：一个有理

想、有信念，并不断追逐理想的中国著名

金融家李山。

李山和老师奥利弗·哈特在哈佛广场上的

小餐厅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