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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恢复起来，替农民说话”的重要指示和

邓小平“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

去”的号召，父亲提出了许多好意见。

1980年6月，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农村供

销合作事业却表现出不能适应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要求的状况。父亲在听取各方面意

见后，认为供销合作社的“国有”体制不

能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相适应，只

有恢复原来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才能真正

做到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父亲起草了给

国务院的信，提出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

制，由此打开了供销社系统的改革之路。

在他的引领下，供销合作社成为拥有1亿股

东、400万职工、年销售额占国民经济八分

之一的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 　　

1982年中央决定商业系统机关合并

时，父亲从第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1983
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同年12月，

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任财经委

员会委员和商业外贸小组委员会主席。

晚年的父亲对他在清华大学所学的两

个专业念念不忘，回忆一生做过的工作，

他深情地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开始是

电机系，后来到经济系，毕业论文写的是

《论中国的农产品与对外贸易》。我虽然

没有拿到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我用自

己的前半生完成了清华电机系的学业，制

造出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为祖国的

腾飞插上了一支强大的翅膀；后半生用经

济系所学，为祖国财政金融的飞跃发展插

上另一支翅膀。我用了一生的实践，做到

了我的老师陈岱孙先生所倡导的‘学以致

用，用在奉献’。”

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老

党员，向党献什么礼呢？我年老体弱只好

写一篇文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大家“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就写这八个字的

重要意义。大道理不用说，我就用我亲身

经历和切身体会来说明。

在树德中学

1946年上半年，我在四川成都市树德

中学念高三。时值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

主席来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停

止内战、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人们期盼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可以走向复兴。但

是，我看见了什么呢？执政的国民党的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陈绍炘（1950 届电机）

收大员们都在大发横财；国民党撕毁了政

协协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反对内战、

要求民主的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惨遭

国民党暗杀；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展的反对

内战、反对迫害、要求民主的爱国学生运

动遭到国民党疯狂镇压；物价飞涨，民不

聊生，我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了希望。

班上一批与我有同感的同学组成了学

会，一起研讨“中国之命运”。当时，学

校比较开明，我们能看到各党派的报刊，

各党派也派人到学校来演讲争取学生。在

昆明西南联大念书的树中校友，还邮回了

许多报道联大学生运动情况的传单。我们

经过认真对比、分析、讨论后，得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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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按照

共产党的主张，建立新的中国，才能拯救

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要实现初心，我们学生能干什么呢？

西南联大同学的爱国学生运动，就是我们

的榜样。我们决心毕业后投考西南联大，

这不仅因为她是名校，还因为她开展学生

运动好。到了夏季，得知联大解散了，

北大、清华迁回北平，南开迁回天津。最

后，我们班级有10个人考上清华，4个人

考上北大。

在清华大学

1946年秋，我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

习。清华是当时学生运动的“大本营”。

按我的“初心”，也就顺理成章地积极参

加了清华开展的学生运动。我参加了历

次进北平城内进行“反饥饿、反内战、

反迫害”等抗议游行。进城后，与北大等

校同学一起游行，全国许多城市中的学生

也纷纷响应，被毛主席称赞为“第二条战

线”。清华地下党办了《清华周刊》，主

要刊登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

罪行，报道时事动态和解放区生活。我看

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我参加了

周刊的发行工作，担任向全国重点院校邮

寄周刊的任务，封面都是黄色刊物作掩

护。可惜，几个月后被国民党查封了。我

又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到附近农村教农民

识字的“识字班”，一边教一边宣传革命

道理。1948年8月，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清

华园，我们进行了抵抗。几天后我们没吃

的了，军警进入园内搜捕学生自治会理

事，但他们一个人也没有抓到，因为尚在

园内的理事们都躲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奚

若教授和民盟领导人吴晗教授家里。

此后，清华地下党决定不再进行全校

性运动，转入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活动。我

们电机系三年级班上地下党领导人叫李淑

平，他把班上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团结起

来，组成一个叫“HENTER”的组织，作

为开展班上工作的核心，我也是其中的一

员。要开展班级活动，就要成立班会，选

出班会主席。“HENTER”研究，让我出

任班会主席。我们班是当时全校最大的

班级，当这个班的主席，在国民党刚搜

捕过学生自治会理事情况下，风险是比

较大的。我考虑要实现“初心”，就要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因此就同意了。在

“HENTER”支持下，我当选了。

不久，李淑平找我谈话，他说：“你

愿不愿意参加一个比HENTER更严密但有

杀头危险的组织？”我问：“是什么组

织？”他答：“是C.P。”我听后顿时又

惊又喜，这不就是共产党吗！我表示“愿

意”。就这样，1948年11月，我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党指示，在迎接清华园解放过程

中，我组织同学做好保护校园和留住师生

的工作。北平解放后，又组织同学进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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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宣传党的政策。1949年下半年，清华

地下党公开后，我担任班上团支部书记。

1949年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广场聆听到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了”，我的“初心”实现了。我的

心飞向建设新中国的天空。

在大连海校

1949年底，国家在大连建立大连海军

学校，主要从全国重点院校中抽调党团员

学生来学习。清华也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

20名党团员学生，由我带队到大连海校学

习。1950年2月开学后，第一课就是让我

们讨论“为什么当海军？”海校副校长张

学思（张学良弟弟）等首长都下到学员队

与我们一起讨论，帮助我们提高认识。

讨论结果，使我明确认识到如下几点：一

是为了解放台湾、抵御侵略，新中国必须

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二是要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地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困难重

重，任重道远，必须努力拼搏。三是党调

我来当海军，就是要我为建设强大的人

民海军去努力拼搏，这是党交给我的历

史使命。

开学不久，由于课程紧不少学员跟不

上。学员来自地方学校，不少人不适应严

格紧张的军事生活，在学员中思想波动比

较大。我是海校机械系内燃班的学员，兼

任班长并担任机械系学员团支部的支部

书记。强烈的使命感驱使我想方设法协助

领导解决问题。我以身作则，带头尽快适

应生活，努力学好功课；我抓紧一切可以

利用的时间，与思想波动比较大的同学谈

心，鼓励他们战胜困难；我提倡并带头在

学员中大力开展思想上、学习上和生活上

的互助活动。这些都收到良好效果。

1950年9月，在学校评模运动中，全

校评我为“大连海校全校学习模范”。同

月，学校让我代表大连海校到北京列席了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50年冬，

中央号召青年学生抗美援朝参军，海军要

我到北京去动员学生参加海军。我在北京

院校中现身说法地作了几次报告，用切身

体会希望同学们参加海军。结果，有相当

一批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和一些重点

高中的高年级学生，到大连海校担任了教

员和学员。

1951年7月，海军让我代表海军学员

到北京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到

京后，总政又让我担任解放军代表团的团

长。我们代表团表现很好，为军队争了

光。1952年6月，在毕业典礼上，海军首

长亲自授予我一枚“海军英模”奖章。面

对这些荣誉，我明白这是党对我的鼓励，

也是党对我的鞭策，我决心更加努力为建

设强大的人民海军去努力拼搏。

在军舰上

1952年7月，我被分配到华东海军第

五舰队旗舰（司令舰）“井冈山”号任

“见习机电长”。上舰不到一周，原舰上

1952 年 6 月，陈绍炘（后排右 1）在大连

海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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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机电长都调走了，我向谁见习呢？

“井冈山”原是国民党海军的一艘“坦克

登陆舰”，机电部门中有不少留用的原海

军官兵，他们中有一些人对我存有疑虑。

“井冈山”又是一艘3600多吨的设备多而

陈旧的舰，因此故障特别多。我一个刚毕

业的“学生官”，面对这一大堆困难，真

有些害怕。但是，这正是我的使命，只有

去努力拼搏，别无选择。没有人带，我就

一个多月没有离开舰，到备舱室去摸清设

备情况；我找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以打

消他们的顾虑；我与干部、战士一起修好

了一次次的故障，保证了远航等任务的胜

利完成，舰队为我记三等功。

1953年，海军调我回海校担任教员。

连续两年，我都担任学员到舰上去进行

海上实习的舰训主任。实习科目有三大类

（机械、电工、海军工事），各舰舰训主

任都是海校机械专业的教员，教学上还需

要电工和海军工事教员上舰去协助。我在

海校学机械，但在清华学电工，因此，在

我所在舰上的教学任务我就全包了。担子

确实很重，也很累，但我认为这正是我的

使命，尽力去完成好，因而两年都立三等功。

在海军机械学校

原大连海校机械系后扩大为“海军机

械学校”。1954年冬，学校训练部部长找

我谈话，他说：“部里新成立物理教研

室，物理教员来自北大、清华等校，各有

所长，需要人去把他们团结起来搞好工

作。你是清华来的，基础好，学校让你来

当主任。”听后我暗自叫苦，我只学过一

点工科普通物理，哪有什么基础好呢！要

去领导一批物理系教员，困难实在很大。

再说这是大改行，对我专业前程影响也挺

大，心中有些犹豫。此时我又想，组织上

这样安排，一定是海军建设事业的需要，

这也是我的使命，我就顾不上困难和个人

得失，硬着头皮去上任了。一开始我就

说：“我是来学习的，我的任务主要是团

结大家共同搞好教研室工作。”实际上，

部里除让我担任物理教研室主任，还让我

担任部里直属的12个共同课（如数、理、

外、体……）教研室团员的团支部书记。

当时，教员中年青人占大多数，年青人中

团员又占大多数，因此团支部工作的好坏

影响很大，所以部里把我调来既当主任又

当团支书。我明白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

竭尽全力做好主任与支部工作，没有辜

负党对我的重托。1956年底，海军授予我

“先进工作者”称号。

1957年，党开展整风运动。在讨论

“如何看待课后辅导”时，我提出了与当

时领导不同的看法，当即被认为是“反对

党的教育路线”，受到无数次的批判，被

撤销教研室主任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

的处分，下放工地去劳动改造。“文化大

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又对我进行许

多次批斗，抄了我的家，让我挂上黑牌子

示众，还把我关进“牛棚”近一年之久。

但是，我挺住了，因为我坚信我们党是伟

大的党，一定会改正错误，我也一定还有

机会去完成党交给的使命。

在海军工程学院

1960年，“海军机械学校”扩大为

“海军工程学院”。1970年，党为我平了

反，撤销了对我的处分，恢复了我物理教

研室主任的职务。此时，物理教员在“文

革”中流失大半，物理实验室在“文革”

中被抢砸一空，我实际上是个“空壳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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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困难很大。使命在身，我只有努力

去拼搏。我到各地去回收流失的教员，我

到清华去要毕业研究生，教研室开办了

“物理师资班”，招收了研究生，从而逐

步补充了教员队伍。在各级部门支持下，

迅速建成了有近千平方米的较完善的物理

实验室。我还注意团结好“文革”中批斗

过我的“造反派”，一视同仁地重用他

们，我设法送他们中一些人去进修，尽力

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从而调动了

他们的积极性，教研室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受到各方好评。

1983年，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海军工程

学院副院长。在院领导讨论分工会议上，

院长提议让我分管全院教育训练、行政管

理和后勤保障工作。听后我感到担子太

重，怕挑不起来。但我又想，我已年过55
岁，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最后冲

刺”时间中多挑一点担子，多做一点工

作，正是我的使命，我同意了。

在位5年，我基本上没休过假，起早

贪黑地努力工作，在海军和学院党委领导

下，与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几年后，把饱

受“文革”创伤的“海工”建成为全军一

流、全国知名的院校。1987年，美国海军

训练司令率美国海军院校领导人来我院参

观访问，他们惊叹中国有这么好的军校。

1988年4月，国家教委副主任率有关司长

和北大、清华等五校领导人来我院参观访

问，对我院评价相当高，认为有许多方面

值得地方院校学习。1988年5月，总参谋

部在我院召开了有几十所全军专业院校参

加的“教学改革现场会”。

1988年8月，因我已超龄半年，中央

军委命令我离职休养。

回顾我几十年的海军生涯，我始终没

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一直牢记党交给我的使

命，因而在许多关键时刻，我就有敢挑重担

的勇气，就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就有不计较

个人得失的胸怀，为人民海军建设事业作出

了自己贡献。我想，这就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这八个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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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驱倭八载存亡搏， 倒蒋三年胜负宣。
拉朽摧枯立新国， 援朝抗美捍疆边。人民生活蒸蒸上， 世界名声誉誉连。
雪域高原筑天路， 平湖险峡渺波烟。金牌奥运频前列， 寿命人均足倍延。
国力高峰居亚位， 扶贫伟绩史碑镌。航天外宇揽明月， 潜海深沟捉鳖鲜。
疫虐环球生计减， 除魔独我贸经先。英明领导民为本， 温故图新志益坚。
不忘初心铭使命， 复兴宏业创瑰篇。泱泱古国三飞跃， 亿万欢呼庆百年。

七言排律十八韵·百年颂
○方耀堂（1953 届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