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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从精仪系来到学校科技处

担任办公室主任。科技处成立50周年时约

我写了一篇稿件，这份稿件从一个侧面记

录了我这段时期的工作，在毕业50周年之际

转摘如下，以表纪念。

工作选择人

“工作选择人”，是清华的传统，对

于大多数清华的干部来说是如此，而对于

一个普通教师——我来说，却也是如此。

1991年下半年，我所承担的“七五”科技

攻关项目“自动对准投影光刻机”完成验

收鉴定，在科技处工作的张书练同志调回

系里另用，科技处希望系里能找一位同志

置换。当时精密仪器系主任周召英找到我

说：你办事认真，待人诚恳，科技处又是

我们系重点联络的部处单位之一，准备派

你到科技处工作。就这样，在1992年我从精

仪系的教学科研一线，来到校机关的科研管

在科技处熏陶锻炼八年
○徐振明（1970 届精仪）

理岗位。与张书练同志在科技处交叉近一

年，一边学习，一边熟悉。

我是1993年初将人事关系正式调入科

技处综合交流科的，时任科技处处长是侯

世昌同志，科里有田贺明、江静、赵戈、

孙荣玲、小董及退休回聘的何惠玉、周敏

康等同志。1993年5月，学校正式任命冯

冠平同志为科技处处长，不久科技处办公

室从综合交流科就独立出来了。1996年学

校又将我调到科技开发部工作。直到2000
年10月份，因学校筹备90周年校庆要建设

新校史展览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钟

爱的科技处。

  皇家园林的环境，
农村土屋的条件

进入红门金匾的“清华园”大门，看

到了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的工字厅古建筑

和庭院深深、回廊曲折的皇家园林的优美

环境。科技处办公室是紧靠大门西侧朝北

的一座平房。10平方米左右，房间里4张办

公桌4个工作人员。桌子上电话、文件、

书籍等满满当当。虽然古色古香的老建筑

和美轮美奂的园林布局使工字厅成为人们

观赏游览的风景胜地，但科技处办公的几

间小平房的工作条件还比较艰苦。这些平

房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冬天只有靠窗口

的不多的几片水暖器供暖，室内温度有时

仅十多度，朝北的门人来人往根本无法关

上，阵阵的西北风带着沙尘直往屋里灌。

1999 年 5 月参加北京亚太国际贸易博览

会，左起：徐振明、滕人杰、孟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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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房间里仍要穿着棉衣外套。好在川

流不息的人流带来的旺盛的人气提升了我

们办公室的温度，热烈的场面、热情的语

言、热心的服务，使我们忘却了寒冷。夏

天，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大白天也是蚊子飞

舞歌唱、横冲直闯的天下，每个人身上被

蚊子叮咬的包红痒肿大，一个挨着一个，

没有消停的时刻。那时房间里没有空调，

每个房间只有一台电风扇，但风扇一开又

会将桌上的文件纸张吹得乱飞乱落，大家

就不想用它了。好在工作一紧张，一专

注，满脸的汗水，一身的汗湿也就没人在

意了。然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工作的科

技管理人员却完成了这样大的管理任务奇

迹，从1991到2001的10年内，学校科研经

费连续保持了年均超过20%的高增长率，

1991年科研经费是0.775亿元，而2001年的

科研经费达9.1亿元。

第一件事是下系调研

1993年冯冠平处长到科技处主持工作

时，对办公室下达的第一项工作是安排

他自己到系里调研，有时一周安排一个

系，有时两周去一个系，约半年左右的时

间，学校的20多个系、院、所都调研了一

遍。每次我都陪同冯冠平同志下系，系里

也都提前做好准备，系主任、科研副系主

任都要详细向我们介绍他们的情况，还要

带我们参观各系的重点科研基地、科研课

题、科研成果，并与骨干科研教师座谈。

通过下系调研，我们了解到各系的科研特

点和经验，如建筑学院“藏富于民”（院

系不提成）；核研院组织大兵团建造低温

堆、高温堆，CIMS发挥校内多单位协同

攻关；电子系军民结合，大力开拓军工科

研任务；环境系“小而精”（系小队伍精

干），与国家环保部门合作，承担国家级

重大任务……第一手的调研资料为科技处

制订全校的科研规划、科技政策提供了可

靠的依据，如“三个计划”的制订（登峰

计划、辐射计划、基地计划）、学校基础

性研究队伍的布局、7个学科群的设立、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发展高科技产

业的举措、保持规模优势与提高科技效益

的部署等。得益于下系调研的经历，我在

以后的科技开发、成果推广、项目转让工

作中对学校总体科研的实力、研究的领

域、成果的类别、研发的程度、运用的范

围、推广的前景等均有较好的把握。

用脑子干活

综合科及办公室工作的特点是人多、

事急、秩序乱、要求高。文件满天飞，电

话响不断，人来人往，嘈杂喧哗。我们一

进办公室，手脚眼嘴，身体的每个部分

都得勤快起来，当然更勤快的还得算脑

子，得用脑子干活。就拿每天对大量公文

信函文件的处理来说，光登记就要花半天

时间。怎么办？要有新的思路：分流，直

通，登、转、存、办。即重要的，登记；

对口的，转出；通告的，留存；急需的，

即办。公文信函在脑中浏览后，按分流处

理方式，直接送发到各科室或当事人手

里。我用这样的方法处理公文，效率提高

了数倍，以后再也听不到“丢失了”“延

误了”“转错了”等喊叫声了。此外，通

过对公文信函的处理，对高校的科研计

划、国家的科技政策、学校的科研动态等

又在脑子里形成了想要却难以获得的宝贵

的副产品，掌握了许多对高校科技管理工

作者非常有用的信息。由于科技处办公室

处理公文信件的方法快速准确，连校办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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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同志处理人民来信中的部分疑难信

函，也常常转到科技处办公室来迎刃而解

了。

一切为第一线的科研人员着想

我在学校第一线工作20多年，也曾当

过科研项目负责人，科研人员酸、甜、

苦、辣的滋味都尝过。到科技处办公室不

久，房管处一位副处长就来和我商量制定

全校实验室收费的方案。当时国家科技

体制正是从拨款制向合同制改革的转变

期，学校老师的科研项目申请并得到批准

十分不易，到校的科研经费，学校要提取

管理费，纵向的5%，横向的更多，有的

系、所、教研室还有分层提成。机电类搞

样机研制的项目，装调、测试需较好的实

验室条件，样机研制的硬件成本很高，科

研经费消耗很大。而我们了解到当时国内

的许多高校，提取比我校低得多的科研管

理费，却提供了比我校更好的科研工作条

件。同时，学校的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国家教委等部门开放实验室均处于创建的

起步阶段，工作研究设施和条件十分艰

苦，尚需获得学校多方面的大力支撑和关

照。我当即向房管处的同志表示，学校实

验室收费方案的出台时机尚不成熟，应从

长考虑，不宜仓促上马。为减轻基层科研

人员的负担，为学校一线科研人员的休养

生息赢得了几年时间。

一心为院系科研管理人员服务

那时学校科研管理是校系两级管理。

学校专职科研编制的教师有2000多人，兼

职科研的教师又有2000人左右，还有几千

人的边攻读学位、边开展课题研究的研究

生队伍。校科技处在编工作人员仅20人左

右，要承担学校如此巨大的科研管理工

作，只有紧紧依靠各院系科研科的工作人

员的积极配合。每年科技处要召开多次系

科研科工作人员会，有全校科技工作通报

和规划会，各类科研项目（基金项目、攻

关项目、863项目、军口项目、国际合作

项目等）申报工作会，科研数据填报统计

会，科技成果申报、归档、管理工作会，

全校科技工作总结会等。

特别值得提到的，每年年终我们都要

组织全校科研科同志开一次工作座谈会，

慰问系科研科同志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

对科技处工作的支持，交流座谈有关科研

管理的经验。每两年，我们还要召开一次

正规的全校科研工作研讨会。1994年的研

讨会在暑期召开，是办公室筹办的，我们

先在校内举行工作交流会，会前我们征集

到数十篇科研管理论文，论文中有许多系

科研科同志的科研管理经验和心得体会，

并印制了精美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有基层

工作人员撰写的一些论文，我们还帮助作

者推荐到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交流会后

到河北易县革命老区参观，并为易县的农

民举行学校科技成果发布会，记得还签订

了新型大棚支架材料等成果转让合同。是

一次很有意义的科研工作研讨会。通过多

次交流和座谈活动，科技处的同志和系科

研科的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紧密的工

作关系，系里同志有什么要求，要什么东

西，有什么困难，只要到科技处来，都会

得到满意解决。科技处要系里的同志做什

么事情，一个电话，立马办好。我离开科

技处后，常常碰上原系科研科的曾兰、王

丽华、张立萍、刘承敏、李秀荣、崔培、

王筠英、陆志强、王金爱、张桂芳、皮新

玲、姜新建、陆符聪、金光宇、徐勤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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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仍感到特别亲切。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那时上午上班时间是早晨7点半。7点
以后，机关的工作人员就陆续提前来到了

工字厅，大家打扫卫生、拖地打水、整

理内务，为7点半的正式工作做好准备。

记得当时工字厅里没有开水房，更没有现

在的饮水机，上班前大家都要将各自房间

里的暖壶灌满开水。离工字厅较近的烧开

水的锅炉房有两处，一处在静斋南边，一

处在二院东边（现动振小楼旁边）。我们

一般都是到静斋处去打开水，校机关的同

志们提着水壶，成群结队地走在工字厅到

静斋之间的马路上，使校机关各部处的工

作人员从相貌上相互认识、相互熟悉，到

工作上相互了解、相互配合。在打水的这

一段时间内，我们知道了学校内发生的大

事、各部处的主要工作、大家关心的热

点、各部处办事的程序、寻求兄弟部处支

持的途径、需要各部处相互协调配合的领

域……集中打水的这段时间，俨然像一个

集体办公的时间，各部处的人员聚集在一

起，需要通报的、需要支持的、需要协调

的、需要合作的，当即拍板解决。正是在

和人事处的接触中，我们得悉有一位日本

友人愿意提供个人基金奖励我校教师的信

息，我们当即和人事处商定设立“横山亮

次论文专项奖励基金”，奖励了力学系的

一位论文高产教师。“横山亮次论文奖励

基金”和“梅贻琦论文奖励基金”及清华

大学科技论文奖励基金一道，为激励我校

教师多发表论文，促进我校科研工作的快

速发展作出了贡献。在集体打水时进行工

作交流，在校机关的工作历史上，从未看

到这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印象、风格和精神

当时校机关的同志评价我们科技处有

“三多”：能人多、贡献多、漂亮的女同

志多。能人多主要指人才多，这不用多解

释，科技处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在科技处

锻炼熏陶后，到校级当领导，到各部处

当骨干，到院系当负责人，到地方企业当

干部的，比比皆是。贡献多也好理解，科

研工作对学校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科研经

费对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科研成果对学

校学术水平的提高，科技水平对国家科技

实力的增长，科技合作对社会发展的影

响，科技成果转让对经济的推动……清华

科技贡献多，有目共睹。而且漂亮的女同

志多，只要看一下每年年底科技处主办的

全校科技成果奖励大会的发奖仪式就清楚

了。在发奖仪式上，科技处的女同志穿一

式的花毛衣、长裙子，她们着装整齐，衣

饰讲究，神采焕发，仪表翩翩，齐刷刷站

成一排，登上主席台给获奖代表颁奖，为

颁奖大会增加了光彩，让校机关其他女同

志羡慕不已。

说到科技处工作作风方面的印象，冯

冠平处长说过的几句话很有启发，他说，
1997 年与科技开发部和与企业合作委员

会的同事们合影。后排左 1为徐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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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着推土机，在前面给你们开山辟岭，

后面你们要挥动镐铲、为道路填土补石。

指挥者在前面开拓进取，大部队在后面默

默奉献，这也许就是科技处的做事风格。

这倒也是清华校风的一种体现。冯冠平处

长在请示报告上批示的那刚健有力、挥洒

自如的粗笔大字，侯世昌处长在工作笔记

本上那工整清晰、一丝不苟的蝇头小字，

在科技处八年间的许多令人难忘的往事

中，两位处长的笔迹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的

频率最高。能否从其中探索出科技处精神

的真谛？仅靠短短八年的经历，我实在难

以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将珍惜科

技处精神所迸发出的每一道光辉。

我爱科技处，那里有许多让我快乐的

回忆。

我的乒乓情缘，主要是在清华求学期

间建立的。在清华读本科的四年里，陪伴

我课余生活的主要是乒乓球活动，乒乓球

就是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没有之一！尤

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也正是经过清华园

的培养，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从一名不了

解规则的普通乒乓球爱好者，成长为一名

乒乓球国际级裁判员。

快乐乒乓

在清华期间，一有空我就会去打球，

打球的地点主要是西大饭厅。2000年前后

在校的校友应该知道，西大饭厅当时已不

是餐厅，而是乒乓球、羽毛球的运动场

地。小时候我没接触过正规训练，大学期

间恰巧和时任清华乒协会长路遥同系同年

级，我们经常一起打球，慢慢知道了正手

攻球、反手推挡等一系列乒乓球技术概

念。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我的打球动作

逐渐显得正规起来，以至于现在常有业余

球友误以为我在体校训练过，这一点极大

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清华园里走出的国际裁判
○黄初冬（1999 级土木）

西大饭厅拆除之后，打球地点便转到

学生服务中心（简称学服）地下室。2003
年“非典”的那段特殊时期，所有室内的

聚会活动都被取消，但依然没有阻挡球迷

们打乒乓球的热情。不知是谁把一张球台

搬到23号楼东面的小树林，于是那里就成

了一处难得的以球会友的好地方。“非

典”期间各种活动较少，在小树林打球就

成为球友们最大的乐趣。全校的球友，都

会跑到小树林里露天的乒乓球台旁集中。

人太多轮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玩双打，

一局定输赢。只要风不大，即便偶尔有点

裁判席上的黄初冬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