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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联大地下党活动情况时所说：“这似

乎是大家介绍西南联大所少提到的，大概

由于当时我们处于地下状态，许多情况不

为大家所了解之故……”这话我是深能理

解并有体会的。

文化小组的同志在革命胜利前舍身忘

我地为党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生前

都未能留下较完整的回忆文字。回望着他

们渐行渐远的身影，也已是耄耋之年的我

总想着为这些曾在第二条战线上出生入死

战斗过的普通共产党人写下点什么，以使

其不为人所知的业绩不至于湮没于历史的

尘埃中，但囿于我所知不全且浮于表面，

以上叙述肯定是不完整的。但我明白，比

叙述本身更清楚、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建

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和幸福的新中国

这样一个艰难、漫长的历程中，这些无名

战士的事迹是不该被活着的人们遗忘的。

（摘编自《百岁述往忆杏坛》，江苏

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我1937年6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定

县，1956年随爱人到清华大学工作。先

在人事处档案科，后到第一科（学校直属

的保密科），于1960年调校长办公室直至

1992年退休。曾任校办党支部副书记、秘

书科科长。曾获评校先进工作者、北京市

先进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北京市

群英会和北京市教育卫生体育等五条战线

先进工作者会议，为终身荣誉获得者。退

休后这33年时间，我也一直在发挥余热。

本文梳理了我在职以及退休后两个时期的

工作，与校友们分享。

我的人生与奉献之路
○郭  锋

一、在职工作：尽心尽责 传承创新

行政管理工作亦应革新

1959年技术革新，我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结合行政机关实际，和教务处一位懂

电的同志一起，对处里的手动中文打字机

进行了革新，改造成电动打字机，比原来

打字机的打字速度提高了3至5倍。我也参

加了学校的打字比赛，名列第一。

关心别人从小事做起

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深深感动了我，

我决心向他学习，从小事做起。

时任校长蒋南翔同志非常注重群众来

信、来访。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待群众来

访和处理群众来信。有一位从南方考入大

学的学生给校长写信，反映没有厚棉被，

多次感冒、发烧，影响了学习。当时已到

冬季，天气很冷。校长看信后批示：“此

关系到学生健康，立办”。我立即找相关

系负责人，审核批准给予经费补助。不过

郭
锋
学
长



回忆录

清华校友通讯104

该男生年龄小，不会缝被子。我就利用业

余时间给学生做好被子。学生盖上了暖和

的被子后，非常高兴，他的家长来信表示

感谢，我心里也暖融融的。

另一次，一位学生来找校长（时任校

长张孝文），由我接待。他很不好意思地

说自己从西部地区考来，由于当地卫生条

件差，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身上长

了虱子。来学校后，不仅自己难受，还怕

传给同宿舍的同学，更怕同学知道后会看

不起他。为此顾虑重重，夜晚睡不着觉，

上课不能专心听讲，学习成绩急剧下降，

他很苦恼。我立即向校长汇报，获得批示

后，找相关系负责人商量处理意见，决定

将其所有被褥销毁，置换全新衣被。事后

学生情绪恢复正常，学习成绩也上升了，

表示非常感谢学校的关心。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在工作中，我以实际行动向雷锋

同志学习，做好各项工作。

对校机关基础工作的贡献

“文革”期间，我到学校幼儿园和计

算机系人事科工作。1979年，校长办公室

恢复时，我被调回校办。校长办公室恢复

《清华大学行政工作简报》《校长工作回

忆纪要》《清华公报》，由我负责简报、

纪要和公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为使学校的文书格式统一，公文处理

程序规范，并保证档案质量，我设计了公

文处理的一整套文本，由校办统一印发全

校各单位，这对机关工作走向正轨化、规

范化、程序化起了一定作用。

调查研究健全管理制度

我在协助领导组织召开校系机关工作

人员工作经验交流会和观摩会等活动中，

了解到一些校系机关工作状况、人员素质

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据此我起草了《清

华大学行政公文处理暂行规定》。根据

《全国重点高校暂行工作条例》中关于领

导体制和行政组织原则规定精神，到各系

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起草了《关于健全

系行政领导体制的意见》，报校长工作会

议通过执行。

根据领导的指示，我还对全校的印

章管理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清理整顿工作，

并针对印章管理、刻制中存在的问题，

起草了《清华大学行政印章刻制和管理制

度》，报校长工作会议通过、公布全校执

行，对完善学校行政管理制度，保证学校行政

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培训队伍，做好传帮带

我兼管校办打字室业务的安排和协调

工作。打字文印工作看起来是一件平凡具

体的事，但它却是学校文秘工作的一个窗

口，反映了学校工作的面貌和对外的声

誉。校办每招一名打字员，我都要严格挑

选、精心培养、严格要求。为了提高全校

20世纪50年代，校办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 3 为时任校办秘书科科长周撷清、右 3

为时任副校长李寿慈、右 2为郭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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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印打字水平和调动打字员学习业务的

积极性，与校工会联合举办了首届中文打

字员业余竞赛活动。其间还针对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给大家讲了对文印打字的要求

和各种文本格式的基本知识，进行了一次

较系统的业务技术培训，为提高全校打字

文印人员的业务水平打下了基础。

1980年与1990年，学校职工教育办公

室为提高机关青年职员的文化业务素质，

举办了秘书班。我应邀讲了文书处理和印

章管理等管理学、文书学的基础课。

1985年，我曾应邀给电视大学文秘班

讲过文书学课，并编有讲义印发给学员。

同时还写了“我对业务培训的意见”转交

给有关业务部门参考。

总结撰写文章

1986年年终总结时，我对校内请示报

告处理工作进行了重点总结，撰写了《谈

谈我对处理请示报告的体会和做法》一

文，刊登在全国发行的《秘书之友》杂志

上。文章发表后，受到不少高校同行们的

关注。尤其对我设计的请示报告传阅登

记表程序等，认为很有特色，纷纷来

函索要。

1988年为了培养年轻人，办公室

决定将我负责的信访工作交给年轻同

志来做。我想给年轻人交接工作，不

仅要详细介绍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

要教给他们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

指导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

作态度。根据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工

作情况，我撰写了《我对信访工作的

体会》，此文同时刊登在《人民信访》

和《北京信访》两个刊物上。当年校

办、党办被评为北京市和高校信访工作

先进集体，上报的材料也是由我为主撰

写的。

编辑工作

《清华大学大事记》是清华大学日常

重要活动的真实记载。从1979年我回校办

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期间，都由我记录。

我还编辑了《清华大学规章制度汇编》第

一、第二分册，《清华大学规章制度选

编》总册。1991年，学校根据事业发展的

需要，决定编辑出版一册含学校各部处业

务方面的规章制度选编。这个任务由我来

承担。全书共纳入选辑249个规定，共60

余万字，前后校对4次。这样大的工作量

是我在做好日常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完成

的。从春节假日后到校庆前出版，我用了

全部业余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有时候忙

得顾不上吃饭。在各部、处、校、印刷厂

同志们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终于按计划圆

满地完成了任务。同时，我写了规章制度

选编工作的汇报和建议，得到了学校有关

领导的好评。

2007 年，校办部分工作人员与老领导合影。前

排左起：钱锡康、薄新宇、张桂先、董力、于水、王芹，

中排左起：周家 、孙继铭、张慕 、解沛基、方惠坚、

饶慰慈、徐心坦，后排左起：王玉和、赵德春、郭锋、

葛长华、虞石民、承宪康、关慧敏、金毓宏、白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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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休奉献：桑榆非晚 老有所为

我是1992年退休的，退休后一直没有

闲着。在校友联络处工作7年；在中国高

科技专家委员会清华大学分会工作4年，

任办公室主任兼高专委副总裁；连任两届

中国老年学学会科学养生专业委员会主

任，共8年。曾两次被评为中国老年学学

会先进工作者，荣获中国老年学学会科学

养生专业委员会终身成就奖，并入选“中

国老年人才库”。

联络培训和健康普及工作

在校友联络处工作的7年，我对自己

的要求和退休前没有什么两样。我认为一

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要责无旁贷地为

年轻人做好榜样。在工作的同时我还协助

领导协调好年轻人的关系，调动发挥大家

的积极性，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

从1995年至2005年，为香港公务员培

训班传授中华传统文化的养生理念和科学

健身方法，一共40期，受到好评。一位带

队副团长参加我的班，听了我的课后感到

收效很大，特意把夫人从香港接来一起学

习。他说在香港也有人教，但不如我教得

好，学员们回港后互相转告，很多学员就

是奔我来学的这个课。有的学员还第二次

来找我学，说老师的热情与耐心给他们留

下深刻印象，他们很感激。

为了普及健康与养生知识，我也参加

一些节目录制：中央教育电视台邀请我以

健康专家的身份，以记者问答形式在《健

康时尚》栏目播出健康知识；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拍摄我教练的《八段锦》动作

全过程及平时锻炼身体的短片，向全国

播放。

我还参与筹建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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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专家委员会清华大学分会，并在其

中工作4年。分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退休

人员的科技项目转让，几年来分会帮助了

一批项目成功转让。

科学养生专委会工作

2004年4月，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国老

年学学会科学健身与长寿委员会（后改

为“中国老年学学会科学养生专业委员

会”），它是国家二级专业委员会，靠自

筹资金运作。参加工作的同志没有报酬、

义务服务。主要核心人员由清华、北大、

北医大、北工大、市委党校、老年报社等

单位离退休人员组成。我被老年学会任命

为主任。2004年到2012年，8年来在我的

主持下，取得了如下工作成果：

成功主办、承办全国大型学术研讨

会、研究报告会、健身养生会和高峰论坛

等15次。承办第八届亚大地区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大会的两个专题论坛，同时还在江

苏如皋、浙江奉化、广西巴马召开三个国

际卫星会议。

组织专家编写培训“养生指导师”和

“养生辅导员”的两本讲义，为培养养生

教育工作人才打下基础。编辑出版《科学

养生健康长寿论文集》5卷，收集来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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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的论文800余篇，发行6000余册，

遍布20多个省市地区；编辑出版《老年健

康园地》20期、《康寿时代》会刊21期，

发行范围也由原来的京籍会员扩大到全国

各地会员、专家、研究员和地方老年组

织，两项共发行30000余册。组织制作了

《科学养生在中国》的专题片。创建了科

学养生网站。

邀请组织全国200多名专家在大型健

康养生大会上作报告。挖掘搜集推广散落

在民间的安全有效的健身方法十多种。组

织班子成员到社区乡镇送健康活动，举办

报告会、座谈会，约数万人受益。在地方

设站点，推行科学健身方法，普及科学养

生理念，有数十万人收听。

创办科学养生专业委员会艺术团，在

北京举办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大会上首

次演出，受到领导和观众的好评。与数家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拓宽了健康教育领

域，也得到了企业的支持。

这8年，我工作任务重、要求高、压

力大，不过也得到了充分肯定：两届专委

会均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个人也被评为先

进个人，获得终身成就奖。时任中国老年

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赵宝华这样评价：“郭

锋主任委员以对老年健康事业的深厚感情

和社会责任，克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

举办了一系列社会活动，形成了稳定的专

家群体和长期粉丝会员，创造了很好的工

作局面，为促进健康老龄化事业发挥了积

极作用。”

老有所乐的“乐康屋”

2013年，我在学校离退休处的邀请下

和清华附中冯玉中、自动化系殷玉琴两位

老师一起创办了以高龄老人为主体的服务

组织“乐康屋”，很受欢迎。在组织活动

的过程中，对高龄老人如何科学养生、欢

度幸福晚年，作了研究、实践与探索。

“乐康屋”在册登记近百人，平均年

龄在80岁以上。为校内高龄、空巢、失

独、丧偶等老人服务，营造能谈心交友、

快乐舒心的环境，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

改善，让单调的老年生活多一种选择。

在学校的支持下，“乐康屋”作为一个开

放性的组织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各种主

题、形式多样的活动。直至今日，每周一

下午三点依然是校内部分高龄老人的“盼

头”：期待见面问候、聊天叙旧、互相关

爱，共同学习健康保健知识、时政要闻，

唱歌跳舞、自娱自乐。

“乐康屋”创造了老年人帮助老年

人，自己帮助自己的新形式。“养、学、

助、乐”：养生、共学和自学、自助与互

助，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老年人

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引导学校高龄老人

保持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为老龄事业作

出贡献。先后获得中国老年学学会科学养

生专业委员会突出贡献奖、北京市海淀区

“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

从退休至今，我一直在干我喜欢和擅

长的事，使我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智慧和能

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我认为老年人修养

的源头就是精神不老。

2014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在山东

乳山召开首届国际母亲节大会，我获得

“幸福母亲”荣誉称号；2016年，还获得

北京市海淀区“最美家庭”荣誉称号。新

中国发展76年，我个人也随国家发展，工

作、奉献69年。我要永葆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