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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11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由于疫

情，今年校庆可能不举行大规模返校活

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谨以此文表达

我对母校的怀念和感恩。

1963年，17岁的我从江南水乡常州考

上清华大学。“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

的摇篮”，是我魂牵梦萦的科学殿堂，在

这里我接受了德智体方面严格的培训，树

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学到了科学的辩证思

想，奠定了我一生安身立命的基础。

我们1969届提前在1968年底毕业，时

值“文革”，我被分配到东北一水电建设

工地，三年后留在了位于长白山余脉的这

个地下电厂，从事水电站自动化的工作。

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当时我厂是东北电网

第二调频厂（丰满是第一调频厂），每天

在电网早晚尖峰时都要发电，每天机组要

起停四次。如果我负责的设备出了故障，

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写在母校 110 华诞到来之际

○周志宏（1969 届水利）

则可能开不了机，并不上网，发不了电；

或者远在几百里外的东北电网总调度室就

收不到我厂的在线信息。我当过电工二次

班长，包括继电保护、自动装置、高压试

验、电气仪表、远动设备等的检修。后来

又当了电气检修车间主任。

在东北的头两年，我在工地的一线班

组劳动锻炼，上班曾连续扛过几十袋水

泥，也曾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坝基

打风钻。这段时间使我在身体和思想上得

到了锻炼，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和甘苦。

班组中绝大多数工人师傅是纯朴的、

友好的。虽然当时生活环境、工作条件、

政治氛围都欠佳，我们有过迷茫，有过苦

闷，但没有消沉，心中有一个信念：“天

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在

那些荒唐岁月，我没有放弃对科学知识的

追求，在业余时间，我巧妙地利用英文版

语录和公开发行的外国共产党机关报来学

习外语，不使英文荒废。平时加强自学，

记下大量学习笔记，默默地积蓄力量，等

待时机，相信会有云开雾散、重见天日的

一天。

1971年“9·13”事件后，政治形势稍

有宽松，知识分子政策稍有落实，我于

年底被安排到电厂筹建组。我在这个处于

崇山峻岭的地下电厂，忠于职守，埋头

苦干，默默奉献到1985年。克服了生活条

件极度艰苦、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困难，

2011 年 4 月 24 日，人民大会堂前，周志

宏学长（右 1）与上海校友（左起）项祖荃、

章博华、刘西拉、陈陈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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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了整整17年，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还

有我心爱的长子。1976年因当地医疗条件

差，孩子出生十几天后夭折。 
我在这里掌握了先进的电气技术，虽

然地处偏僻，因是东北电网直调厂，能接

触到最新的科技成果，如集成电路化的四

遥装置，即遥控、遥调、遥测、遥信，为

当时全国最先进，其他电厂通常都只有两

遥（信、测），而且基本上都是晶体管甚

至电子管为主的设备。我从一个初出茅庐

的大学生，成长为东北电力系统小有名气

的“电气调速”专家，并且凭借自己的实

力，加上机遇，于1985年底作为电力部的

技术骨干被调到核工业部，参加核电

建设。

1985年底，我在北京的电力部第二期

出国预备班还未结业，秦山核电厂的调令

就来了，催着马上报到，以便安排赴美培

训。在秦山核电厂，我参加了生产准备和

电气的调试、检修工作，为中国大陆核电

事业零的突破尽了自己一份力量，感到很

自豪。

1994—1998年，我参加巴基斯坦恰希

玛核电厂的调试准备和现场调试，为重点

援外工程付出了自己的辛劳，感到很欣

慰。正是由于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使，我

在恰希玛现场一年多时间克服了种种困

难，较好地完成了临行前领导交付的任

务，凯旋回国。这是对我思想、技术、身

体等综合素质的一次全面考验，我交出了

合格的答卷。

1998年，我调到秦山三核——从加拿

大引进的重水堆项目，直到2006年退休。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核电的技术管理

和生产管理工作，没有什么显赫的职位和

辉煌的业绩，只是核电战线的普通一兵，

一名工程师（高级职称）。我年轻时的梦

想就是当工程师，真是求仁得仁，没有遗

憾。每当我看到挺拔的反应堆厂房和高耸

的50万伏超高压输电塔，强大的电力源源

不断地输入华东电网，送往杭州、上海和

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心中总是满满的

自豪感。

在退休前的2005年，我获得公司“优

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2003年三期工程

建成评功时，我获一等功嘉奖。1992年1
月一期建成发电后，我获二等功嘉奖。

2003年3月，《中国核工业报》以《我身

边的共产党员》为题刊载了我的事迹。

退休后，也是机缘巧合，我又再度上

班。我发挥余热的单位是中国核电工程公

司（调试部），该公司是原核工业北京第

二研究设计院为主、与核四院和核五院三

家设计院组建而成，承担新建核电站的设

计、设备采购、土建、安装、调试、监理

等全部工作。设计是他们的强项，但对核

电站调试缺乏经验，所以我和几位老同事

作为专家被礼请来，岗位是调试顾问。能

够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学识和经验为蓬勃发

展的核电事业再发挥一点余热，是一件十

分愉快的事。

2015年，我彻底告别了近50年的工作

生涯，光荣退休。盘点50年的工作生涯，

我全过程参加了一个常规电站和两个核电

站的建设和运行，参加了一个国外核电站

的调试工作。2006年退休后又以专家身份

在中国核电工程公司发挥余热，参与福

清、海南及方家山核电前期的调试技术支

持工作。其间，虽然有过遗憾，有过曲

折，有过失误，但始终投身于自己热爱的

事业，特别在后30年参与了核工业第二次

创业，亲身见证了祖国核电从无到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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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大的艰难过程，为核电

的起步和发展，尽了自己绵

薄之力，感到无比荣幸和骄

傲。此生虽然平凡，却不平

庸。

我曾在毕业40年时写了

以下感想：“崇高的使命

感，把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的

需要紧紧相连。无论在什么

岗位，我们都没有虚度年

华，发出了自己的光和热。

在共和国这座宏伟大厦中，

我们或梁或柱，或砖或瓦，

都是优质品。我们可以无愧地回首过去，

也能够坦然地面对今天和未来。”2019年
校庆，我返校参加水九毕业50周年聚会，

荣幸地加入了学校运动会入场式毕业50年
校友方阵，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2011年母校百年大庆，我曾作为校友

代表，荣幸地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

大会。承水九同学们的厚爱，推荐我作为

年级的代表参会。在排队进入人民大会堂

时，我遇到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刘西拉、

陈陈、章博华、项祖荃诸位学长，我们很

高兴地一起合影留念。

百年校庆期间，我还参加了上海校友

会艺术团在学校的两场演出。这次演出的

主题是“唱不尽母校百年情”。我们演唱

了《祖国慈祥的母亲》《祖国不会忘记》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漠之夜》《建筑

工人之歌》《周总理来到清华园》《清华大

学校歌》。歌声表达了我们对母校的一片

深情，表达了我们这一代的奉献精神。歌

声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年轻时代，引起台下

观众的共鸣，一些老年学友感动得一起合

唱。其中，《建筑工人之歌》和《水利工

作者之歌》旋律相同，歌词稍加改动，是

土木、水利两个系的系歌：

住着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
一旦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好了水库大

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
许多同学都是亲身经历，其中的酸

甜苦辣，一言难尽。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

照，我们确实是奋斗的一代、奉献的一代。

2017年5月，我随上海校友会艺术团

参加央视《出彩中国人》演出，演唱《我

爱你中国》，感动了千千万万国内外观

众。我们在央视舞台上，向全国人民展示

了我们这个群体的风采，展现了我们这一

代人的经历和精神，这就是艰苦奋斗的精

神，就是爱国奉献的精神。

2017年12月8日至11日，我随上海校友

会艺术团应母校邀请，回到了清华园，参

加清华大学“一二·九”歌咏比赛活动，分

别在本科生、研究生的歌咏大会上，演唱

了《我爱你中国》《祖国不会忘记》《清

华校友歌》，引起学弟学妹们的热烈反

响。他们说：好感动 ，特別棒，有激情，激

动人心，受到震撼，有心灵颤动的感觉。

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在清华大学 2017 年“一二·九”歌咏

比赛活动中演唱《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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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返校，校领导两次宴请我们，在

8日晚上和10日中午的欢迎宴上，党委书

记陈旭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恺的讲话

暖人肺腑。陈旭书记在欢迎宴会上说：

“你们在央视《出彩中国人》的节目，给

学校赢得巨大的声誉。首先你们的歌声

好，歌声美，最重要的是各位学长在你们

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一辈子

的付出，给你们的歌声增添了厚实的内

容。我代表学校，感谢各位学长。你们都

已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了，在各自岗位

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你们的精神一定会

在我们师生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2021年春节前，我们上海校友会艺术

团又在央视网络春晚演唱《少年》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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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火爆全网，再次引起强烈反

响。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演出，但也同样

为自己的团队自豪。

50多年前，我们走出清华园，奔赴远

方。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我们的信念

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些闪光的日

子，伴随着悠扬的歌声，一直铭记在我们

心中。深情的旋律饱含着梦想、奋斗和奉

献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母校的感激之情。

感恩母校对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

奠定了我们一生的基础，使我们这群清华

学子，如今仍有如此旺盛的活力，过着快

乐、幸福的晚年生活，“历尽千帆，归来

仍是少年”。             
2021年2月 于上海

满江红 •贺清华母校华诞
○王树文（1966 届精仪）

百十年庆，清华园，欢声笑语。
喜今朝，风华正茂，雄心未已。峥嵘
岁月爱国路，自强厚德立根基。育人
才，献科研成果，争第一。
新时代，振兴期，新高度，新格

局。再出发，奋力中华崛起。为科技
创新探路，为民族振兴砥砺。立宏
图，任重而道远，齐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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