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花池

2021年（春） 157

1953年，父亲何礼从团中央调到清华

大学工作，担任政治辅导处主任，兼校工

会主席和清华工农速成中学校长。从此我

家成了清华人，也有了清华校徽。“清华

大学”四字校徽是我父亲的。“清华”二

字校徽是我母亲的，当时她还在团中央工

作，作为家属佩戴“清华”二字校徽。那

时我家住在照澜院18号，我在清华附小读

一年级，由于母亲在市内工作，家里聘了

一位大娘帮助做饭和料理家务，于是又有

了一枚“家庭助理员”徽章。如今三枚徽

清华“新工人”，是我国20世纪70

年代以来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一群年轻教

师。1970年清华大学在应届毕业生中挑选

了一批人留校工作，时称为“新工人”

教师。

“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的正常教

学科研工作被迫停顿，完全陷于内乱并发

生了武斗。1968年，党中央派出“工宣

队”和“军宣队”（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制止武斗，

并开始了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工宣队”

推行“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

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错误路线，为

改造清华教师队伍，准备用青年教师在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教师中“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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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保存的三枚不同的清华校徽
○何吉林（1970 届无线电）

章都捐给了清华档案馆，它们记载着我童

年对清华园的美好记忆。

清华“新工人”
○田 芊（1970 届精仪）

沙子”。1969年，清华1964级、1965级

两届学生将面临毕业，学校于1970年3月

在应届毕业生中留校800多名，时称“新

工人”。当时只有清华、北大留下一大批

人，清华人数最多，这在全国高校中是少

有的。后来其中部分人离校，仍有500多

人一直工作在清华。

这一批“新工人”教师是清华历史上

特殊的一代教师队伍，他们是清华在向改

革开放转型时期的生力军，是清华在新的

历史时期建设和发展的奋斗者。他们与老

教师一起，在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及

社会服务等各个岗位上努力工作，起到了

承上启下的作用，为清华探索与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