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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信念 肩有担当

○   本刊记者    黄婧

我选择组织所选择的

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早早对自己大学生涯做

好规划的成熟多思，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显得单

纯许多。甚至成为辅导员也并不是邵继江个人

的主动选择，对他来说，那更像是接受了组织

安排的一个任务，是一份责任。踏上辅导员岗

位时，邵继江没有任何犹豫，就像他此后在工

作中无数次面临选择时的坚定一样。

一个人的职业道路很长，会有很多转弯的

机会。在工作中时常有人会挑挑这个，选选那

个，喜欢某一个

岗位，或者不喜

欢另一份工作，

但是这些想法多

了，工作的和谐

度 就 差 了。 邵

继江也是人，对

组织的安排说一

点想法也没有不

可能，但是每当

选择的关头，却

从来没有向领导

提出过。“我觉

得难以启齿。”

邵继江笑呵呵地

说。

清华毕业后

邵继江分配到航

天建筑设计院，

工作勤谨业务突

出，目标是成为

一个有影响力的资深土木工程师。但是业务工

作做到第四年，组织上找他谈话，希望他改做

管理工作，担任办公室副主任。邵继江当即表

态：“我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如果问我

的个人意见，我还是想再做一些业务工作，四

年时间我的成长还不够，在专业方面还想学习

得更多。”书记听了他的话，又召开了党委会

讨论，之后再次找到他，还是希望他能转而从

事管理，但这次是让他先从办公室秘书做起。

邵继江真诚地答复道：“对于组织的安排，我

已经表过态，无条件服从分配。组织上需要我

做管理工作，我就努力去做。不管是做副主任

还是秘书，我都服从安排。”就这样，邵继江

告别了他的工程师梦，踏上一直走到今天的行

政管理道路。虽然选择是被动的，但他面临抉

择时表现出的真诚和坦率为自己赢得了好评，

也奠定了事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六个月的秘书

生涯过后，他很快被提拔为副主任、主任、院

长，后来转到中建，直至今日。究其原因，当

年领导对他的评价“基本党性锻炼是够的”也

许是重要因素之一吧。

有些选择关乎理想，也有很多选择需要个

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很多工作，干的时候很

难，但做好了，对自己也是提升。”邵继江感

叹。工作一段时间后，组织安排他挂职锻炼，

地点在青海，任务是分管物价工作。初听说时

他简直都愣住了，物价工作是什么？需要管什

么？这个职位相当于物价局局长，但是这个“局

长”初上任时几乎对自己的工作一无所知。只

不过邵继江习惯了接过所有重担，面对新挑战，

其实也没有秘诀，俯下身认真去做吧。邵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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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两年，青海的物价管理工作达到全国省级

物价管理中的先进水平。当时的国家发改委副

主任汪洋给予了他们很高评价，还专门去青海

做调研。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现在邵继江在中建

从事的管理工作与他当年在学校的学习已差距

很大，但是辅导员经历给了自己一种接受挑战、

把工作做好的荣誉感，不断学习的态度，以及

克服困难的勇气，这些都是职业生涯中所向披

靡的利剑。

一段经历，一生受益

为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需要，邵继江必须

要不断学习很多新课题，例如研究资本市场、

学习金融知识等。这些工作对个人素质要求很

高，平衡时间和精力也并非易事。邵继江常常

想到自己在刚接受辅导员任务时的一件事。

年轻的邵继江虽然考入清华，进入土木工

程专业，但他的长项其实是文科，理工科相对

较弱。为了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他所付出

的要多于其他同学。大三那年确定他担任学生

辅导员，邵继江主动表态：“国家需要又红又

专的人才，我做了辅导员，即使学习上会耽误

一点，能把学生工作做好也是值得的。”豪言

壮语一出口，自己觉得决心很大，觉悟也很高。

但是系学生组的张建平老师听到之后，严肃地

和几个辅导员老师商量，要对邵继江负责任，

需要找他谈一次话，而且是带有批评性质的。

张老师说：“组织上给你的任务，第一个就是

学习。安排你做辅导员，并不是让你牺牲了一

个去干另一个。如果你真的对组织忠诚，应该

把两个都做好，而不是上来就先放弃一个。”

当时的邵继江觉得很委屈，但走到今天确实感

到，这对自己的一生是极负责任的。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可能拿着一张合格证去代替另一张不

合格证。此后再遇到困难，丢掉一个保另一个

的事他是再也不会做了，更何况丢掉的那个，

说不定是更重要的。

至于时间的安排，清华交给他的“弹钢琴”

的方法论是令他收益终生的。做辅导员要承担

很多学生工作，但学业也不能放松。为了保证

学习时间，他们开会总是选在晚上 10 点半下

自习后，或者晚饭前的 5 点左右，赶在 5 点半

食堂开饭之前结束。这些工作，无形中都训练

了他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学习，和集中零碎的

时间做事情的能力。

对于时间的有效安排只是辅导员生涯给予

他的一个锻炼，更多的历练，则是给了自己一

个犯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机会。

邵继江说，在学校犯的错再大，老师也绝对不

会因为你有了这次失误而觉得你不行。他们只

会看到你这个方面弱，要帮助你补强，这是为

师的天职。而在单位则不同，单位很难一而再

再而三地给你试错的机会。在学校得到充分锻

炼，职业生涯才能更好地开展。

有些感悟年轻时并未清晰体会，若干年后

邵继江才认识到，辅导员工作给了年轻人这样

一个平台和机会：严格地说，这个职位没有权

利，没有资源，但责任却很重，有的任务甚至

是极其艰巨的，比如学生思想工作。当时只是

出于做好组织安排的工作的朴素想法，但是回

头来看收获是明显的，对个人能力是很大提高。

中生代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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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学生辅导员，但清华的同

学们都是精英，和这些人打交道需要方法和技

巧。想使你的想法让他们接受，还要团结大家

一起把一件事完成，时间长了自己的能力和水

平自然就提高了。不学会尊重人，不学会结合

不同意见，很难做成事。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

校园，也同样适用于社会。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84 年 11 月 29 日，作为土木系 1983

级第一个入党的同学，邵继江在新水利馆

402 教室召开的支部大会上，全体通过成为

了预备党员。从那一天起，他就成为了一

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信念在他此后

两年的辅导员生涯中得以成长壮大，在漫

长的人生道路上成为他动力的不竭源泉。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做

到邵继江这个层次，眼前的世界更开阔，

诱惑也更多。如果想要追求经济利益，他

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是他愿意留在

这个企业，因为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

要参与把一个完全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做

好。用事实证明，以公有制为基本经济特

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有生命力，

而且有活力！”这样一句铿锵有力的宣言

掷地有声，令听者钦佩。这样的信念给人

的力量也是无穷的，让人不会因为一点小

的得失而动摇自己。五年前，一些民营企

业发展势头强劲，几乎使国企无立足之地，

但是现在，中建公司不仅站在了行业发展

排头兵的位置，而且很多世界一流的建筑

公司都排在了它的后面，现在中建已成为

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地产公司。看到这样的

成就，邵继江非常欣慰。

大型国企的领导岗位掌握和调度大量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些腐败现象提供

了温床。邵继江分析，有些干部为什么走

上犯罪的道路？其实是一种错误的“不平

衡感”作祟，觉得自己付出和所得不匹配。

近几年国企员工的收入提高很多，但是和

一些民营企业相比确实还存着差距。国企

做资本运营，一笔兼并的差价往往以亿计，

不同于民营企业，每一分钱都是老板的，

我们赚的钱都是给国家赚的、给企业赚的。

如果没有理想和信念，没有主人翁的态度

和意识，只是狭隘地看问题，难免会有人

觉得不平衡。有了不平衡感，又有机会，

加上诱惑，就会把持不住。“但是我们为

什么做这个工作？是因为自己追求它，有

目标。不要把奉献停留在口头，而是把它

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信念，就容易获得平

衡，就是动力与激情，诱惑就毫无吸引力。”

邵继江说。

辅导员虽然只做了两年，但正是在这

样一个岗位上，他逐渐坚定了正确的信念：

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要为理想和信

念奋斗。清华的辅导员需要承担起学生思

想工作的任务，如果自己对共产主义都不

信仰不坚定，何谈说服教育别人。所以，

清华的学生辅导员们比其他没有做过辅导

员的同学多受到了一份共产主义教育，邵

继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在多元化的社会里，理想信念的选择

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不同的选

择之间需要互相尊重。但是，“在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清华这样的院校，

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应该培养出

一部分优秀人才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主动

承担一些工作，对自己而言是机会，对国

家而言是一种担当。中国需要有理想、有

信念的、‘又红又专’的人才。”邵继江

这话是在评价辅导员制度，也是在表白自

己的心声。心有信念，肩有担当，这样的

人无愧于己，也无愧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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