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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每年清华都会举办欢迎老兵退伍

的座谈会，我有幸参加了几次。从他

们身上，我看到了身为清华人的“倔

强”与“骄傲”。忠诚、勇气、血性、荣

誉 ——对于清华而言，是校训“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和“爱国奉献、追求卓

越”精神的写照。

清华大学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

之际，成长于国家和民族奋进之中，发

展于国家和民族振兴之时。回望党的

百年征程，回望一代代清华人的接力

奋斗，我们更坚定了这种现实选择：立

德树人助力强军兴军。

施滉烈士是早期清华学子中坚持

真理的杰出代表，1930 年牺牲时只有

34 岁。革命战争年代，在清华党组织

培养下，一批又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在

清华园成长起来，有的直接加入了党

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新中国成立之初，清华大部分教

授不是党员。1955 年，时任校长蒋南

翔介绍机械工程学家、第一副校长刘

仙洲入党，并发表题为《共产党是先进

科学家的光荣归宿》的文章，梁思成、

张光斗、吴良镛等一批科研工作者纷

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日

益严峻。清华大学响应党和国家需要

成立工程物理系、创建核能技术研究

院，吕应中、王大中等平均年龄只有

23 岁 半 的 年 轻 人 勇 挑 重 担 、埋 头 苦

干，践行了清华人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大家都很熟悉的“两弹元勋”邓稼

先，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干惊天动

地事、做隐姓埋名人”。1999 年，国家

表彰 23 位“两弹一星”元勋，其中有 14

位清华校友。

改革开放后，清华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献身党、国家和军队事业的优秀人

才。化工系 1991届硕士毕业生、“人民

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陈薇，毕业

当年携笔从戎。从抗击“非典”、埃博拉

病毒到抗击新冠肺炎病毒，清华校训鼓

舞着她“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前段时间，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相继发射成功，中国航天

进入空间站时代，标志着我国将进入

空间站建造阶段。航天员聂海胜、翟

志刚、刘伯明以及航天人王翔、谷振

丰、薛辉、容易、高旭等，代表着清华人

在航天事业的身影。令人欣喜的是，

过去 10 年，有近 700 位清华毕业生到

航天科技、航天科工集团工作，有近

5000 名清华毕业生到军工单位工作，

他们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和军队发展

的关键领域、关键部门。

立德树人助力强军兴军，呼唤广大

师生共同努力，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

台、干大事业，把小我融入大我，努力成

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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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退役军人事务部委托，在清华大学

党委大力支持下，由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双拥课题组承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百

年来双拥工作的历史沿革与基本经验研

究》课题论证研讨会，前不久在清华大学举

行。来自军地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深

入讨论课题的同时，围绕清华大学“勇扛智

力拥军大旗”这一话题展开了热议。

课题组成员娓娓道来的一些经验

做法，引起了专家们的思考，大家一致

认为，值得军地共同借鉴和推广。

写在前面

几经周折，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张

旭今年上半年如愿入伍，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光荣一员。与她同时应征入

伍的，还有 5 名女生、11 名男生。

上了清华，为啥还要当兵？

“一条横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被

誉为“清华第一兵”的李高杰，现任南疆军

区某团副参谋长。2005年11月国家出台

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的政策，清华园内一

条“依法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神圣义

务”横幅，让李高杰热血沸腾，他径直走向

征兵咨询台，成了“清华报名应征第一

人”。两年后，正读大三的贾娜选择参军

入伍，成了“清华第一女兵”。

忧患意识与爱国奉献，是一代代清

华人显著的特质。

新中国成立前，清华有“小解放区”

的美誉，20 多年先后有近 700 名中共地

下党员拼搏战斗在清华大学，无一人叛

党。1949 年初学校地下党组织公开，二

校门张榜公布的师生党员达 187人。新

中国成立之初，时任校长蒋南翔感慨地

表示，“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光想自己不想

国家，学习再好，技术水平再高，正当中

华民族处在被人凌辱的时候，袖手旁观

跑了，要这样的人干什么？”

1950 年 10 月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打

响。曾任清华大学电机系党支部书记

的李树平回忆，当时正读大四的朱镕基

在全系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令人

称道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林徽因还

亲手缝制棉背心，寄给冰天雪地中的志

愿军将士御寒。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2005

年以来，244 名在读大学生入伍，“清华

士兵”方阵引人瞩目。忠诚、勇气、血

性、荣誉，成为清华学生在军队大熔炉

锻造出的共同品质，他们中有 37 人在

部队立功。“不能总想我能得到什么，而

应该多想我能做到什么。”荣立个人三

等功的清华美术学院蒙古族学生奥格

蒙岱，道出了“清华士兵”的共同心声。

智力拥军的清华探索
—清华大学发挥资源优势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启示录

■邓 宇 赵丹丹 王晓丽

23，43，51，65。数字的变化，见证清

华人追寻先烈足迹的执着、传承红色基

因的坚定。

坐落于水木清华北山之阴的“祖国

儿女 清华英烈”纪念碑，是弘扬清华大

学光荣革命传统的重要地标。

1989 年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之际，为

缅怀先烈、教育师生，清华大学树立英烈

纪念碑。碑石高约两米，背面镌刻着“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献身的清华英

烈永垂不朽”和 23 位清华先烈的英名。

纪念碑落成后，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

索。1994 年 4 月清华校史丛书《清华英

烈》出版，老校友宋平亲笔题写了书名。

2001 年 90 周年校庆之际，“清华英

烈碑”重新修葺，碑石下修建了基座和追

思平台，背面碑文移至基座正面的大理

石上，改为“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

中献身的清华英烈永垂不朽”。其中又

增加 4 位英烈，共刻有 43 位英烈的姓名

及修订后的简介。

2004 年 4 月，清华校史研究室编辑

出版《清华革命先驱》一书，列出 51 位英

烈名单，再增加 8 人。

2019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清华英

烈碑”再次修葺，《清华英烈》得以续修。

经多方搜集资料，反复核实，逐一考证，碑

文上的清华英烈名单扩充至 65人。

英烈纪念碑
■李月圆 季 静

“沐朝露伴夕阳是我挚爱的生活，亲

手升起五星红旗是我无上的光荣……”

这是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的队歌，

也是这支仪仗队担负任务的生动写照。

1994 年组建的清华大学学生国旗

仪仗队，作为校党委武装部指导下的学

生社团，是全国最早成立的高校学生国

旗仪仗队之一。仪仗队以大一、大二学

生为主体，常年保持 80 人的规模。他们

严格遵守国旗法规范，常年坚持每天升

降主楼和大礼堂的两面国旗。

学期中的每周一清晨，学校都会统

一组织院系师生在主楼前参加升旗仪

式，学生进行国旗下的演讲。这一幕，

成为国旗仪仗队组建以来清华人的共

同记忆。

建队 27 年来，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

仗队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在国家和学校

交予的重大任务中表现出色。

2008 年，在北京奥运会升旗手专业

志 愿 者 中 ，国 旗 仪 仗 队 54 名 队 员 组 成

唯一的学生队伍，在 6 个奥运赛场的颁

奖仪式中担任升旗手。2020 年，8 名仪

仗队员完成北京冬奥会测试活动的升

旗任务。

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 70 周年庆

典中，国旗仪仗队的清华学子成为群众

游行方队中的骨干标兵。2021 年 4 月，

仪仗队获评“全国高校百强学生社团”。

国旗仪仗队
■董 智 桑 壮

“开班仪式上戴校徽、学校训、听校

歌，重新唤起了我们学生时代的记忆。”

回忆研修班的点点滴滴，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赖胜辉感慨不已。

今年 5 月，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牵头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就业与创

业高级研修班第 28、29 期，在清华科技

园学研大厦相继举办，像赖胜辉一样，

来自北京市的 500 余名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参加了研修。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既承担军

队干部在职培训，又承担退役军人培

训。这里有一个明显特征：教学、工作

人员的办公室拥挤紧凑，所有教室却格

外舒适宽敞。“退役军人大都是脱了军

装再圆清华梦，我们全部资源必须向教

学培训一线倾斜！”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刘震动情地说。

付出总有回报。

2007 年，军地有关部门共同授牌，

继续教育学院成为“全国军队转业干部

教育培训基地”。2006 年 11 月 20 日，

军转干部企业管理培训在清华开班。

来自中央企业在京单位的 213 名军转

干 部 ，接 受 了 为 期 3 周 的 集 中 培 训 。

2018 年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后，委托

继续教育学院承办全部中央单位转业

干部教育培训，1000 余名中央单位军

转干部走进清华，开始了为期 1 个月的

专项培训。

短期培训，效果怎样？

线上线下，同频互动。四川省雅安

市名山区籍退役士兵罗文伶，参加继续

教育学院网络学堂·退役士兵公益送教

培训后，坚定了投身乡村振兴的选择，

今年 3 月如愿考取了当地的乡镇服务

基层项目。

由清华继续教育学院组织的近 13

万人次教育培训如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

已经远播天南地北；“行胜于言”的清华

校风，滋养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人文

日新”的清华精神，鼓励更多现役和退

役军人坚定不移地走创新之路。

“搞导弹的与搞医学的碰撞出火

花，优化导弹发射流程竟然受到胃肠

镜手术的启发。”6 月 21 日开班的第 7

期“全军科技领军人才战略领导力提

升高级研修班”上，首期研修班一个看

似“偶然”的成果再次被提及时，大家

不由得会心一笑。

2015 年 6 月 1 日，首期“全军科技

领 军 人 才 战 略 领 导 力 提 升 高 级 研 修

班”在清华开班，40 名参训学员均为全

军 选 拔 的 科 技 领 军 人 才 和 学 科 带 头

人。军委机关有关领导表示，这个研

修班交由清华举办，意在借助优质教

育 资 源 ，培 养 国 家 层 面 的“ 战 略 科 学

家”，引领军队创新人才取得世界一流

的国防科研成果。

强 大 的 师 资 阵 容 ，令 人 欣 羡 ：尤

政、李衍达、孙家广、张钹等院士披挂

上阵，杨斌、康克军、张华堂、唐传祥、

胡鞍钢等知名教授专家登台为学员授

课，他们的科研团队作主题报告或开

展科研学术交流。

无独有偶。

从 2001 年开始，教育部、原总政治

部决定实施“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

清华、北大等全国 27 所普通高校列入

首批招生计划学校，招收军队优秀在

职专业技术干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

如今，全国强军计划院校已达 31 所，均

为 985 名校，其中清华是唯一可以招收

强军计划博士生的普通高校。

采访中发现，“爱国奉献，追求卓

越”的清华传统深深影响着每一名“强

军计划”清华生。

生命学院 2020 级强军计划博士生

黄勇，入校前就从单位报名参加陈薇

院士带领的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专家队。在武汉 80 多天，他利用移动

P3 实验室完成 10000 个样本的检测，后

期又参与新冠疫苗宿主的筛查工作。

得知黄勇被清华录取，同为清华

校友的陈薇院士深情叮嘱：“一定要学

清华精神的精髓，为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多作贡献！”

当万分之三与万分之一相遇，会产

生怎样的叠加效应？

清华联合军队启动的“飞行学员

班”招生计划，用 8 个字作出了响亮回

答：优中选优，出类拔萃。

空军招飞中心资料显示：清华大学

录取率为万分之三，空军航空大学飞行学

员录取率为万分之一。从 2011年 8月开

始，清华陆续与空军、海军联合招收培养

“双学籍、双注册”飞行学员，在清华完成

大一至大三的学业，大四回到空军航空大

学或海军航空大学继续培养。联合培养

飞行学员顺利毕业，将获得军地双方共同

盖章的毕业证和两个学位证。

清华大学航空学科可追溯至上世

纪 30 年代，2004 年清华正式组建航天

航空学院。爱国奉献和牺牲精神在清

华一脉相承，电影《无问西东》中沈光耀

的原型，驾驶战机直撞敌舰的沈崇诲就

是清华校友。这一幕深深震撼着“飞行

学员班”每一位学员。

清华“飞行学员班”有什么不同？

从学期衔接上看，他们没有暑假。

清华大学国防教育与人才培养办公室

主任白本锋介绍，他们必须按要求回到

空航大和海航大的基地，接受野外生

存、跳伞等专业项目训练。

从每天时间安排看，他们不同于普

通清华生。早 6 点起床，6 点 10 分集合

出操，半个多小时的早操结束后吃早

饭、整理内务，8 点前上课或自习。来

自山东省泰安市的 2019 级“飞行学员

班”女生张文玉说，航空体育课作为重

要科目之一，大家普遍感到压力很大，

晚上 9 点下课后要加练，10 点回宿舍换

军装点名，10 点半熄灯休息。对此，清

华师生敬佩之余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们

是“清华起得最早的一群人，跑步最多

的一群人，也是思想最好的一群人”。

数字最有说服力：首批联合培养飞

行学员的初教机成飞率高达 93%，创历

史新高。

“强军计划”落地生根

3.军队高层次人才进清华

“继续教育”春风化雨

4.帮更多退役军人圆梦

“清华士兵”方阵崛起

1.从“得到”向“做到”的跨越 2.首创“双学籍、双注册”培养模式

“飞行学员班”出类拔萃

革命先驱 清华视觉资料库提供

升旗仪式 常志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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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 言
■常志东文/图

7 月 10 日，清华大学因去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推迟的

2020 级 本 科 生 军 训 圆 满 结 束 。

结训典礼上，参训学生排列出“清

华人跟党走”的字样。

红色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