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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院会计系徐瑜青教授，因病于
2023年11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徐瑜青，1945年4月出生，河北曲周人。
1968年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后，曾
在西安市供电局工作。1979年3月调入清
华大学，参与了经济管理工程系的筹建工
作。长期从事会计学领域的教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工作。1997年晋升副教授，2004
年晋升教授。201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瑜青教授在人才培养方面付出极大

心力。1998—2008年，她一直担任本科毕
业班班主任。两度荣获清华大学优秀班主
任一等奖。她退而不休，从2005年起，连
续多年带领学生开展农村社会调查。2014
年被评为清华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她
曾担任经管学院本科生社会实践首席顾问、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专家委员会委员。

2023年11月5日早上，看到徐瑜青老

师去世的消息，有些回不过神来。明明

不久前才读过介绍她7月份参加清华大学

“银龄计划”去山东，到乡村振兴工作站

指导学生社会实践的公号推文，明明教师

节还和她通过微信……

结识徐老师，是因为带领学生去农村

调研。徐老师很早就带领学生开展调研

活动。她曾提到：“1986年暑期我曾带

研究生、本科生赴甘肃进行过40多天的

调研，兰州市周边及河西走廊已经去过

了。”2005年，经管学院决定将“中国

农村社会调查”暑期实践列入全院二年
2006 年 7 月，徐瑜青教授（右 4）带领学

生在甘肃定西调研

和徐瑜青老师一起调研的日子
○姜  朋（教）

级本科生的培养方案。那年6月底，学院

组织165名二年级本科生赴甘肃省开展农

村社会实践与调研活动。徐老师带队去

了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市和碌曲

县。“6月29日，由北京乘火车到兰州海

拔1200米，7月1日从兰州到合作市海拔

3000米左右，五天后到碌曲县海拔4000米

左右……”那次，她得到了一个藏族名字

“德吉措”，是“吉祥、海”的意思。

我是2005年9月才到清华工作报到

的，因此没有赶上这次调研。而徐老师虽

然在那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在接下来

的日子里，她的名字却和农村调研、学生

社会实践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006至2008年，学院连续组织二年级

本科生开展以农村金融为主题的暑期调

研。接下来，2009至2011年，组织了农村

医疗主题调研；2012年又进行了“农村金

融发展及信息化”主题调研。这几次，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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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都全程参与其中。此外，徐老师还分

别于2007年9月、2008年5月、2009年2月

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福建省三

明市、浙江省温州市和杭州市进行了补充

调研。

在被聘为学院本科生社会实践首席顾

问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导学生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中，先后于2016年暑期和

2018年1月，带领学生赴贵州省安顺市西

秀区，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定陶区、曹

县，调研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2006年7月中旬那次调研，我有幸跟

着徐老师共带一个支队，前往甘肃省定西

市。记得赴甘肃调研的三个支队在兰州分

开后，徐老师和我带领学生先到定西，而

后分开。徐老师率领第一分队在定西市安

定区开展调研，然后前往通渭、陇西和漳

县。我则带领第二分队去临洮、渭源、岷

县，最后再到彰县和徐老师会合，经定西

市区返回兰州。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农村调研，也是单

次走访的地方最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

从徐老师那里，近距离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怎样和当地接洽人员、机构沟通，如

何管理学生，安排组内分工，布置每晚的

总结、行程结束时的总结，等等。点滴细

节中，满是兼具对学生鼓励支持、启发指

导和管理规范、约束匡正的实践智慧。

2008年6月底，我又有机会和徐老师

同行。作为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调研的三

支支队的总负责人，徐老师先行去当地打

前站，让我随学生乘大巴前往。记得那天

司机在张家口附近下错了高速，不得已绕

城走了很远的路，时间上颇为耽搁。车到

太仆寺旗治所宝昌镇北端一座加油站休息

时，徐老师打来电话询问。之后，大约每

隔一小时，我们就会通话一次。那次，我

作为留守，在锡林浩特市周边转。徐老师则

不顾辛劳带队去了最远的东乌珠穆沁旗。

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本科生农村医

疗调研，虽然和徐老师去的不是一个地

方，但却仍有幸同车出行。2010年7月下

旬那次，徐老师是赴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

负责人，她带队在银川下火车，转往贺兰

县，我们则继续前往中宁县。调研头几

天，每当我因为开例会忘记按时向徐老师

报告平安，她那边的电话就会打进来。那

时的徐老师，身材微胖，精力充沛，说话

时声音非常洪亮，中气十足。她爽朗的笑

声，常能鼓舞每个人。学院同事对徐老师

的采访报道中提到，徐老师读书时曾是学

校的文体积极分子，嗓音极好。但任教

后，有一次因病失声。为了能继续站在讲

台上，她遵从医嘱，保护嗓子，把嗓子都

用到教学上，而放弃了歌唱的爱好。

2011年6月下旬那次农村医疗调研，

在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之后，我们在南宁

先行下车，转去扶绥，徐老师则还要再走

很久，才能抵达目的地云南大姚。

带着学生去农村进行调研，其实是件

非常辛苦的工作。前期，教师要培训学

生，与当地对接，联系协调行程；中间跟

着走访农户和相关机构，随时处理各种突

发问题，还要特别关注学生纪律和安全；

回来后，又要总结、评比，撰写调查报告

和研究论文。但徐老师却乐此不疲。其间

融注着她对这片土地、对在这片土地上生

活的人民的热爱，浸润着她对现实问题的

关切，体现着文章不写一字空的严谨治学

态度，也饱含着她不计较个人名利、倾情

投入关心学生成长的师者情怀。

由于调研的缘故，那时总有机会去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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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伟伦楼南侧的办公室。小小的房间

被收拾得非常规整。靠墙矗立的书架，也

许是出于防尘的考虑，被罩上了布帘。桌

角放置了一叠从废弃的打印纸上裁下的纸

边，用燕尾夹夹好，可以作为便签使用。

徐老师对调研资料的整理非常用心。

她喜欢将资料打印出来按主题编辑、装订

成册，翻检起来便利许多。记得去渭源调

研那次，在徐老师那里看到了2005年学院

组织去甘肃16县市调研时学生写就的笔

记。这给我后续的研究带来很多帮助。

徐老师带领学生开展农村调研工作基

本上都是在她退休以后，既没有工作量的

考核要求，也不会因此带来什么名或利的

回报，甚至还曾自己掏钱为走访地区捐

款。显然，徐老师是把农村调研当成了自

己晚年最重要的事业来做的。疫情之前，

她还计划着手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记得

2018年底，在一次本科生社会实践讨论会

上，徐老师提出希望我在来年初带领学生

去广东调研某房地产扶贫项目。因为之前

预排了学院里的培训课程，我当场就回绝

了。话出口时就有些后悔，而后时间越

久，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那次恐怕是让

老人家失望了。

跟徐老师一起共事多年，听她谈得最

多的，都是学生和调研。实际上，她家累

极重。先生、女儿都需要有人照顾，但要

强的徐老师却从来不提这些。徐老师住在

南楼的时候，常能在校园里看到她推着那

辆带大梁的自行车。车筐里、后座上的载

物，显示是刚从超市或是食堂采买回来。

后来徐老师搬到了双清苑，在校园里见她

的机会少了，自行车也被购物拉车替代。

她的声音依旧，身形却显消瘦……

刚看到徐老师今年7月份去山东指导

学生社会实践的报道时，还感慨于她老骥

伏枥的精神样貌，然而不想，她竟会如此

匆匆地离去。

冯雪峰曾说，有些人能让后来者“在

前进的路上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背影”。把

自己的足迹踏印在祖国大地上，把时间精

力倾注于学生培养的徐瑜青教授，也是这

样一位能让人抬头就看到背影的人。

徐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身体

力行、言传身教，已经成为了无比宝贵的

精神财富，也终将成为永续激励后来者的

力量源泉！

2023年11月23日

七律·悼刘西拉老师
○安利群（1981 级化工）

惊闻噩耗地天昏，犹记和颜对语温。
于国于团顶梁柱，亦师亦友少年魂。
西风拉瑟余音绕，东海轻歌快乐存。
厚德如山人敬仰，清芬万缕满乾坤。

七绝·哭李强院长
○孙明君（教）

清河实验谁堪继，以善待人心乐天。
雪落无边幽寂夜，闻兄登假独黯然。

七律·痛悼李强老院长
○肖红缨（2012 级博，教研院）

雪绽京华天地哀，西风何妒折英才。
强音振律琼林汇，正道传经玉树栽。
社稷倾心依涧壑，清河问计远尘埃。
如虹气势言犹在，万唤先生去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