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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关怀  不竭的动力
○周长海（1970 级工物）

岁月如梭，从清华母校毕业一转眼整

整五十年过去了，在我人生的职业生涯之

中，最值得怀念和感恩的是始终得到了清

华母校的大力支持。2003年3月我奉调武

汉海军工程大学（简称“海工大”），担

任训练部长（教育长），负责大学日常教

学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我在此岗位工

作了7年，也是与母校联系最多的一段时

光，重温当年清华大学帮助海工大提高办

学水平的情景，总是让我难以忘怀。 

其实，海工大与清华渊源颇深。建国

初期的1950年，清华大学就选派了4名教

师和10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到海工大前身

大连海校工作和学习；1974、1975年前

后，又有16名清华毕业生到海工大任教。

据统计，至今已有60多位清华学子来海工

大工作，他们理论扎实、业务精湛，大多

都成长为海工大基础课以及重要学科专业

的带头人，为海工大的创建发展、为人民

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其中有曾任学院副院长的陈绍炘

（1950届电机），罗云少将（1950

届机械），电工系原主任张盖凡

（1951届电机），核科学技术学院

的张大发教授（1972级工物），全

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电子

工程学院副院长陈少昌（1979级自

动化），图书馆馆长赵建新（1978

级力学）等；中国工程院院士、舰

艇综合电力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

室主任、八一勋章获得者马伟明少

将（1993级博，电机），何梁何利

科学进步奖获得者、船舶与动力学院院长

张晓锋少将（1993级博，电机），都是

张盖凡学长在海工大培养成长起来的杰出

人才。

2004年下半年，海工大接受了迎接海

军总部组织的“全军院校教学评价”的重

大任务，“迎评”的相关准备工作需要于

2007年之前做好，时间紧、要求高，我倍

感压力。我仔细研读《全军院校教学评

价指标体系》，发现总计52个评价点中有

43个都与本科教学质量直接关联。我还查

阅了地方高等院校教学评估的情况，发现

清华参加了当年的教学评估工作，综合成

绩位于全国高校前茅，我马上产生了去清

华学习的念头。之后不久，我校领导率队

去清华取经，母校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召

开了座谈会，我校有关人员还与清华教务

处等部门进行了对口学习。我所接触的母

校有关负责同志，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

答，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传经送宝，令我终

2004 年，陈希书记（左 4）访问海军工程大学，

左 2为周长海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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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难忘。

清华大学本科教学水平之

高蜚声海内外。我们提出了选

派大学二年级优秀本科生去清

华学习的请求，目的是通过他

们在清华后两年学习的效果，

一方面来检验我校本科教学质

量状况，倒逼我们查找存在的

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改进措

施，为今后的教学评价做好扎

实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让军

校学子们有机会受到清华大学

良好育人环境的熏陶，在未来

建功部队基层的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清

华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保障工作，最后收

到了预期的效果。以上都有力地帮助和推

动了海工大教学评价“迎评”工作的扎实

准备和顺利实施，我们也将此作为“办学

特色”写入了我校教学评价主报告中，受

到总部相关领导和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新形势下两校人员往来更加密切，交

流逐步走向深入。根据两校委托培养协

议，2004年以来，海工大先后从全校大二

学员中遴选了5名优秀生，到清华完成后

两年的本科课程；从新入学硕士研究生中

遴选出7名优秀学员，赴清华深造。这12

名学员分别攻读完成本科、硕士学位，其

中学员张永发还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担

任海军工程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某教研室

主任，是本单位教学科研的重要骨干。

2005年以来，清华大学先后有6名国

防定向生毕业后来海工大工作。这些优秀

学子来到我校后，不但经受住了学校组织

的队列、体能，以及具有海军特色的野营

拉练、水上科目等高强度入伍训练，又分

别在海工大、清华攻读硕士学位，他们很

快融入了军校大家庭，成为我校教学科研

队伍里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随着合作办学深入进行，学术交流活

动也很活跃，且层次高。清华的李衍达、

王大中、杨卫等院士，陈希书记、顾秉林

校长等知名专家学者，都专程来我校做过

学术报告，在我校师生中引发强烈的反

响。我校船舶与动力学院院长张晓锋，

2008年曾受邀给清华在读的全体国防定向

生作了题为“清华学子投身海军建设事业

的呼唤”的报告。他详细介绍了国家海洋

的安全形势，高新科技进步对海军装备建

设的推动，以及部分清华学子投身海军建

设的感人事迹，他的演讲受到同学们的高

度赞扬。

2007年12月，《清华校友通讯》主编

孙哲、老主编钱锡康等，来海军工程大学

采访。在武汉期间，召开了三次校友座谈

会：与海工大初建时期来工作的陈绍炘、

郭日修（1947教，1950年调海工大任教）

等十几位老校友座谈；与部分年轻校友及

国防定向生座谈；与联合培养的本科生座

谈。他们还重点采访了当年在海工大不同

2007 年 2 月 26 日，在北京海军京海大厦举行“清华大

学与海军工程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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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上任职且成绩突出的部分中青年校

友。

2003年9月，我陪同我校郭立峰校

长、马伟明院士访问了清华大学，顾秉林

校长、陈希书记亲切会见了我们，双方进

行了深入细致、富有成效的交流。这次会

谈使两校的合作育人有了良好的开端。

2004年上半年，陈希书记出席了在武汉召

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后，专程访问

海工大，参观了校园和教学科研设施，并

与我校领导、专家教授进行了座谈交流。

母校领导贺美英、庄丽君等也曾访问海工

大，对学校工作给予热情指导。还有清华

两任党办主任白永毅、王岩，他们是帮助

海工大提高办学水平、组织两校交流最主

要的牵头人。

2007年2月26日，在北京海军京海大

厦举行了“清华大学与海军工程大学高层

次人才培养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出席仪

式的时任领导包括校长顾秉林院士、原校

长王大中院士，副校长康克军、陈旭，党

委副书记史宗恺等。海军方面的领导有海

军副司令丁一平中将，海军副参谋长尹长

志少将，海军工程大学校长郭立峰少将、

政委余献义少将等。在返回武汉的路上，

我思绪万千，经过几年的协调，顺利完成

了两校合作协议的签订，作为一名清华学

子，同时又以海工大一名领导的身份在中

间穿针引线，内心感到特别激动和自豪。

2009年11月22日是海工大建校60周

年，顾秉林校长、史宗恺副书记等受邀出

席了我校庆祝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清华

的贺信，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

利上将与顾校长一行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顾校长还为全体军校学员作了热情洋溢的

专题报告。

寒来暑往，岁月不居，2010年我从岗

位上退休了。回望履职海工大的这几年，

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参加完成

了《海军综合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

重点课题研究，获得了总部颁发的军队级

教学成果一等奖，该成果同时获得了教育

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另外还

获得过海军级“教育理论创新”一等奖一

项；特别是2007年11月海军工程大学参加

总部组织的教学评价，荣获了“全军优秀

院校”的称号。我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

组织上关心支持的结果，也是与清华母校的

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如今我们1970级的

同学都迈入了古稀之

年。往事虽然慢慢淡

去，但美丽的清华园却

深深定格在我们脑海

中。我们将永远铭记母

校的教育之恩，永远怀

念同窗的校友之情。

祝愿1970级老同学毕

业50周年聚会圆满，

友谊长存！2009年11月，顾秉林校长（左5）一行出席海工大建校60周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