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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旗手”

○   热能工程系    安忠义

由一辆板车改变的命运

1988 年，18 岁的郑浩峻考取了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

作为家人的自豪与希望，他第一次走出家门，从东北来到祖国的首

都。清华的本科当时还是五年，这五年对郑浩峻来说是简单而充实

的。除了在校学生会体育部做一名普通干事，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

在了学习上。优异的成绩使得他在本科毕业后顺利保送了清华的直

硕生。

和现在不同，当时清华本校直推研究生的比例很低，大概在

20％左右，多数研究生都是由外校考进来或者保送进来的。作为清

华的“土著”，再加上东北爷们儿那种与生俱来的仗义与豪爽，郑

浩峻觉得为新来的同学提供帮助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开学时他借

了一辆板车，穿梭在校门与宿舍之间为同学们搬运行李。让他没有

想到的，正是这一辆板车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郑浩峻拉板车的忙碌身影留在了同学们的心里，他因为乐于助

人而赢得了系里老师的信任。新集体成立后，郑老师成了老师和同

学们心中一致的班长人选，他因此在学生工作的道路上走了更远的

一段道路。开始得或许有些晚，但是为同学服务是不讲先来后到的。

1994 年，清华学生工作系统改革，为了加强对研究生的教育和引导，

郑浩峻

1988~2000 年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
与机械学系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
士和博士学位。1999 年起历任清华大
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党委副书记、
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清华大学团
委副书记，2002 年任清华大学团委书
记，2006 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作访问
学者。2008 年起任青海省西宁（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2013 年
7月任中国科学技术馆副馆长。在校期
间曾获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林枫辅
导员奖、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等。

因为一份热心，他选择拉起板车去为同学服务，从而走上了学生工作的道路；因为一份感情，

他选择拒绝十万年薪的诱惑，从而成为一名当时月薪八百块的普通教师；因为一句承诺，他选

择扎根西部，当起了一名西北地区的基层干部。郑浩峻，在选择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记者手记
访谈是在郑浩峻学长任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期间进行的，地点就选在了他在

开发区的办公室。从明亮的玻璃窗可以望见不远处绵延的高山和与山相接的白云，让人对这片

离天最近的高原心生敬畏。

我作为郑老师在唐氏项目的学生不过四个月，虽然他远在青海，却已经是第三次与他见面。

我期待每一次与郑老师的交流，因为每一次的交流都能让我深受触动，无论是他对现实的认识，

还是他对我人生道路的建议，总能让人觉得清晰透彻而又中肯实在。而他在交流过程中所体现

的平易近人和深思睿智，既让我不由自主地敬佩，又让我为有这样一位导师而感到幸运。当提

出希望对郑老师进行一次访谈时，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一直以来想要了解郑老师人生历程

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而当记忆的闸门打开，涌来的是潮水般的感动。

——访中国科学技术馆副馆长郑浩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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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始设立针对研究生的辅导员，即研究生

工作助理。郑浩峻因为过去一年中真诚的付出

和所表现出的优秀的工作能力，成为了清华大

学第一批也是精仪系第一位研究生工作助理。

这份工作一做便是五年，期间他还兼任了研究

生会主席。繁忙的社会工作和忘我的认真投入

使得郑浩峻的科研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他到

2000 年才拿到博士学位。谈到这段经历，郑

浩峻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他说这是自己的

选择，他做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也学到

了许多东西。对于这样的结果他当时并不意外，

也觉得十分公平。

在学生工作中收获成长

研究生时期的学生工作让郑浩峻十分难

忘，经历的许多事情带给他感悟与成长。其

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他担任研会主席时

的研究生马杯比赛。那时候同学们普遍已经

比较务实，加上科研工作压力比较大，很少

有人愿意参加比赛。郑浩峻能够理解和体谅，

平心而论，他说自己也不愿意参加。但是作

为研会主席，郑浩峻不仅要对自己的工作负

责，也要为精仪系的荣誉负责。很少同学报名，

即便有一些人碍于情面报了名也没有打算真

正参加。运动会就要开始了，一个人也没有

出现。郑浩峻不得不四处动员，结果宿舍没

人，实验室里就算有人也因为各种原因不愿

参加。但是精仪系不能没有人参加，郑浩峻

想了想便一个人扛着系旗去了操场。马杯的

项目有很多，他跑完了四百米又去跑三千米，

只要能坚持的，郑浩峻都去参加。比赛的时

候刚好有同学路过操场，看到这个场景深受

感动，也加入进来。其他同学听说这件事情，

也都陆续赶来。就这样，郑浩峻扛起的系旗

后终于有了精仪系的队伍。郑浩峻的真诚打

动了同学，也获得了大家对于学生工作的认

可。这件事情让郑浩峻明白了一个道理——

最富号召力的领导力来源于以身作则。郑浩

峻说，作为学生工作者，手里其实是没有对

同学进行约束的权利，要想带动大家做事情，

要赢得大家的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身作

则。当面对一颗真诚的心，一个负责任的人，

别人很难不受影响。有时候一个人的感染力

量也是很大的。

郑浩峻就是这样在学生工作的点点滴滴

中不断体会与思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

道路。他说自己有时候也会想，如果当初不

是因为在迎新的时候骑着板车为同学服务，

然后被任命为临时班长，如果他还像本科时

一样一心钻在学习上，那么他现在很有可能

就不会成为一名基层的干部。同时，学生工

作也塑造了他正直的品格和对世界深刻的理

解。作为一名辅导员去教育别人、向别人讲道

理的过程对自己也是一种影响，说服别人的

时候也是在说服自己。辅导员和老师的身份，

让他时刻保持警醒，不断在言行上要求自己，

这种自我约束积累后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

习惯，也使得郑浩峻在后来步入社会，走入基

层，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时，能够保持做人

的底线和原则，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此外，

在学生工作中接触的人和事，不仅使他获得

开阔的眼界，也使得他在思想上成熟得更快，

懂得了理解和包容，也知道了如何去换位思

考，因而能够淡然面对得失。在日后的工作中，

这种阳光的心态使郑浩峻面临各种困难却始

终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为一份感情，选择留下

1999 年，临近毕业，郑浩峻再一次站在

了人生的岔路口上。在那个年代，博士在社会

上是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清华毕业的博士头

上更是有耀眼的光环。面临大好形势，大家普

遍选择走向社会，做光鲜的工作，拿丰厚的待

遇，而留校则是大多数人不愿意选择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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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历和出色的能力，使得有企业愿意出十万

年薪聘用郑浩峻，那时清华周围的房子还是

三五千一平米，清华刚刚留校老师的工资只有

八百块。可当导师告诉他清华需要他、希望他

留下来时，郑浩峻没有太多的犹豫。他说他对

自己的老师有感激之情，对自己所做的学生工

作有热爱之情，对于清华的生活有留恋之情。

最终郑浩峻选择留下来，在精仪系做科研工作

的同时，很快担任了精仪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

委副书记。

此后，郑浩峻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教务处副

处长，校团委副书记，2002 年开始担任清华

的团委书记。从研究生时期的班长成长为一个

全面负责学校学生工作的教育工作者，这一系

列的经历与其说是出于郑浩峻当初借板车为同

学服务的偶然，不如说是他那充满责任与担当

的本性所产生的必然。这里面既有卓越的个人

能力使然，更满含真诚的付出与辛勤的汗水。

做团委书记的四年里，郑浩峻工作非常卖命，

他没有在家过过一个除夕，尽管他的家就在北

京。他所凭着的不仅是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更是他对清华难以割舍的感情。就这样郑浩峻

在清华学习工作二十年，在学生工作岗位上耕

耘了十二载。

因为一句承诺，选择离开

在郑浩峻担任清华团委书记的时候，就业

的动员工作是由团委来负责的。当时正值西部

大开发，祖国需要更多知识青年去支援西部建

设。面临西部艰苦的条件，许多同学都很犹豫。

为了鼓励同学们放下思想包袱，郑浩峻做了许

多动员工作。在一次动员大会上，针对郑浩峻

的动员讲话，有学生站起来提问“郑老师，您

总告诉我们去西部可以大有作为，那么您自己

去不去呢？”郑浩峻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如果

有机会，我一定会去”。

2006 年 5 月份，郑浩峻从团委书记的任

上退下来，回到精仪系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之后又因为项目的需要去美国访问了一年。

回国后，不仅拿到了国家的课题，与美方合

作的自然科学项目也在继续。而当年动员大

会上那句坚定的回答，好像已经沉积在岁月

的长河里，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学生记得？即

或有人记得，也许早已不再在意？而生活的

魅力正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命运在明天为你准

备了什么。

由于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特殊的援建关

系，青海省委向清华大学党委提出希望选派一

些优秀的年轻教师支援青海建设。这样，郑浩

峻再一次走入校领导们的视野。2007 年底郑

浩峻回国不久，学校党委便向他提出了这个想

法。对此，郑浩峻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只是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到眼前，他没有太多的犹豫，

当时便答应下来。郑浩峻觉得自己在清华工作

了 20 年，虽然对清华感情很深，但他也希望

了解外面的世界，觉得是时候出去走一走了。

学校的生活很丰富，外面的天空也很广阔。他

已经三十八岁，对人生和世界有很多的思考，

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和自己所想的是不是一

样。同时，当年的约定也再次回响在耳边。这

是一种缘分也好，一种承诺也好，自己做了那

么多年学生工作，教育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如今让自己去，自己能不去吗？他说既

然机会来了，自己就不能拒绝，也是兑现当初

对学生的承诺。于是郑浩峻就像当年一个人扛

着精仪系的大旗走向操场一样，再次一个人走

向了青海。

不后悔便是人生最大的收获

北京是郑浩峻生活了 20 年的地方，他的

朋友、家人，很多经历、关系都在北京，而且

他还拥有一份稳定而且让人羡慕的工作。而刚

到青海，他几乎没有认识的人，对当地也十分

缺乏了解，从人生地不熟到带领当地人进行经

济开发区建设，这其中遇到的艰辛和付出的努

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这四年里，郑浩峻的

妻子因为无法适应高原环境，二人一直分居两

地，为了见妻子一面，郑浩峻只能利用难得的

假期在北京和西宁奔波。

当被问及当初有没有对于到青海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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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规划时，郑浩峻说当初觉得应该来，一

咬牙一跺脚就来了。来到青海，走入基层机关，

成为这里的一员，便几乎不再有选择前方道

路的机会，如果当初规划了就可能不再有勇

气来了。当被问及是否后悔的时候，郑浩峻

的回答很干脆——“不后悔”。当初来青海，

想做一份事业。在清华的 20 年，他对自己的

工作基本是满意的，但他也想去青海做些事，

是对当初学生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理想、信念

的交代。走出清华的大门，对他来说是一种

挑战，也是一种选择，需要勇气。在青海的

五年，郑浩峻一直全力以赴地工作，看到西

宁经济开发区的快速发展，他感到十分满足，

因为他知道这里面包含着自己的一份贡献。

虽然在西宁开发区工作，但郑浩峻并未

放弃科研。在青海工作期间，郑浩峻兼任了

青海大学客座教授，在机械工程学院辅导开

展了一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针对青海光伏

产业需求，亲自承担了一个青海省科技厅的

光伏电池清洗设备课题，获得了四个技术专

利。也正是因为这些出色的科研工作，2013

年 7 月，郑浩峻被调到中国科技馆，他将在

新的岗位书写新的篇章。

感恩清华，寄语青年

言及清华，郑浩峻说最重要的是清华使自

己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人，在清华他形成了自己

的思想，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做出了自己的人

生选择，这是最大的收获。郑浩峻寄语清华同

学珍惜在学校的岁月，从宝贵的环境中汲取营

养，健全人格，不断完善自己。一方面要乐于

助人，只有愿意付出的人才有机会收获人生的

价值；另一方面要学会真诚，以阳光的心态面

对别人，通向成功的道路充满坎坷，社会上的

人与事也比想象中复杂，只有真诚阳光的人才

能以豁达的心态面对得失，永葆前进的动力；

还要学会在平时的为人处事中不断约束自己，

不因恶小而为之，很多有才之士最终走上不归

路，往往都是因为在小事上不断放纵自己，最

终铸成大错。只有当正直和高尚成为习惯，一

个人面对诱惑时才能坚守做人的底线，心怀感

恩地走过短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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