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15年9月30日 星期三

E-mail:guojibu＠cyd.net.cn

Tel:010-64098249

本版编辑 / 陈为民 国际

美方盘点习主席访美：分量重、日程忙、富有成果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 平

9月22日至28日， 习近平主席应邀访
问美国并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 这是习主
席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他首次
访问联合国总部。 美国官方和主流媒体认
为， 这是一次份量重、 日程忙、 富有成果
的访问。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 总体来看， 习
奥会 “富有成果”。 25日， 奥巴马与习近
平在白宫玫瑰园举行联合记者会。 奥巴马
说， 双方为此访做出的特别努力显示出两
国齐心协力就能取得 “非凡的进展”。 奥
巴马也认为， 两国就分歧进行对话也很有
价值。 奥巴马说， 他与习主席就两国有所
分歧的领域进行的坦率对话， 有助于彼此
相互了解， 避免误解或误判， 也为在这些
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打下了基础。

《纽约时报 》 称习主席此访 “份量
重、 日程繁忙”。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则
强调， 对美中关系来说， 此次访问 “又是
一个历史转折点”。 访问首日， 华盛顿州
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为到访西雅图的习近

平举行联合欢迎宴会， 基辛格在会上致欢
迎辞称， 习近平主席今天的到来， 又是一
个历史转折点。 基辛格表示， 伟大的成就
往往基于美好的梦想，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

“两个一百年” 目标，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 “两个一百年” 不仅描绘出中国
的发展蓝图， 而且将大大增加美中之间的
互动。

25日， 美方公布了此访中两国在应对
国际与地区挑战、 加强发展合作、 增强双
边关系3大类14个领域共17项成果， 两国
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位列榜首。 美方声
明称， 美中双方决定就阿富汗问题保持沟
通与合作， 以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
发展， 支持 “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 的和
解进程， 并促进美中阿三边对话。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专

家易明25日表示， 气候变化合作是习主席
此访的一个 “重头新闻”。 两国在访问期
间发表了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国宣布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
易体系 ， 将覆盖钢铁 、 电力 、 化工 、 建
材、 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 并承诺
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 “中国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基金”，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 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
金资金的能力。 易明认为， 联合声明有助
于落实美中两国去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有关承诺， 对年底

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有重要价值。
奥巴马政府将网络安全问题列为此次

访问的重点议题， 两国就此达成共识是一
次 “重大的突破”。 《华盛顿邮报》 文章
称，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共识是两国关系
中重要议题的一次突破。 访问成果清单显
示， 这一共识主要包括以下4点内容： 美
中将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信息及协助的请

求要及时给予回应； 两国政府均不得从事
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及其他机密商业信息； 两国承诺共同继续
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

行为准则； 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
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 外交关系委员
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奈克评价称， 该协
议是一个 “重大的转折”。

白宫将加强发展合作单独列出作为此

次访问成果清单的一大类内容， 足见美方
对两国在该领域合作的重视。 两国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粮食安全、 公共卫生
及全球卫生安全、 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应
对及多边机构等5方面达成共识， 显示出
两国当前正努力将双边合作拓展至全球范

围。 《纽约时报》 文章认为， 奥巴马总统
在25日为习近平主席举行国宴， 中国成为
奥巴马任内仅有的为其领导人举行两次国

宴的国家， 这是美中关系重要性的反映。

26日至28日， 习主席在纽约活动。 美
国舆论对习主席在纽约的几场演讲进行了

解读。 《纽约时报》 27日文章称， 习近平
主席在联合国强调合作与伙伴关系， 提出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

倡议， 想要传达的最重要信息， 是要赢得
人们对中国的尊重。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中， 中国为联合国维和部队贡献了
最多的人力， 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国际社会
负责任的成员。 文章认为， 习主席访问联
合国的另一个主题是展示中国愿意为联合

国的工作提供更多经济支持。
《赫芬顿邮报》 网站28日刊文称， 习

主席在联合国再次强调此次访美行程中一

以贯之的合作主题 ， 并且采取了实际行
动。 例如， 习主席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为期
10年、 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
与发展基金， 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
和能力待命机制， 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
备成建制维和警队 ， 并建设8000人规模
的维和部队。 中国还将在未来5年内， 向
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
助 。 文章分析称 ， 这些承诺 “展现了中
国的自信”， 发出了 “中国是国际舞台上
的重要角色 ， 中国崛起将造福于国际社
会” 的信号。

本报华盛顿９月２９日电

安倍渲染与普京“关系亲密”
本报驻日本记者 张建墅

近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赴美国纽约
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展开各种外交活动。当
地时间29日5时许，安倍与俄罗斯普京在联
合国总部举行会谈， 继续商议普京年内访
日的合适时机。

日本媒体报道，安倍进入会客厅时，见
普京已经在场，立即小跑上前，满脸殷勤地
与普京握手，极力渲染着两人的亲密友谊。
据称，安倍与普京会谈约40分钟，最后10分
钟仅有双方翻译在场，属于“一对一”的私
聊。

时事通信社当天消息， 双方在会谈中
就日俄关系表达了各自想法。 普京称：“日
俄在各个方面的接触都趋于活跃， 但很遗
憾贸易额正在减少， 不过相信日俄经济合
作具有很大潜力。”安倍则称：“这是我们第
11次会谈。我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具备了
沉下身子进行和平条约谈判的基础。 希望
发展两国关系。”安倍又称：“希望实现总统
在最佳时机访问日本， 为此有准备在以和
平条约谈判为中心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拿出

成果。希望这种准备能够在有建设性的、安
静的氛围中推进。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即
领土问题，有必要按照2013年4月两国首脑
会谈达成的共识加以推动并取得进展。愿
意借助将于11月召开的G20首脑会议和
APEC首脑会议等国际场合，坦率地交换意

见。”普京回应称：“是这样的。”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评价称：“此

次会谈非常有意义。”日本有媒体称，安倍身
边人员表示， 日俄领土问题谈判陷于停滞，
日方希望借助安倍与普京的良好私人关系

推进，并通过首脑之间的直接会谈，多少找
到些“打开（日俄关系）困难局面的方策”。

安倍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期间， 与普
京会谈３次，第二次上台以来已会谈８次，两
人关系可谓十分热络。 但日俄关系近年来
一直处于阴晴不定、 一波三折的不稳定状
态。 日方在不断揣摩着普京政权的内外压
力与对日需求， 俄方则借领土问题强化软
硬两手， 屡屡尝试动摇日追随美国等西方
国家对俄制裁立场。

2014年2月8日， 安倍出席俄索契冬奥
会， 甚至邀请普京同年秋天访日。 安倍的
“恣意妄为”最终激怒美国，在美高官多次
公开发言敲打之下， 不得不暂停推动普京
访日计划。

今年6月24日，安倍与普京举行电话会
谈，确认年内邀请普京访日，并适时派遣外
相岸田文雄赴俄磋商。7月1日， 俄突然宣
布， 禁止一切外国渔船在俄经济专属水域
拖网捕捞作业。７月17日， 俄扣押了日本北
海道所属渔船及船员，18日，俄卫生部长斯
克沃尔佐娃登陆色丹岛。8月13日， 俄副总
理特鲁特涅夫登陆择捉岛，日方抗议“俄领
土主张缺乏依据， 俄高官涉足争议岛屿伤
害日本国民感情”，俄回应“不考虑日方立
场”。８月22日，俄总理梅德韦杰夫视察择捉
岛。9月2日，俄副外长马尔格罗夫表示“领
土问题一概不谈”。９月20日，岸田访俄并举
行日俄外长会谈，在之后的记者会上，岸田
称双方讨论了北方领土问题， 俄外长拉夫
罗夫则坚称该问题未提上桌面。9月22日至
24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
夫访日，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
郎接见并与其会谈。 日本媒体认为两人是
各自首脑最亲近的人物之一， 在会谈中就
领土问题交换了意见， 日方希望通过帕氏
此访打开日俄关系局面。

有日本媒体评论认为， 俄高官频频登
上争议岛屿， 显示俄正强化对岛屿的实际
支配。 而俄经济正受原油价格下跌和美国
等西方国家制裁双重压力而加速恶化。安
倍如无法实现普京年内访日， 则将在事实
上违背其政治公约， 导致其外交战略陷入
更加严峻局面。

安倍正一方面高举强化日美同盟大

旗，另一方面又与俄暗通款曲，此番更是对
普京猛送秋波。当然，日本这一动向早已引
起美方的警惕和不满。NHK电视台23日报
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22日表示：
“鉴于俄罗斯尚未遵守乌克兰东部停战协
议， 我们坚信现在还不是恢复正常关系的
时机。” 本报东京9月29日电

西方对叙态度“软化” 妥协方案或可期待本报记者 陈 婧

当地时间9月28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两年来的首次会

晤。 随着俄 “高调” 对叙利亚政府加大军
事支持力度， 叙利亚问题也成了此次奥巴
马与普京会晤的一个重点议题。 从会晤结
果来看， 二人尚未就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方
案达成一致。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的去留依然是双方分歧的一个焦点。

对于叙利亚局势的未来发展趋势， 国
际问题专家马晓霖29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目前叙利亚局势发展
的现实情况来看，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可
预见的未来达成一项妥协方案或可期待。

俄在叙另组 “反恐者联盟”
27日 ， 伊拉克政府表示同意与俄罗

斯、 叙利亚和伊朗共享关于 “伊斯兰国”
的情报。 此举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俄正在中
东组建一个 “非西方” 的 “反恐联盟”。

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媒体据一些卫星图
片称， 俄罗斯已将一些战机和坦克部署到了
叙利亚临海地带拉塔基亚附近，这是巴沙尔·
阿萨德政府控制的区域之一。 国际问题专家
马晓霖分析认为， 俄之所以在近期加大对叙

政府的军事援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4年多战事的消耗下， 叙利亚

政府军已损失惨重、 军事实力大幅下降，
陷入了 “补血” 和 “造血” 危机。 马晓霖
说： “如今叙政府所能掌握的只有大马士
革、 滨海省份拉塔基亚和与黎巴嫩交界处
的盖莱蒙等地区。 在反对派武装和恐怖组
织的双重夹击下， 叙政府军损失惨重， 军
人死亡6万人 ， 陆军力量消耗40%， 空军
损失20%。 这时俄罗斯大量军事装备和人
员驾到， 可谓雪中送炭。”

二是美、 英、 法、 德等西方国家在叙
利亚反恐投入还在加大， 俄不得不对此作
出反应。 “西方国家加大反恐投入意在
‘一石二鸟 ’。 前期目标是打击 ‘伊斯兰
国’ 恐怖组织， 第二阶段的目的就是要颠
覆巴沙尔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肯
定要出手了。” 马晓霖分析认为， “叙利
亚是俄罗斯传统盟友， 关乎其一系列战略
利益。 这其中既包括维持叙利亚的世俗政
权、 保留俄罗斯在海外的唯一军港， 也包

括巩固由黎巴嫩、 叙利亚、 伊拉克和伊朗
串联而成的 ‘什叶派’ 弧形屏障， 防止宗
教激进势力向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渗透。”

三是从全球博弈的角度来讲， 俄罗斯
认为中东可以成为一个 “抓手”。 俄与美
欧在中东展开角逐， 或可缓解俄罗斯在乌
克兰问题上受到的压力。

俄在叙动作令西方紧张

在28日美俄两国首脑会晤后， 普京发
表声明称， 会晤 “非常有益和有建设性”，
“是非常坦诚的会晤”， 尽管 “争议依然存
在……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奥巴马政
府高级官员则向媒体透露说， 两位领导人
同意探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 并决定
应该进行美俄军事官员之间的对话。

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俄在中东举措
的疑虑并未打消。《纽约时报》援引一位不具
名的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的信息说，根据情报
显示，俄罗斯的侦察机已经在拉塔基亚附近
进行了数次侦察任务。俄罗斯的无人机飞过

拉塔基亚到达了伊德利西部和哈马西部。据
美方分析，这些区域并没有“伊斯兰国”的恐
怖分子出没。这位美国官员分析认为，俄罗
斯的目的除打击恐怖分子之外，可能还想趁
机对付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俄罗斯是否会在反恐名义下 ‘反攻
倒算 ’， 帮助扩大巴沙尔政权势力范围 、
收复失地， 进一步挤压美欧及阿拉伯海湾
国家的战略空间， 这正是西方最主要的担
心之一。” 马晓霖分析说， “尽管普京表
示， 目前俄罗斯并没有派出地面部队赴叙
利亚作战的计划， 但是， 普京也明确表示
过 ‘为了协助叙利亚政府反恐， 可以提供
一切军事援助’， 如果俄军人以 ‘志愿军’
身份协助叙政府 ‘反恐’， 那么就有可能
将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区域打通， 扩大叙利
亚政府的势力范围。”

美俄妥协方案或可期待

尽管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对

阿萨德政府必须下台的立场未见松动， 但

在其他场合 ， 一些美欧官员已有些 “扭
捏” 地透露了 “微妙” 的态度变化。

美国副国务卿美国温迪·谢尔曼日前
就曾表示： “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政治解
决方案， 这可以让阿萨德在政治过渡进行
时， 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在位一段时间。”

德国总理默克9月22日于欧盟峰会结
束后表示， “我们需要与许多相关方进行
商谈……阿萨德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这
其中还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等国， 以及像伊
朗、 沙特等中东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

外界认为 ， 欧美高层接连作出立场
“软化” 的表态， 一方面在于叙利亚反恐
战事吃紧， 另一方则是受到叙利亚难民危
机持续溢出的影响。

对此， 马晓霖认为： “事实上， 美国
随时都有可能和俄罗斯做交易 。” 他说 ：
“别忘了， 在2013年销毁大规模杀伤性化
学武器之时 ， 就是美俄之间达成的 ‘交
易’。 美国在中东正在进行战略收缩， 因
此不会在叙利亚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 这
也就很难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府。 从已
经延宕几年的战况来看， 西方与俄罗斯达
成妥协， 这几乎是一个没有其他选择的出
路了。”

本报北京９月２９日电

(上接1版)
此事是天大“严上加严”的体现。始于

北洋大学时期的治学方针———“严谨治学、
严格教学要求”，沿袭至今。

被称为“文化胚胎”的北洋大学堂出世
之时，绵亘千年、形成强大惯性的科举制度
仍是学子的风向标。新学堂只有面向香港、
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才能挑到合适生源，
原定招收本科生30名，起初未能招满。不是
无人问津，而是要求极严，宁缺毋滥，香港
的千余名报考者中只录取10名。

等到首届学生毕业，30人里只余18人
登上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照。

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持有者王宠

惠， 获得了朝廷颁发的绘有蛟龙出海图样
的“钦字第一号”文凭。他14岁入学，1899年
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两年后被公派留学
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历届学
生树立了标杆。

留学期间， 王宠惠即追随孙中山的救
国之路，日后成为“民国第一法学家”，官至
国务总理。二战后，他参与起草了《联合国
宪章》。1907年，他英译的《德国民法典》被
视为最佳译本， 到20世纪70年代仍是美国
的经典教材， 从中受益的美国前总统尼克
松多次公开向他致敬。

生逢乱世，没能改变这所学府的风气，
反而锻造了师生的志气。

冶金学家魏寿昆院士回忆， 有一次正
在上课，两派军阀开打，“就在北洋宿舍的围
墙下面”。 一位同学抬头间被误伤， 左眼失
明。事后学生们跑到外面，看到“死尸满地”。

抗日战争中，北洋校园被日军占领，师
生举校西迁，在陕西城固县落脚，与其他几
所大学合组西北工学院。2010年度国家最
高科技奖得主、 材料学家师昌绪院士当时
在此就读，据他回忆，教室设在一处叫“七
星寺”的庙宇。同学熬夜点灯读书，长夜漫
漫灯光点点，“七星灯火”遂成当地一景。

师昌绪与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

景德院士同住，但二人一个习惯“开夜车”
学到凌晨两三点钟， 一个喜欢凌晨两三点
钟去“开早车”，长期碰不到面。

师昌绪最后一次回到天大，是2012年颁
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他语重心长地
对当今的学生说：“我们考虑的都是国家的
发展。”

化工学家王静康院士1955年考入天
大，遇到的导师是大名鼎鼎的张建侯教授，
张教授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怀着满
腔志向回到新中国。

张建侯事先约法， 王静康遵守两个要
求方可入他门下： 第一，30岁前不能结婚；
第二，及格线为70分。王静康同宿舍一同学
考了69分，结果“自动退学”。

王静康自那以后不再有寒暑假。 同在
一个城市的兄长春节结婚，她都未能出席。

她还记得，张建侯任学术期刊编委，很

多论文在他手下卡住———他审稿时连参考

文献都逐一查阅。反之，经他过目的文稿，
令人“有安全感”。

一位学生毕业时透露， 自己博士论文
里有个错字， 被张先生看出来。 先生还指
出，同一个字在其硕士论文里已错过一回。

王静康的实验记录本，也被导师要求编
上页码。实验可以出错，但记录不许撕毁。她
写给导师的报告，“逗号写成句号” 都不可
以。“‘你这句法对吗？’他给我扔过来说。”

时隔半个多世纪，77岁的王静康谈起
此事， 神色间仍像是在等待教授的本子随
时飞来。

与老师一样，她收学生也事先声明，每
周只休一天，寒暑假“打折”。

目前， 天津大学是唯一保留月考的全
国重点大学。新生上午参加开学典礼，下午
就要考试，此后每月一次。学校鼓励学生参
加社团，但不提倡加入两个以上。

分管教学及招生工作的副校长余建星

对此不太敢宣扬。招生时节谈论月考，尤其
影响生源。

4年前，天大决定恢复月考，成绩计入
科目总成绩。学生起初并不买账，在为此召
开的座谈会上，有学生站出来质疑，上了大
学，怎么还像中学那样管？余建星记得，从
第二学期开始，座谈会上再也无人反对。学
生们发现，期末无须突击备考了。

余建星研究过， 麻省理工学院每周学
习时间达70学时的学生占到86%， 耶鲁大
学和哈佛大学也均超过80%。天大的“试验
田” 求是学部， 经过这番改革， 目前能达
82.4%。他说，中国大学生的学习投入远不
如外国同龄人，是一大弊端，天大力争赶上
外国名校的标准。

2015年，首届恢复月考的年级毕业。据
余建星介绍，以往每届学生少则几十人、多
则两百人退学，本届退学的只有三五个人，
不再有人因学习原因退学。

天大的实

余建星相信，天大引以为豪的学风，在
历届师生身上传承。30多年前，他的一名老
师答错一个问题， 课后冒雨骑车从家里赶
回教室纠正。

“我们感到很崇敬。这种风气我们传承
下来了———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说。

“实事求是”，2000年前《汉书》里的短
语，今日中国耳熟能详的箴言。早在100年
前，这所大学就将其定为校训。

1915年前后，28岁的北洋大学校长赵
天麟订立了这一校训。他是北洋本科、哈佛
法学博士，二战期间拒做汉奸，抵制“亲善
教育”，写下遗书以明志，最终死于日本特
务的暗杀。

当世学者考证出天大的创立者盛宣

怀， 当年也常在重要文件后加盖 “实事求
是”的印章。

赵天麟治校时期的学生张含英， 多年
之后成了校长。他在办公室常年悬挂“实事
求是”的条幅，上书自己的“三问”：懂么？会
么？敢么？

2015年，天津大学启用新校区，中轴线
上的一座桥定名“三问桥”。外人往往以为
是纪念孔子“三问”，殊不知那是一所名校
历史深处的回响。

该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 经济学家马
寅初，20世纪50年代发表《新人口论》，提出
控制人口的呼吁，曾招致有组织的批判。但
他表示绝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 “投
降”，单枪匹马参加论战。

“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
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 我相信几十
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马寅初的
倔强，成为这个校园里“实事求是”的一个
注脚。

传唱了整整80年的校歌则是另一个注
脚。校歌问世于国难当头的1935年，除了称
颂“巍巍学府北洋高”，还宣示“不从纸上逞
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强调“重实验，
薄雕虫”。

校歌开始传唱时， 北洋的工科研究所
开始培养孱弱国家的首批3名工科硕士。针
对水患问题的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落成，
开创了“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一架德国
飞机的基础上， 机械系名教授邓曰谟成功
试制出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

在这里任过校长的土木工程学家茅以

升，此时奉命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改变外
国人垄断中国大桥建造的历史。大桥工地，
也是北洋学生的实习基地。

然而，那“实地把中华改造”的种种努
力很快遭到重创。1937年7月， 侵华日军占
领天津。37岁的校长李书田5个月前刚刚提
出一套宏伟而详尽的规划，要用18年时间，
参照世界名校架构，建成一座包含医学院、
法学院、文理学院、工学院的综合学府。

当他9年后率领师生回津复校时，被日
军占过的校舍，不但所有图书、仪器被洗劫
一空，连抽水马桶都消失不见了。

他的规划至今未能完全实现。纵观120
年，除了初期的综合性大学设置，多数时期
天大都是一所工科性大学。民国初期，它短
暂而辉煌的法科被划走，“专办工科”，后来
更名“国立北洋工学院”。新中国初期，经过
1952年院系调整， 天大成为多科性工业大
学。到建校90年，它才“基本形成综合性大
学的格局”，至今仍为之努力。

第120个年头，天大最重要的动作之一
是设立了法学院。 法学曾是它最重要的四
大学科之一， 造就了政治家张太雷以及联
合国海牙国际法院首位中国大法官徐谟等

人物。
在每一个年代，作为中国最重要、最大

的几所工科大学之一， 天津大学深刻影响
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比如，它的毕业生
孙越崎， 被认为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始人
之一， 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
门油矿。

目前， 中国化工业80%以上的精馏塔
采用了天大的技术。 这里诞生的内燃机高
效清洁燃烧新技术，占市场份额70%以上。
包括南水北调在内，近5年我国大江大河上
建设的70%以上高坝工程， 都应用了天大
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实时控制成果。

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93岁的余
国琮院士在重水分离领域为核工业作出了

贡献。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参观他的重
水分离实验室时叮嘱他，“有人想卡我们的脖
子，要生产出自己的重水，要争一口气。”

在全国唯一的国家工业结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王静康院士对记者摊开一张中
国地图：除了西藏，他们的结晶技术应用遍
及祖国大陆。

一个案例是，曾经由于结晶技术落后，
我国生产的青霉素纯度不足。 王静康的团
队解决了这个问题， 使国产青霉素得以立
足，并占据60%的国际市场份额。

王静康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她被化
工学家张远谋教授召回母校， 参与一项将
青海查尔汗盐湖的盐卤石变成钾盐的系统

工程研究。 那是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第一
个项目———“01号”，由天大承担。

张远谋教授提醒她， 要从小试一直做
到产业化，因此她不只是做教师，还要做工
人，做实验员，要“打破象牙之塔”。

王静康继承了这个传统。 承担国家科
研项目时，她和同事考虑的是“试车一次成
功”。他们28年里承担106项工业结晶项目，
无一例外。

当初为了青霉素，她去过一家大药厂7
次。药厂起初没有遵照她的设计，她拒绝试
车，即便厂方表示“坏了算我的”。

天大的根

天大化工学院院长马新宾对记者说，
该院在精馏、结晶、生物乙醇、合成生物学、
高能燃料、煤化工领域都有突出贡献，但外
界所知不多。

他打了个比方， 天大人也许做到120
分，但只会说到100分。天大人的朴实、低调
甚至“内向”，是长期的文化氛围形成的。此

举有利有弊，弊端在于———“我们不是很好
的推销员”。

日军兵临城下时， 曾在北洋大学就读
过的著名实业家陈范有在南京郊外创建江

南水泥厂。他担心工厂为敌所用，安排拆下
关键部件，疏散员工，请外国朋友与日本人
周旋，在厂区悬挂德国和丹麦国旗。南京大
屠杀后， 江南水泥厂在半年多的时间庇护
了3万多名难民。 此事近些年来才为人所
知，他去世时连后辈都未告知。

在很多校友看来，天大是一所“名不副
实”的大学。并非沽名钓誉，而是名气远低
于实力。历史上，它多次更名，从头再来。

几年前，不只一家大学排行榜的制作机
构找到天大，索取“排名赞助费”。虽为排名头
疼，但天大拒绝了———这有悖“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天大人的价值观”，内
燃机动力工程专家苏万华院士说，为此，天
大人反对浮躁，鄙视虚伪，因为那与“实事
求是”格格不入。

校长李家俊表示， 自己听到的对天大
人最经典的评语是，“天大人的优点是实事
求是，缺点是太实事求是”。

天大标志性的主校门， 从里侧外侧看
来都完全一样，这叫“表里如一”。

在天大机械学院院长王树新眼中，天
大像一台“精准的机器”，沿着理性的轨道
开动了120年。

王树新团队研制的无人水下滑翔机，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创造了中国水下滑
翔机无故障航程最远、时间最长、剖面运动
最多、工作深度最大等纪录。对此，一家美
国媒体评价：中国的反潜艇能力正在增强。

这支低调的团队还是从报上得知，自
己的成果入选了 “2014年度中国海洋十大
科技进展”。

王树新说， 这是坐了10年冷板凳的产
物。 他的学生王延辉2002年开始研究，在
2011年获得“863计划”立项之前，未获其他
资助，靠做别的项目 “打零工 ”解决经费 。
2006年，他们首次申请“863”失败，但没有
放弃。

王延辉仍是副教授———由于长期研制

水下滑翔机，他的论文数量少于其他同事，
在职称晋升中处于劣势。设计水深1500米，
但他通常在2000米水深下打压。 他对打压
次数也极为较真， 有时导师劝他少做一次
实验，但他感到那“不踏实”。

水下滑翔机是王延辉取的名字，叫“海
燕”，寓意它身轻如燕，寓意它饱经风雨。

王树新愿意用 “海燕” 诠释 “实事求
是”：参与者多年无名无利，对“实事求是”
的追求支撑了他们。

他深信，天大这则校训，使老实人短期
吃亏、长期受益。

在建筑师李兴钢心中， 天大校训是世
界上最朴实的校训，却非常“有力量”。2008
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校方骄傲地发现，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奥运项目总指挥崔

恺、国家体育场“鸟巢”中方总设计师李兴
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
赵小钧、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中方
总建筑师周恺等人，都出自天大建筑系。

这些建筑师统统被请回，为母校120岁
生日前夕投入使用的新校区绘制了蓝图。

这是天大历史上的第五个校区。 校内
最佳位置，立着260吨重的校训石。石头正
面纹理宛如大树，校方不忍破坏，将“实事
求是”刻在了阴面，如此一来，北侧行政楼
上的员工，每天都可看到，都能“三问”。

新校区启用当日，最隆重的一个仪式，
是由4位不同时期的学子，将采自史上其他
校区的泥土交至校长手中， 再封入铜质的
封土台内，埋在“实事求是”校训石前。李家
俊解释，这表示文脉的延续。

踩着120年的土壤，守着120年的风气，
学府巨擘继续抽根发芽。

土壤里藏着各种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
这样的： 那位以严苛著称的化工教授张建
侯，在否定科学真理的极左政治潮流中，曾
被要求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为 “唯心主
义”。但他拒不趋附时势。

弟子们记得， 骄傲的教授一度被发配
扫地，剃“阴阳头”，接受批判。但对于科学，
他坚持“保留意见”。

因为，那是天大的事。

天大的事

(上接1版)针对青年创业中面临的资金难、
技术难、人才难等问题，积极对接相关政府
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通过设计专属
金融产品、加大培训力度、构建人才对接平
台等方式，帮助创业青年克服困难，实现创
业梦想。

促进农村青年创业，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完善的组织体系作保障。为此，调研组
深入多个农村基层团组织开展调研，与县、
乡、村各级团组织负责人分别召开座谈会，
了解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徐晓对大
家在农村空心化、工作力量不足、青年需求
多样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给
予了肯定，对一些基层团组织运用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来联系服务青年表示赞赏。“团
组织能不能联系上青年，关键在基层，基层

作用发挥得好， 共青团就能枝繁叶茂”，徐
晓说，“留下来务农的和出去打工的， 都要
联系，利用好青年之声、微博、微信、QQ等
新媒体手段，把大家聚拢起来，说说家乡的
新变化、谈谈返乡创业的好榜样，引导广大
青年心系家乡、返乡创业”。

干事创业靠人， 基层共青团工作有赖
于一支可靠的基层团干部队伍。 在与县区
团委书记座谈中， 徐晓仔细听取大家的汇
报， 结合宣讲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和团
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与大家深入谈
心。徐晓强调，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精神， 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共青团提出的有
关要求， 并将其作为加强和改进团的工作
的重要遵循，切实把精神贯彻好，把工作推

动好。要积极落实团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
机遇意识、问题意识、改革意识，按照“凝聚
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团要管团”的四
维工作格局，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谋划和推
进共青团改革。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抓
好县域共青团工作。既要干实事、创品牌，
也要打基础、管长远，夯实组织基础、服务
青年需求、强化思想引导、抓好阵地建设。
基层团干部要按照“三严三实”的精神，强
化政治意识、创新意识、开放意识和群众意
识，深入基层、深入青年，不断提升干事能
力，养成过硬作风。

调研期间， 徐晓与县委主要领导交换
了调研情况， 就县委支持团县委进一步加
强改革和创新提出了具体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