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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新华社西安 1 月 8 日电(记者许祖华、姚友明、陈晨)自从
1956 年交通大学主体部分西迁以来，一代代西安交大人怀揣着
“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曾经
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用激情、热血和青春
芳华，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战略布局调整的成功范例。

北风吹过曾在申城沐浴过春光的梧桐，瑞雪伴着雁塔晨钟
落在兴庆湖畔。日前，新华社记者走进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拾阶
而上，寻踪问贤。交大人锐意进取、勇担使命的壮丽报国画卷，从
脚下这片黄土地上缓缓地铺陈开来。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工业建设方兴未艾，开
发和建设大西北成为国家的战略需求。1956 年盛夏的一天，上
海徐家汇火车站，1000 多名交大师生背负行囊，心潮澎湃地与
送行的人群道别。“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乘车证上清晰的
一行字，承载着一代人建设新中国的壮志豪情。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快 20 岁了，通过对比、鉴别，我们都认
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政府是信得过的，我早已把人生都
托付给党。”迁校时担任材料力学教研室教师的陈瀚教授说，“党
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越是艰苦的地方，我们就越要
去！”

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不顾领导提出的
留在上海照顾家庭的关照，只身一人踏上了首批迁陕的专列。我
国热工先驱陈大燮携夫人一同西迁，他在西安新校慷慨激昂地
说：“我首先要为西安的学生上好课。”青年教授陈学俊，携妻带子
全家离沪西迁，把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房产交公，一走就是一辈
子。

西迁前，学生张进喜发表在校刊上的一首题为《到西北去》
的诗歌，体现了那个年代交大莘莘学子的报国热情。“西北的人
们朝夕盼望，西安的伙伴已伸出了友谊的手，我的心啊，你插上
翅膀吧，刷刷地掠过滚滚的长江，飞到西北的黄土高原，告诉那
里的人们，我们就要来到。”

84 岁高龄的西安交大退休教师胡奈赛说，当年西迁的专
列上，师生们情绪饱满，嘴里不时哼唱着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
觉得，未来生活充满阳光。

“大树西迁”，相关仪器设备的拆卸和装箱搬运是个浩大的
工程，据统计，前后共计有 200 多节火车车厢的物资从上海运
往西安，因为后勤人员工作认真负责，所以如此大的工作量下
所运物件竟无一损伤，甚至连职工托运的筷子都没丢一根。考
虑到陕沪两地当时悬殊的生活条件，上海方面还要求理发店、
印刷厂等后勤部门一起跟着学校西迁。

为保证交大 1956 年秋能在西安顺利开学，2500 名参加施
工的工人过春节也仅仅休息了 3 天，最终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
成了 11 万平方米的新建校舍施工任务。“当年放弃个人生活优
厚待遇的教授和先生们是英雄，为交大迁校默默奉献的建设者
们更是英雄。”迁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卢烈英教授说。

卢烈英介绍，西安市政府当年为照顾南方师生饮食习惯，
在物质匮乏的年月保证向学校供给大米，如今回想起这段往
事，依旧让人动容。“还有次我到西安东郊一家商店买东西，店员
听说我是交大老师，就像接待外宾一样。”他说。

自强不息，逆境中锤炼创新原动力

迁校初期，百业待兴。“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野
兔地上跑，半夜甚至能听到狼嚎。教职工群体没有抱怨和懈怠，
忘我工作、苦干实业，积极迅速投身到新校的建设中去。中国西
北一片广袤而荒凉的原野上，一座科学殿堂逐渐有了模样。

创办工程力学专业的朱城除了吃饭睡觉，将所有精力投入
到新专业的创办与发展上。授课之余，他不仅要与时间赛跑编
写讲义教材《材料力学》，还要抽出时间去北京大学等院校讲课。
在艰苦的环境下长期超负荷工作，让他最终在 38 岁时英年早
逝，成为交大主体西迁后身殉事业的第一人。

几乎同时，计算机专业也在于怡元、郑守淇以及鲍家元等

人的带动下创建起来。鲍家元回忆说，他 1954 年进入交通大学
学习，1957 年就提前毕业，随即被派往素有中国计算机行业“黄
埔军校”之称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第二期培训班学习，其间在北
京还参与了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1958 年回到西安后，鲍家元开始在交大的计算机教研室工
作。大家废寝忘食，一面拿着讲义上课，一面还要编写教材。由于
计算机领域发展很快，当时美国甚至苏联都对我国进行技术封
锁，因此半路出家学习计算机专业的鲍家元说：“我们无人依靠，
只能靠拼命，只能靠自己！”

当交大计算机教研室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人自己编写并
最早正式出版的计算机原理教材之一———《电子数字计算机原
理》于 1961 年出版时，大家从教研室“110”的代号中受到启发，
将教材作者定名为“姚林”。

西安交大朴实而严谨的学风，一直被后人看作宝贵的精神
财富。比如已故教授乐兑谦，在其专著《齿轮刀具》中的几百个公
式，据说他几乎都一一推导过，也都用丰富的实例计算校验过。
至今相关工厂有技术人员进厂，这本书还是必读书目。

曾任西安交大焊接研究所主任的戚继皋说，偌大的两层实
验室，走线和仪器装配全部由教职工自己完成，由于条件艰苦，
学生实验的好多仪器都是工作人员临时做出来的。

化工学院教授刘芙蓉介绍道，每天除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之
外，迁校后不久来西安交大上学的学生们还要给老图书馆打地
基，并帮助西安兴庆公园挖掘兴庆湖，甚至还去河南三门峡开过
荒、种过地。

西迁后经过 61年的艰苦奋斗，西安交大至今累计为国育才 25
万多人，培养出的 33 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2017 年 9
月，西安交大入选国家一流大学 A类建设名单，8个学科入选一流
学科建设名单，成为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科教高地。

老骥伏枥，西迁精神薪火相传

刚西迁时，不少交大教师曾担心过两个问题，一是担心原先
交通大学的力量有所削弱和分散，“大树西迁”后无法在西北贫

瘠的土地上“存活”；二是担心学校迁至西安后，生源质量受到影
响，科研攻关人才队伍上难免出现断档。

有西安交大的退休教师说，为增强学校的影响力，从西迁开
始，学校教师每年寒暑假返乡后，很多都要去家乡的高中宣传西
安交大。1956 年，虽然正值迁校和全国首次统招，但前来西安报
到的交大新生还是比 1955 年多了 200人。当时的物理学教授殷
大钧等许多人都认为，从平时的答疑中发现，新生的水平比过去
有所提高。

“我们上一代是救国的一代，这一代是建国的一代，下一代
是强国的一代！”胡奈赛感慨地说。虽然 1994 年就已退休，但她
现在还是每天都到校园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上班，为青年教师
搞好教学和科研出谋划策。“西迁精神需要一代代人去传承、发
扬。”胡奈赛表示。

年逾耄耋的内燃机专业教授丘大谋，最近也打算去几家核
电站看看，“体力活我是帮不上忙了，但我的脑力还能再发挥发
挥余热，再为国家做点贡献”。

1400 名当年从上海迁来的交大教师中，如今只有 300 多人
还健在。其中的大多数逝者都长眠于黄土地下，用他们当年一起
西迁的同事或同学的话说，这一代人是“献完青春献终生，献完
终生献子孙”。

西迁过后 61 年，如今西安交大再度将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定到西边：在西安以西，西安交大正在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
港，依托陕西省产业优势与西安交大多学科的人才优势，创建一
个西部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实现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高新企业孵
化和规模产业核心技术的源头供给。

在中国西部，西安交大 2015 年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并成为“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发起主导学校。
通过跨国协同创新攻关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远见卓识和智力
支持，成为学校新的历史使命。

“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西安交大的责任担当，把西安交大建成
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也是百年交大肩负的历史责
任。西安交大将牢记使命、攻坚克难，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
好服务、做出更大贡献。”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说。

西安交大老教授的“西征旧事”

新华社西安 1 月 8 日电(记者许祖华、陈晨、胡浩、姚友明)
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61 年前，胸怀爱国之志的一群人，坚决
响应党和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自此扎根黄土地，开启了一个
建设西部科技高地和一流大学的风云甲子。

“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
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交通大学史维祥等 15 位老教授
的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为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点赞。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在西安交大师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回首激昂着爱国深情与奋斗热血的历史画卷，大家表
示，要牢记并传承“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
西迁精神，继续为新时代作出新贡献。

一路向西：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

囊去哪里

新年伊始，西安交大西迁纪念馆。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印
乘车证，吸引了多位参观者的目光。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证件上的字迹依然清晰。
1956 年，正值青春年华的胡奈赛正是手持这样一张乘车

证，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大西北的列车。“当时我很高兴，虽说是去
陌生的西北，但国家培养了我们，让去哪里就应该去哪里！”

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工
业建设布局等方面考虑，作出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从繁
华的沿海都市前往落后的西北内陆，充分了解西迁的意义后，交
大师生义无反顾背起行囊，一路向西。

上世纪 50 年代的西安，发展水平与繁华的上海判若云泥：
学校处在田野之中，马路不平、电灯不亮，晴天扬灰路，雨天水和
泥，夏无大树遮阳，冬无暖气御寒。由于车身蒙尘太厚，第一次到
西安的学生走出火车站，甚至认不出近在咫尺的公交车。

“西安气候干燥，刚来时我鼻子出血半年多，吃馒头就像吃
药一样不习惯。”1957 年从浙江绍兴考入西安交大的陶文铨院
士说，由于当时多数师生是南方人，对北方的饮食、气候等很不
适应。

但数以千计的交大人没有退缩。至 1956 年 9 月，包括 815
名教职工、3900 余名学生在内的 6000 多名交大人汇聚古都西

安，经紧锣密鼓建设而成的新校园也从一片麦田中拔地而起。
当时最年轻的教授，能源动力科学家陈学俊将上海的房产

交公，举家西迁，因为“既然去西安扎根，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
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上行囊去哪里！”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的 15 位老教授之一、如今 84 岁高龄的西安交大材料学
院退休教师胡奈赛忆起当年，仍是激情满怀。

薪火相传：让爱国奉献的西迁精神历久弥新

“为了祖国，为了党，决不吝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我们誓用勤
劳而智慧的双手，从祖国的边疆到边疆，自滚滚的黄河到宽阔的
长江，掀起一个震撼世界的建设海洋！”

不少老交大人都熟知，1956 年西迁伊始，一位名叫赵智成
的学生写下的这首诗篇。

61 年斗转星移。始终秉承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是一代代交大人不变的底色。西
迁精神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新。

管晓宏，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2017 年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 年，公派留学归国的他面对母
校清华大学及多所东部高校伸出的橄榄枝，毅然选择回到当时
生活和科研条件仍较为落后的原单位西安交大，从事系统工程
理论与应用研究。

“我所在的系统工程研究所，领导和老教师大部分都是西迁
来的。胡保生、万百五等老教授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
很深。”管晓宏说，西迁精神首要是胸怀大局，自己选择回来也是
受老先生们的感染。

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陶文铨院士在西安扎根 60 余载，桃李
满天下。令他深感骄傲的是，自己培养的 100 多名硕士、博士生
如今大多数在国内工作，为国家建设建功立业。

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何茂刚说，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下海潮和出国潮的冲击下，学院一度只剩下十余
名教师。陶文铨先生践行西迁精神，带领大家一步一个脚印走出
谷底。如今，学院 41 名教师中有 3 名院士，“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学科实力居全国前列。

“这两年，学院先后有十余名教师和博士生赴云南施甸、陕
西平利等地挂职扶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永远是学者责无

旁贷的使命。”何茂刚说。

不忘初心：用西迁精神照亮新时代前行之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交大西迁时，从南方引入、遍植于校园
的各类苗木，如今大多已叶茂参天，见证着学校的发展历程。

西迁 61 年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育才 25 万多人，培养出的
33 名院士中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2017 年 9 月，西安交大入选
国家一流大学 A 类建设名单，8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安交大深度融入国家建设发展。
2015 年面向海内外高校发起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拓展
科教人文交流的“朋友圈”。正在建设中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
港”，将在未来打造全新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

如今的西安交大，不仅是重要的人才库、智力库，更是西部
地区位居前列的科教高地。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党的十九大召开，让西安交大的师生们倍感振奋。史维祥等

15 位交大西迁老教授难掩激动，决心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一封
信，汇报他们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学校西迁以来的发
展成绩，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

传承好西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新时代作出新的
贡献，是西安交大人共同的决心。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不仅是对交大西迁精神的肯定，也体现
出对全国知识分子的关心关怀，总书记惦记着为党和国家作出
过贡献的人。”陶文铨说，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胸怀大局，以爱国、奋斗为使命，为祖国奉献一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西安
交大校长王树国说，西安交大将永远把党和国家的发展作为奋
斗指南，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作出交大特有的贡献。

“西迁的历史与精神是老一辈交大人的，更是新一代交大人
的。”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硕士生陈冰清说，新时代赋
予西迁精神新的内涵，每个交大人都应勇做西迁精神的新传人，
让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根植心中，融于血液，指引前行。

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说，学校将弘扬光荣传统、秉持民
族复兴担当，紧跟时代步伐、当好新传人，明确办学定位、实践新
要求，加快建设“双一流”、实现新目标，全力推进改革发展事业，
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期望。

背上行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西安交通大学传承与发展西迁精神综述

▲经历 20 世纪 50 年代交大西迁的部分师生行走在西安交大校园内（2015 年 11 月 19 日摄）。 新华社发（王晓凯摄）

新华社郑州 1 月 8 日
电(记者李文哲)白天忙农
活，晚上做什么？到“农民夜
校”听课去。在河南安阳汤
阴县，通过“夜校”学习，村民
们知政策、读村规、话发展。
好的不好的课上讲一讲，乡
风文明了，发展的路也清晰
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
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内容。汤阴县充分利用
“夜校”这一形式，在掀起“贯
彻十九大，全民大学习”热
潮的同时，村风正、民风淳、
家风美，文明新风浸润田间
地头。

党群齐心种起

“精神庄稼”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
的是党员干部。走进宜沟镇
向阳庄村，村民家门口悬挂
的“五星村干部家庭”“五星
文明户”等身份牌很是醒目。
“不做点儿啥脸上挂不住。”
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芹
说。

向阳庄村是移民搬迁
村。近年来，村两委补发展短
板，谋民生之利，铺路 5000
余米实现水泥路户户通、修
水渠 4000 余米完成浇地统
一管理、协调园区企业为村
民提供就业岗位……还建了
便民服务中心、健身广场，小
乡村有了新气象。

“党员代表要向群众做
公开承诺，承诺内容和考评
结果会上村委会公示栏。村
里还新设宣传教育、文化体
育等岗位，让无职党员也上
岗有为。”葛树芹说，党员干
部带头“动”起来，群众振兴
乡村的热情也就高了。

如今，汤阴县各乡镇村
村设有公示栏，好人好事被
写在墙上、记在心中。

汤阴县文明办主任王福
喜表示，培育良好乡风就好
比种“精神庄稼”，党员群众
一点一滴的小事落地生根，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引导浇水
施肥，庄稼才能茁壮成长结
出正能量果实。

移风易俗破陋习扬新风

在任固镇五街村，付少明家“零彩礼”娶新娘一事
让村民津津乐道。

“丈夫家不富裕，盖新房还欠外债，再要十来万元
彩礼咋受得了？”新媳妇臧书佳说，县里倡导移风易俗、
婚事简办，娘家人签过倡议书，开会表过态，就没有要
彩礼了。

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任固镇各村先
后设立移风易俗“红白榜”扬新风破陋习，开展新媳
妇进家门“第一课”学孝道话新风等活动，并选出有
威望的干部、老党员，成立红白理事会，商讨制定村
规民约。

以前办喜事讲究“一二三四五”：一个孩子、两层
楼、三斤 100 元票子、四个轮子小轿车、父母不能超过
50 岁。现在，彩礼普遍在 5 万元以下，婚宴用烟每盒不
超过 10 元、用酒每瓶不超过 20 元，不提倡要房要车。

据了解，汤阴县建立健全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红白理事会等“一约四会”组
织，开展“我们的家风家训”活动，引导家家户户立家
规、传家训，讲家事、树家风。在村头街尾，“一人一碗
菜、能省一万块”“孝敬公婆看好家、人人都把媳妇夸”
等标语朗朗上口。

文化寻根，筑牢移风易俗根基。作为千年古县、岳
飞故里，汤阴还通过挖掘历史典故，整理村史、村训，编
写村志、村歌，潜移默化中教育村民。讲排场、摆阔气的
歪风邪气正在被打压，“以德为尚、以和为贵、以诚为
基、以俭为美”蔚然成风。

“农民夜校”让文明花常开

冬日的夜晚有些冷清，部落村村委会活动室里
却透着灯光，村民讨论得很是热烈。只见村民邢宗禹
举起了手，就正在讨论的村规民约提出了自己的想
法。

“有的人光顾自己，损害别人的利益，那就不能当
文明户，村支书说建议很好，应该加到上面。”74 岁的
老党员邢宗禹说，村里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里讨论，什
么问题都可以向村支书提出来。

在白营镇北陈王村，“农民夜校”已组织学习 20 余
场，50 多平方米的村委会活动室每次都挤得满满当
当，其中不乏年轻面孔。

“年轻人不是很懂扶贫政策，今天来听村支书
讲讲，知道了扶贫具体扶什么、帮什么、帮到哪一
步，包括脱贫以后怎么办。”北陈王村村民张海洋
说，“农民夜校”不仅有最新政策，还有模范事迹、正
能量故事，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风气的变化，邻里
更加和睦了。

截至目前，汤阴县“农民夜校”已在全县 298
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开课 3000 余场，参训农民 10
万余人次。为方便党员群众网上学习，各村建起了
免费无线网络，充分利用县、乡、村三级微信群，
搭建“万人 e 课堂”， 2 万余名党员干部群众参与
到学习中。

近年来，汤阴县推进“五风”建设，“严党风”“抓政
风”“淳民风”“正村风”“美家风”，转变社会风气，营造良
好的干事创业环境。县委书记宋庆林表示，下一步，还
要继续加大“五风”建设，搭好“夜校”这一平台，凝聚群
众力量，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乡风文明，实
现乡村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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