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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

委员，共提出议案、提案和建议31件。其

中，关于制定学前教育法、学校安全法和

华侨权益保护法，修订义务教育法、传染

病防治法和社会保险法等议案，推动了相

关政策法规的完善。其间，更亲历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高票表决通过这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共商国是、

共襄伟业，与有荣焉。

2022年，感谢组织的信任和重托，我

当选农工党广东省委会主委。接过事业发

展的接力棒，深感责任重大。两年来，我

们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的广东实践，强化自身建设，展现了爱国

为民的政治本色。按照农工党中央要求，

开展多项专题调研，举办健康中国建设研

讨会和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开展高质

量建设制造强省民主监督；助力“百千万

工程”，举办“同心圆工程”乡村医生培

训班，开展“光明格桑花”白内障复明行

动，帮扶毕节市大方县，更好地彰显我国

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展望未来，我

将始终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为己任，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守理想信念，提升履

职效能，传承政治薪火，将家国情怀融入

每一项工作中，推动事业不断前进。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一

路上，既有国家和时代的宏大叙事，也有

个人经历的细节和感悟。天安门广场上那

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永远映在我的眼

睛里，永远飘扬在我的心上。

（转自公众号“统战新语”，2024年

10月9日）

永远的 521
○马计斌（1992 级硕，社科）

1991年，我研究生考试落榜，经过一

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92年9月如愿以

偿考进了清华大学，成为社科系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决心报考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故事。

我是1978年考入河北工程大学（当时

叫河北矿业学院，隶属于煤炭工业部）地

下采煤专业读本科的，1982年毕业留校当

辅导员。1989年后，我觉得要从事思想

政治工作，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

当时，我工作在邯郸，北京对于我来

说，既遥远又陌生。于是，我就给清华、

北大、人大、北师大四所大学同时写了四

封内容一样的信，每一封信花了8分钱的

邮票，寄给了四校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询问学校有什么专业适合我报考，考什

么，有什么要求。

很快，清华大学回信了。研招办的老

师不但亲笔写信给我推荐了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而且还详细介绍了考核科目和要

求。这使我非常感动，随即决定报考清华

大学。

大概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北大也回信

了，给我寄了一份四开纸的油印招生简

章，我也非常感谢。只不过我已经决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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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清华，北大就不再考虑了。

1990年我决定报考，考的是1991级的

研究生。遗憾的是，由于英语成绩离录取

线差两分，尽管我的专业课都是90多分，

而且社科系还专门给学校打了报告，希望

能够破格录取我，但最终还是落榜了。社

科系的老师鼓励我不要泄气，欢迎我明年

继续报考。就这样，又经过一年的努力，

我终于成为清华大学社科系1992级的一名

硕士研究生。

我的宿舍被分配到了15号楼521室。

进门的时候，宿舍门上贴着一张清华大学

研究生十佳宿舍的奖状。我感到很好奇，

也很感动。暗下决心，要把这一份荣誉发

扬光大下去。

我们宿舍一共有四位同学，其他三位

分别是来自安徽师大的王立彤同学、来自

长春邮电学院的张嘉宏同学和清华大学化

学系推荐过来的祁金利同学。由于我是大

学毕业十年以后才来读研究生，所以在班

里我的年龄最大。我比王立彤、祁金利大

了十岁，比我们班最小的余昆明同学整整

大了一轮12岁。

我们的班主任是王雯姝老师。同时，

她还担任社科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是复

旦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分配到清华

大学工作的。她对我们同学都很好，非常

亲切，经常到我们班里的宿舍看望大家。

王老师高高的个子，年轻漂亮，气质非

凡，走起路来一阵风，她是我们大家心目

中的女神。

我们二字班是一个团结奋进、集体荣

誉感非常强的班级，在学习和学校各种活

动中获得过不少荣誉。我们的521寝室由

于一直保持着整洁卫生，连续三年被评为

“研究生十佳宿舍”。王立彤同学是我们

班的班长，张嘉宏同学是我们班党支部书

记兼社科系团总支书记，祁金利同学在张

嘉宏提前半年毕业以后接任我们班党支部

书记。我是王雯姝老师的助手，担任社科

系研究生工作组副组长。在那个年

代，通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没有

传呼机，更没有手机。当时我们那

个有七层高的15号宿舍楼，一共住了

700多名研究生，只有一楼的值班室

有两部固定电话。在每一层楼，对着

宿舍走廊都安装有一个对讲喇叭，挂

在楼道口的门框上面。只要有外来的

电话，一楼值班室的大爷都会通过对

讲机大声喊：某某宿舍的某某同学，

有你的电话！喇叭声音很大，直接穿

透墙壁，到达每一个宿舍同学的耳朵

里。有电话的同学，会大声地对着喇

叭喊“来啦”，然后顺着螺旋型的楼

梯，一溜烟儿跑到一楼值班室接听电

话。由于工作需要，学校给我们521
521宿舍四兄弟和王雯姝老师合影。左起：张嘉宏、

祁金利、王雯姝、王立彤、马计斌



我与清华

清华校友通讯50

王
大
中
校
长
给
马
计
斌
颁
发

法
学
硕
士
学
位
证
书

宿舍安装了一部校内固定电话，拨四个号

就能接通清华大学各个机关院系部门，

十分方便。

后来，王立彤同学经过竞争，当选了

清华大学研究生会常务副主席，祁金利同

学担任清华大学求是学会会长，我除了继

续担任社科系研究生工作组副组长外，还

担任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报》的主编。

我们都为清华的发展做出了我们各自的贡

献，都分别获得过一等奖学金。

1994年，我爱人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

自动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要等到一年

后才能毕业，女儿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孩

子的学习成了问题。我把我的困难反映

给了社科系领导。我的导师宋秦年老师

帮我奔走协调，终于联系好了清华附小，

答应让我的女儿在清华附小借读一年。暑

假过后，我带着女儿顺利进入附小四年级

插班学习。可是住宿又成了问题，又是社

科系的领导帮助我，在文科楼七楼一个仓

库里，收拾一下挤出来一个角，放了一张

床，我和孩子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地。

学习是艰苦的，又是快乐的。我花了

几十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都要

接送孩子上下学。在自行车上，我同女儿

交流学习，一路欢声笑语。清华附小的老

师非常有爱心、有能力、有水平，深得小

学生们的喜爱。附小的作业不多，每天下

午五点放学之前，在学校里面已经把作业

全部写完了。附小还有运动队、合唱团、

鼓乐队等学生社团，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

素质教育。多年以后，同女儿交流起来，

她仍然觉得在清华附小学习的一年是她最

快乐的一年。为了开阔女儿的眼界，我利

用难得的周末，带着孩子去周边游览、学

习。有一次，我和女儿每人骑一辆自行车

从清华园出发，一路狂奔骑到了西单，路

远人多车也多，孩子才刚刚九岁。现在回

想起来还有点后怕。这倒是从小就锻炼了

女儿的胆量、毅力和能力，使得她日后独

闯天涯海角也无所畏惧。

1995年7月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主楼

后厅，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给我颁发

了法学硕士学位证书，这成了我一生的光

荣。我带着这份荣誉和我的女儿回到了邯

郸，继续在大学里任教。我要永远感恩

清华，感恩清华的每一位老师。清华三年

研究生学习，使我不仅系统地学习掌握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会了分析社会问题、

解决大学生思想困惑的能力，而且，还让

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清华园

里，行胜于言刻进每一个人的骨子里。听

话、出活儿成为清华人的标识。无论是见

了谁，不管是校长、院士、教授，还是

普通员工，一律称老师，从不称官衔。

每天下午四点，校园广播里总会响起音

乐，响起那个熟悉的号召：“同学们，

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出教

室，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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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五十年。”

毕业以后，我们奔赴祖国各地。王立

彤同学回到了他出生的南方，在改革开放

的前沿温州市纪委工作。他曾经担任洞头

县纪委书记、永嘉县县长、温州市委常

委、鹿城区委书记。2015年春天的一天，

我突然接到王立彤的电话，告诉我他要到

河北工作，担任唐山市委副书记。我调侃

说，我代表河北人民欢迎你来河北工作

啊！没想到两年以后，2017年他又被调到

邯郸担任市长，这个时候我是邯郸学院院

长。邯郸学院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用四年

的时间，依托邯郸学院收藏的《太行山文

书》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合作，倾心打造，

被国家批准设立了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目前，已经招收了八名博士后进站学

习工作。又过了两年，2019年4月，王立

彤调任河北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廊坊市委

书记。2023年1月，他再度履新，担任河

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公安厅党委书记和

厅长。

张嘉宏同学回到了东北，在长春邮电

学院工作。不久，他爱人去加拿大读博

士，他也陪读去了加拿大，后来在加拿大

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工作。

祁金利同学则留在了清华大学工作，

并继续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先后担任清

华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就业办主任。后

来通过公选，他被选拔到北京市委《前

线》杂志任副总编。他曾经担任北京市委

统战部副部长，现在是北京社会主义学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一晃我离开清华已经30年了。30年
来，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母校，清华的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亭一阁、一石一

树，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清华大学是

我一生的骄傲，清华老师是我一生的榜

样，清华两个字也是我一生的动力、激励

和约束。因为清华，我无时无刻不是在刻

苦努力地工作；因为清华，我不敢放松自

己；因为清华，我更不敢放纵自己。我从

一个在农村出生的孩子，通过高考改变了

自己的命运，是人民助学金帮助我顺利完

成了大学学业。又是清华大学的荣誉和光

环，使我从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逐步成

长为二级教授，获得全国煤炭系统科技进

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并

走上领导岗位。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

工作到2020年退休，在大学工作了38年。

38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化，我都没有离

开过教学第一线，一直到退休我还在给本

科生和研究生上课，亲自带研究生。

我还响应母校的号召，积极热心校友

工作。我被学校聘为首届校友导师，时任

校党委副书记陈旭老师给我颁发了聘书。

2011年百年校庆，我也成为清华大学新百

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人之一。我被马院聘为

校友会副理事长、校友导师。现在，我正

在负责筹建邯郸清华校友会。

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在参加

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应南海舰队的邀请，

我主持创编了“水兵太极拳”，把太极拳

送上了军舰、航母，为缓解海军战士由于

噪音、晕船等导致的失眠、抑郁等症状，

起到了很好的调理和治疗作用，为国防建

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我还为构建和谐社

会，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献计出力。退休

以后，我开始学习萨克斯，每天还在学习

英语、练习书法，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局

势。有时还会应邀为一些单位讲讲党课，

每一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快乐地

过着退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