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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初，我作为“清华校友终

身学习支持计划”学员代表受邀参加吕大

龙、邓锋校友捐赠仪式，并在座谈时汇报

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回顾了清华校友支持

项目对我成长的重要作用。会后，老师们

希望我从这个角度再挖掘写篇文章，与更

多校友分享。今日适逢窗外飞雪，感慨上

头，我和雪而书，借《清华校友通讯》宝

地谈谈校友支持项目对我的引领塑造。

第一个三年：心无旁骛探索
“大学之道”

我是2010年进入建筑学院读书的。报

到当天，学院负责奖助工作的侯老师就把

我拉到一边，聊了挺长时间。侯老师最

后说：“你就安心学习，剩下的不用管

了。”我后来才逐渐明白“剩下的不用管

了”指的就是学校的奖助体系。当年我就

获得了 “清华校友——吕大龙269励学基

金”项目资助。6500元，这是当时一名本

袁周在捐赠仪式上发言

春风化雨乐未央
——校友支持项目与我的四个三年

○袁  周（2010 级建筑）

科生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这对我来说是

很大的支持。我当即实现了在校的“财务

自由”，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地开始了美好

的学习生活。这也使我很快通过学业等各

方面的成绩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
包括占相当比重的校友奖学金。如果说获

得校友励学金更多地解决了自己的生活之

忧，获得奖学金则使我在学业等各方面得

到了很大的鼓励和肯定，更多地解决了自

己的学业之困，使我逐渐找到大学学习的

“门道”。学校的奖助体系与支持项目一

直持续到我博士毕业甚至之后，前后长达

十年，使我在物质上、学习上、精神上获

得了极大的解放与自由。

第二个三年：“向下扎根”
厚植家国情怀

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很快就要面对发

展的问题。发展问题首要解决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的核心则是价值导向。身心的自

由给我带来了在不同方向探索的无限可

能，自己却在众多可能中一度陷入了发展

方向乃至价值导向上的迷茫。这种迷茫还

有另一种更为隐蔽的表现：即使已经在正

确的方向上探索，一旦受挫，如果缺乏必

要的支持和肯定，也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

疑，以致放弃。

2012年，凭借着朴素的乡土经验，我

尝试了两次乡村实践，但无论是主观的自

我评价还是客观的实践成果，都没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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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效。面对乡村这样一个广阔而宏大

的课题，我因此一度“弃疗”，觉得自己

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方向的学习和工作。直

到2013年，我入选了“林枫计划”一期。

在该计划的支持下，我随一队人到广西陆

川实践，进行了为期半月的田野调查，有

了一些初步的实践经验。2014年，在学校

的支持下，我开始带领实践队伍分别在广

西百色和山西灵丘的乡村开展社会实践。

从滔滔右江到巍巍太行，这两次学校支持

下的社会实践获得了成功。

实践成功的具体体现就是让我确认我

是适合在乡村这个方向做一些工作的。

因此，2016年我将一度“弃疗”的实践重

启，在基层乡村长期蹲点调研，自此开始

深入探究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工作。

在国家政策、当地领导、学校老师的支持

下，我所蹲点的村逐渐化短板为优势，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国家森林乡村”，

成为乡村振兴中的“齐鲁样板”。这项

跨度长达9年，“向下扎根”在乡间泥土

中形成的实践成果是我在校期间最为自豪

的工作。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价值

导向与家国情怀，逐渐坚定了我的发展方

向，直接决定了自己到公共服务部门工作

的职业选择。

第三个三年：“内外兼修”
锤炼专业能力

2014年，我开始了博士研究生阶段

的学习，同时担任建4年级思想政治辅导

员。2016年，我通过校友支持的“辅导员

海外研修计划”选拔，到麻省理工学院

房地产创新实验室访问学习。这次访问的

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在出国前我就结

合即将开题的博士论文做了较为充分的准

备，因此在短短时间内不但圆满完成了实

验室的科研任务，还实地考察了波士顿、

纽约、华盛顿等都市区与城市群，对美国

跨区域的住房市场有了直观全面的了解。

回国后，我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博

士论文的开题，研究方向确定为“京津冀

地区跨区域的住房市场研究”。由于研究

方向与需求具有相当的契合度，2018年我

被借调进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某中心

工作，参与《北京住房专项规划》编写，

借调结束后完成了博士论文主体的写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研究

对象是京津冀地区的住房市场，但在博士

论文写作的各个阶段，在MIT的访学经历

让我始终以国际视野看待所研究的问题。

每当研究陷入停滞，我都会通过对国内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发达国家历史上出

现的趋势进行比较寻找灵感，也往往能在

历史的回溯中找到启发和思路。这为我顺

利完成博士论文提供了宽广的视野和坚实

的基础。同时，在海外研修访问学习及后

续博士论文研究的过程中，我对东西方的

政治文化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比较，对国

内强有力的政府充满信心，对国内规划和

政策推动城乡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充满

兴趣。我开始认真考虑将规划和政策的研

究制定作为未来的方向。

第四个三年：“起笔着墨”
投身首都规划

回国后，我又参加了学校“唐仲英计

划”的选拔，到公共服务部门工作的愿望

落实为具体行动。2020年，我通过定向选

调进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工

作。投身公共服务部门的选择使我又获得

了校友支持的“启航奖”，我把它看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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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校友对自己职业选择的一种认可与鼓

励。到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工作，从结果上

看是深思熟虑、水到渠成的结果，我本科

专业是建筑学，研究生专业是城乡规划

学，到规自部门工作专业最为对口；但做

决定的过程并不容易，毕业季曾有机会通

过南方某省的引进“一杆子到底”到基层

服务，也有机会到某部委从事经济与行业

政策研究，也曾一度有机会留在学校工

作。最终还是学校领导老师的教育引导与

校友支持项目的价值塑造让我做出了“又

红又专”的选择，即结合专业所长投身首

都规划建设。

工作三年多来，我辗转处室、分局、

镇村、专班等多岗位锻炼，先后从事过规

划实施、规划编制、城市更新、责任规划

师、乡村振兴、主题教育、灾后重建等多

项业务与综合工作。我见证了多项国家

级重大工程的拔地而起，也参与过快递集

中分拣点等民生设施的规划布局；编制过

副中心的非建设空间管控规划，也推动过

“共享小岛”等多个小微空间更新项目的

落地实施。到村任职让我厚植为民情怀，

直接参与“千年大计”副中心建设让我备

感自豪，为祖国首都规划蓝图增砖添瓦让

我斗志满满。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在毕

业若干年后，一批在基层奋斗的校友同学

还能获得校友支持项目“笃行励业奖”的

巨大支持，让在基层奋斗的校友们备感温

暖、备受感动。大家纷纷感慨，感谢母校

的关怀，母校没有忘记我们。

新的三年：“又红又专”
终身学在清华

2023年，面向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校

友的“清华校友终身学习计划——公共管

理班”开班了。万万没想到，13年后，我

再次受惠于吕大龙、邓锋学长的校友支持

项目。同学们也没想到毕业后还能有机

会回清华园上课，大家的学习热情一下子

就被点燃了。就在上周六，一个普通的上

课日，班上就有周五下班坐一夜的火车到

校上课，周六下课后又坐一夜的火车回太

原，不耽误周日乡村振兴工作的“时间管

理大师”同学；也有已经是地方部门负责

人，但每次都从廊坊来学校上课的“线下

全勤”同学；还有从云南专程飞了两千多

公里来学校“万里求学”的同学。什么是

清华提倡的学习精神与价值导向，我想，

这个班就传承传递着这样的价值导向：就

是秉烛夜游、终身学习的价值导向；就是

饮水思源、回报母校的价值导向；就是家

国情怀、奉献社会的价值导向。这样的学

习精神与价值导向，也是清华校友“爱国

奉献、爱校感恩、爱友互助”文化传统的

集中体现。

回首自己过去的13年，校友的支持一

直伴随我成长。学校的校友支持项目数量

很多、各有侧重，但在我看来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那就是坚持公共性、服务性、

外部性，将同学们引导到为国家、为社

会、为他人做贡献的方向上去。这些校友

支持项目，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有机组成和

充分延伸，是学校办学方针与教育导向的

补充落实。清华校歌中有一句“春风化雨

乐未央，行健不息需自强”，以校友支持

项目为组成部分的清华教育，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一代代清华人就这样在服务国

家中践行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校训，薪火相传，层垒叠积，绘就成清华

底色。  
 2023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