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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共产党员赵家和事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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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共产党员赵家和事迹展

赵家和生长在一个清华之家。父亲赵凤喈，字鸣岐，自 1933 年起任教于清华，曾任清

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清华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主任等。赵家和

一生结缘于清华，在清华园成长、生活、工作了近 80 载。

清  华  缘

1934 年 9 月 21 日，赵家和出生
于清华园中。图为幼年时在新
林院 21 号的家留影。

抗战爆发后，赵家和全家迁往云南昆
明。他先后在粤秀小学、峩崀小学和
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图为赵家和与父
母在昆明留影。

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家庭
教育，使得赵家和度过
了幸福的童年时光。

小学时期的赵家和

无线电迷

赵家和在小学时，就对无线

电非常感兴趣。1946 年，全家

从昆明回北平，每人携带的东

西有重量限制。他为了把心爱

的无线电设备带回北平，就把

它们紧紧的绑在身上，一路小

心翼翼带回到清华园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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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16 岁的赵家和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
1952 年转入新成立的无线电系，大学四年担任班
长。图为赵家和的学籍卡。

赵家和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很多课程获得满
分。图为大学就读时的成绩单。

1954 年，清华大学设立学习优良奖、
优秀毕业生等奖励。赵家和荣获首届
学习优良奖状。图为 1954 年 10 月 12
日《清华公报》上刊登的获奖名单。

1955 年赵家和大学毕业。凭借在校
期间的优秀表现，同时获得学习优良
奖、奖学金和优秀毕业生三项奖励。
图为 1955 年 10 月 20 日《清华公报》
刊登的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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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赵家和留校任教。他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无线电系、电教中心、科研处、

经管学院等多个院系和部门工作，两次放弃已有建树的专业，在空白处垦荒，迎难而上，从

未退缩，成果丰硕。

干一行  爱一行  精一行

1955 年，赵家和留校在无线电
系 工 作，1960 年 被 聘 为 讲 师，
讲 授《 无 线 电 材 料 》 等 课 程，
还曾担任实验室主任等。图为
在无线电系工作时的照片。

1961 年 12 月，赵家和在无线电系工作
期间，由李章华、茅于海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69 年，赵家和被派往江西农场，后又到
四川绵阳分校工作。图为 1971 年从江西回
北京的路上，途经井冈山黄洋界留影。

我要求加入党，不管在任何

环境和任何岗位上，时刻把党

的利益和党的需要作为自己努

力的目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认真体会并贯彻党

的方针政策，始终以共产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摘自赵家和入党志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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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赵家和被聘为副教授。他一心
扑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但
全家在一起总是其乐融融。图为赵家和
全家在清华园合影。

赵家和有着很高的外语水平。他在电教中心工作
时，在电教设备订货、验收、队伍培养及翻译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 1977 年被派往香港采
购电教设备时留影。

1977 年，赵家和调入新成立的电教中心，不久担
任了电教中心副主任，负责全校电化教学的建设，
开拓新兴的电化教育工作。

1979 年，赵家和调至科研处，先后担任科研计划
科科长和副处长，从事科研管理。图为 1983 年赴
美购置计算机及培训时留影。

国外采购

1983 年，世界银行提供给清

华第一批无息贷款。赵家和带队

与 12 所高校教师一起，到国外

选购计算机和先进仪器设备。

初出国门，谈判艰难，赵家

和既当领队，又当翻译，还是技

术顾问，白天与外商砍价，夜里

与国内联系，20 多天连轴转，带

回的计算机大约是市场价格的一

半，自己却几乎瘦脱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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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赵家和（右）随朱镕基院长访问
美国。

1987 年 10 月 20 日，赵家和（中）参加祝贺陈岱孙
执教 60 年暨陈岱孙经济学奖学金颁奖会。

2001 年 6 月 5 日，朱镕基院长
及夫人劳安在老图书馆与赵家
和亲切握手。

曾一起参加经管学院初创的“老战友”、经管学院原党委书记邵斌回忆：

建院初期，院办公室 4 张桌子，这边坐两位副院长，那边坐书记和

副书记，一个个与中国经管教育息息相关的决策，就在这狭小空间里产

生，而其中不少好主意都是赵家和提出来的──他主张加强金融专业，

为国家对外开放输送人才；他建议多开些公司财务类课程，这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急需的；金融系整个教学大纲，具体到上什么课、讲什么、谁

来讲，都由他主笔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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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和一生最爱教书育人，是真正的“师者”。学生反映，赵家和老师的课程，教学内

容新颖、理论联系实际，他是一位能够调动所有学生、让课堂“活”起来的老师。他说：最

高兴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问题，别人听懂了！他为人师表，关爱学生，热心帮助年轻人成长，

他的治学态度和长者风范受到学生和同事们的尊敬与爱戴。

赵家和 1989 年被聘为教授。图为在经管学院课堂
上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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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和出席经管学院第一期高级研修班座谈会。

校庆时，赵家和（后排右六）与部分校友在经
管学院院史馆合影。

经管学院师生在学院老馆前合影。前排右四为赵家和。

赵家和的研究生、现任证监会副主
席李超回忆：

2002 年在建行工作时，已经退

休的赵家和老师挤公共汽车，给我

送来一套台湾证券法大全，摞起来

有一尺厚。赵老师说，要好好读，

因为大陆和台湾的文化背景相近，

学学他们的东西没有坏处。

赵家和的学生、现任苏世民书院常
务副院长潘庆中讲述：

2003 年在美国见到赵老师，当

时硅谷聚集了不少中国高材生，却

只能做“码农”，大家凑在一起，难

免有些抱怨。赵家和老师郑重告诫

大家，做任何事情都有个标准，“就

是看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贡

献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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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和积极开拓国际合作，为经管学院学习国际先
进办学经验、发展管理教育打下良好基础。图为
1988 年接待外宾来访。

1998 年退休后，赵家和应邀到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担任客座教授。图为在该校的办公室。

2002 年，赵家和夫妇在
美国与硕士毕业的女儿
赵蕾合影。

赵家和教授在伏案工作

1995 年，在香港参加国际学术论坛，发表
关于中国经济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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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6 年开始，赵家和将个人积蓄和退休后在国内外高校、企业讲学的全部所得，以

“一位清华退休老教授”的名义捐资助学。2012 年，正式成立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

直到 2012 年去世，赵家和捐资助学投入的总额约 1500 万元。

大爱无疆  捐资助学

为了做好捐资助学，赵家和奔波大半
年，了解贫困学生情况，制定捐助标准
和对象。图为赵家和的调研笔记。

在北京延庆调研时，赵家和一次次挤 919
路公交车，每次回来都疲惫不堪。老伴
劝他乘出租或包个车，他说不舍得。

一位受助学生家的窑洞

“可以做点事情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家和知道当年

的学生刘迅在做股票投资，就把自己当

时的积蓄和讲学、咨询所得的酬劳陆续

交给刘迅打理。刘迅不明白，一生节俭

的赵老师，攒这些钱要干嘛。

直到 2005 年的一天，刘迅告诉老

师，他投资账户里的钱已经有500万时，

赵家和说了一句：“可以做点事情了。”

答案终于揭晓──赵老师准备拿这

些钱资助贫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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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和说：“我们也没有多大本事，热闹的地方就不去了，就做一点雪中送炭的
事吧，锦上添花的事情，就不做了。”他捐资助学的地区遍及江西、湖北、甘肃、
吉林等省份。据统计，从 2006 至 2010 年，他先后资助学生近 1000 人次，共支
出 210 余万元。

赵家和捐资助学坚持隐姓埋名，受助学
生们只知道那位“在最要劲的时候拉了
自己一把”的爷爷，是“一位清华退休
老教授”。直到赵家和去世后，他的事迹
逐步传扬开来，学生们才知道这位已故
老教授的名字。图为受助学生代表在追
思会上与赵家和的儿子赵强（右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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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捐资助学持续开展，2011 年，身患癌
症的赵家和找到“学生兼同事”、经管学院原
党委书记陈章武，委托他筹建基金会。图为
在赵家和家里签署捐赠委托协议书，左起沈
铭、葛敏、吴嘉真、赵家和、陈章武、刘迅。

赵家和的好友、同事、学生纷纷加入到“兴华助学”
的队伍中。图为捐助人到受助学校与学生交流。

2012 年 2 月 16 日，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成
立，甘肃省政协主席冯健身等为基金会揭幕。赵家
和钟爱“兴华”这两个字，一是与眷恋了一辈子的

“清华”音近，二是取“振兴中华”之意。

兴华助学基金得到赵家和的同事和学
生、清华校友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和热烈响应。至 2015 年底，共收到爱
心人士捐款 532 万余元，实际使用善
款 782 万余元，受基金会帮助的学生
2204 人。

受助学生给基金会写来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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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和将全部积蓄用于资助贫困学生，而他自己及一家却过着节俭的近乎“抠门”的生

活。他到美国担任客座教授并陪伴留学的女儿，每月全家生活费不超过 100 美元；他退休后

到深圳担任企业顾问，租住民房，不肯住酒店；2009 年，他被查出肺癌，但绝不允许把助学

的钱拿来治病……

赵家和家中现在还在使用的
“嗡嗡响”老式横放计算机
主机。

2012 年，病中的赵家和与老伴吴嘉真金婚
合影。

摄影是赵家和工作之
余的唯一爱好，却一
直和家人合用一台非
常普通的照相机。

2012 年 7 月 22 日，赵家和不幸去
世。谨言的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
壮语，临终前，面对前来探望的
老友，他眉目舒展，说“求仁得仁，
了无遗憾”。赵家和逝世后，遗体
捐献给北京协和医院。

几件衣服春夏秋冬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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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和逝世后，他捐资助学的故事逐渐为人们所知。中央和地方的很多媒体先后报道了他的事迹， 《光
明日报》2016 年 7 月连续三天刊发长篇通讯，弘扬赵家和的“雪中炭火”精神。

受赵家和重托担任甘肃兴华助学基金会理事长的
陈章武教授，到受助学校宣讲赵家和的事迹。

兴华助学金颁发仪式上，与会师生深切缅怀赵
家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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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和（左六）在经管学院工作时与同事、学生的合影。

赵家和同志在清华生活、学习、工作了近 80 载，见证并亲历了清华大学及其经济管理

学科的发展与成就，并为之奉献了毕生的才华和精力。他忧国忧民、艰苦奋斗，严于律己、

关爱他人，默默耕耘、甘当人梯，体现了一个好师长、好领导的治学态度和长者风范。

赵家和同志感念民生、奉献社会，关爱未来、情系教育的义德大爱，是一种宝贵的精神

财富，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

精神，体现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崇高风范，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

优秀品格，是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学习的楷模与典范。

学院党委号召学习赵家和同志的崇高精神。希望各教工及学生党、团支部认真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宣传赵家和同志的先进事迹，引导同志们、同学们认真思考并正确理

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坚定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信念，持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建设世界一流经济管理学院。

（2012 年 9 月 17 日）

经 管 学 院 党 委
关于学习赵家和同志崇高精神的决定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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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学习赵家和同志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党性，把无条

件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安排、不计得失、勤奋工作作为全体党员的价值追求。

我们要学习赵家和同志严于律己、务实清廉、无私奉献的高洁品格，把脚踏实地、刻苦

钻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作为全体党员的行为准则。

我们要学习赵家和同志潜心育人、诲人不倦、爱岗敬业的高尚师德，把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作为全体教职员工的根本要求。

我们要学习赵家和同志心怀天下、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崇高精神，把直面问题、勇于

创新、改善民生、持续发展作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准则，切实履行教育教学、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职责，与国家民族共命运。

（2015 年 12 月 3 日）

清 华 大 学 党 委
关于开展向赵家和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责任编辑：兰荣伟 吴姝 王向田】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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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言  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