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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下午，我院在群贤楼三楼报告厅隆重举行丁大钧先生纪念大会

暨丁大钧班揭牌仪式。郑家茂副校长、吕志涛院士、教务处熊宏齐处长等及

丁先生的夫人范勤女士出席了大会。兄弟院校代表，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石永久书记、同济大学土木学院顾祥林院长等也专程到场致辞。丁大钧教育

基金会理事长李爱群教授、副理事长刘伟庆教授(校友，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

及各位理事也都亲自或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参加仪式的还有丁先生的老同事、

生前友好、各界弟子、我院党政领导、系室领导以及在职教职工和在校生代

表近 300 人。 

此次大会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的纪念大会暨揭牌仪式由吴刚院长主持。郑家茂副校长在讲话

中高度赞扬了丁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著作等身的修为，阐述了设立丁

大钧班以发扬光大丁先生精神，开展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思路；接着熊

宏齐处长宣读了设立丁大钧班的决定，郑家茂副校长和吕志涛院士共同为“丁

大钧班”揭牌；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的石永久书记和同济大学土木学院顾

祥林院长以及丁先生的学生刘伟庆校友分别代表兄弟高校和丁先生弟子发

言，盛赞丁先生勤恳治学、卓尔不群的一生。大会上，主席台的领导和嘉宾

为获得 2011 年丁大钧教育基金奖学金的同学颁发了获奖证书，硕士研究生蒋

卓见代表获奖同学发言感谢基金会，表示要学习丁大钧先生精神，像丁大钧

先生那样学习和工作。纪念大会在丁先生的女儿丁小禾女士饱含深情的怀念

与感谢致辞后结束。 

第二阶段的座谈会由张星书记主持。丁先生当年的同事、子弟纷纷发言，

大家一起回忆丁先生的工作、研究、治学、育人中的点点滴滴，感人至深。

程文瀼教授、童启明教授在发言中几度哽咽，让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吴刚

院长在发言中感谢老教师、老领导、丁大钧先生的家人及丁先生的弟子，同

时还介绍了设立丁大钧班作为杰出国际化土木人才意义、建设目标和建设方

案。 

最后，张星书记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感谢兄弟高校土木学院领导专程来参

加本次会议，感谢丁先生家人对本次会议和出版丁大钧纪念册、校报纪念丁

大钧特刊的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并高度评价丁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而且

治家有方，子女六位，个个孝悌，家庭和睦温馨。 

土木学院对校友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土木学院开展校友工作的基础

也非常好。土木学科自 1923 年创立以来的 88 年的历史中曾经全部或者部分

涵盖的学科包括土木、建筑、交通、管理、力学、环境、材料等 7 个一级学

科，至今为止已经有 13000 名毕业生，也培养出了台湾大学校长虞兆中先生、

工程院黄文熙院士、吕志涛院士、孙伟院士、黄卫院士、孙芳垂国家设计大

师、黄小晶省长等一大批杰出校友。 

 

一、校友工作的三个定位 

2009 年底，我院产生了新的一届行政班子。一年来，我们学院领导班子

把校友工作，提升为“校友工程”，提高到了学院战略高度来推进；成立了

学院的校友工作委员会；召开了校友工作专题会议。我们提出的校友工程主

要是三个方面定位，一是成为支撑校友共同发展的助推器；二是成为检阅在

校学生培养质量的检验器；三是成为推动学院争先进位的加速器； 

（一）校友工程要成为支撑校友共同发展的助推器 

我们一讲到校友工作，首先要考虑母校应该继续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我

们拟通过校友网络，为校友们搭建扩展社会资源、助推事业发展的平台。学

院 2000 届硕士毕业生廖述江校友回母校聚会时，提到在工作过程中他们单位

碰到两件棘手的事情，都是他通过学院找到在当地的杰出校友帮助解决的，

从那以后单位领导对他刮目相看。2010 年 11 月 26～28 日，在无锡分校和杰

出院友毛惠西书记、王荣副书记等无锡分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全体院班子

和学科带头人近 30 人到无锡，与无锡校友进行联谊，当地的交通局、建设局、

市政与园林局、规划局等主要领导几乎都是我们的校友。通过这样的联谊活

动，把新校友介绍给他们，为今后产生更多的杰出校友打下基础。 

（二）校友工程要成为检阅在校学生培养质量的检验器 

我们的学生培养中还有哪些不足，该怎么样改进，我们的校友是最有体

会的。2010 年学校加快了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进程，我们也想借这次机会

进行全面总结和规划，请国内外的校友提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完善学生培

养模式和培养方案，提高我们的培养质量。我们通过与校友集中见面，请校

友回来座谈和报告，请院学生会发问卷以及直接拜访校友等方式对我们的人

才培养工作进行了解和总结。校友们也给我们出了很多很好的点子。 

 （三）校友工程要成为推动学院争先进位的加速器  

目前土木学科全国排名第 5，总体还是不错的，但跟校友们讲的时候，他

们却太不满意，越老的校友越是不满意，认为我们的排名应该更靠前才对。

可能他们更多的是记住了我们学校土木学科最辉煌的时候，但现实是我们要

保住第 5 都不容易，要进到第 4 更难，但我们还是要争先进位。要想实现争

先进位的目标，单纯借助 985、211 等资源是有限的，而且，这些资源其他学

校也有，所以，我们要借助外力，借助我们的优势资源，我们想到了校友。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校友捐赠是学校资金的重要，有时候甚至是主要

渠道。去年 9 月，随学校高等教育培训团在美国学习期间，重点了解了加州

州立大学的教育体系，当时有一项内容就是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好校友工作的。

我曾经问他们，美国大学的校友为什么会这么热衷捐助母校教育事业？他们

回答说：人的一辈子，大学文凭只有一张，母校发展得越好，文凭的含金量

就越高，他们的地位也就越高。学院的地位的确影响着每一位老师和校友的

地位，我本人也非常有感受。09 年底，受全院教师的信任抬举，领导支持，

走上了土木学院院长的岗位。当时 33 岁的我，年纪轻，资历浅，但出去的时

候，不管是碰到非常年长的长辈、很知名的学者、高级别的政府部门领导等

很有身份的校友，对我都非常的客气，并给予很高的礼遇。我心里非常清楚，

这种尊重与我个人无关，是对曾经培养他们的母校和母校老师的尊重，对学

院地位的尊重。可见，学院的争先进位是多么的重要。土木学院走出去的校

友非常期待看到学院的争先进位，也非常乐意为学院的争先进位贡献一份力

量。在刚过去的一年里，学院办学继续得到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先后有

江苏锦华建筑装饰设计工程公司、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公司、江苏建信集

团、深圳中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百纳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威立雅水务集团、江苏龙腾市政设计院、江苏浩峰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等在我院设立奖学（教）金或学科建设专项支持经费，为学院的争

先进位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5 月 7 日上午，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学部、东南大学、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共

同主办，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东南大学城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等承办的 2011年度全国土木工程

安全与防灾学术论坛在钟山宾馆隆重举行。 

开幕式由本此会议主席，我院吴刚院长主持。王保平副校长致欢迎辞。王

副校长在致辞中代表东南大学欢迎各位专家，感谢大家对东南大学土木学科的

支持；介绍了东南大学和土建交通学科群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并祝愿本次论坛

取得圆满成功。简短的开幕式后，论坛特邀报告会正式开始。两天时间里共有

六位院士和二十一位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

奖励计划学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特邀专家分别就建筑工程、桥梁工程、

水利工程、地下工程安全与防灾；土木工程高性能材料及其力学性能与耐久性；

土木工程各类灾害的形成机理与防护对策；土木工程灾害评估等领域的内容做

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报告会还吸引了在宁高校的师生和研究机构的专业人

士近 300 人参加。7 日下午，易红校长专程到会看望了院士和全体专家。 

本次论坛是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继去年成功举办第四届结构工程新进展

国际论坛、土木工程院士专家系列讲座后，举办的又一个高规格的学术论坛。

论坛突出展现了我国土木工程安全与防灾方向最先进研究成果，反映了学科发

展的最新动向。 

2011 年 4 月 11 日，江苏省省长李学勇在省政府秘书长樊金龙、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徐山瀑等领

导和我校郭广银书记、易红校长等的陪同下，到位于九龙湖校区的土木工程学院实验中心视察。 

在实验中心，我院吴刚院长首先向李省长一行汇报了学院的基本情况，重点汇报了我院在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接着，吴院长介绍了结构试验大厅的基本组成和特点，并

通过挂在大厅墙上的展板着重汇报了我院在预应力技术、工程结构防灾与减灾、基础设施的耐久

与健康、玄武岩纤维研发等四个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成果及发展前景。 

李省长认真而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吴院长的介绍，并就预应力技术、防灾技术、重大工程健康

监测技术、玄武岩纤维关键技术等多次提问，还在玄武岩纤维样品展台前驻足与“千人计划”国

家特聘专家吴智深教授就玄武岩纤维的性能、推广应用以及在江苏实现产业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李省长表示要全力支持我校申报国家预应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要求随行人员具体推进此

事。谈到防灾时，李省长提议可以考虑建设一个省级抗震研究共享的实验平台——大型振动试验

系统。最后，李省长还视察了我院力学实验室，并参观了我院学生结构创新竞赛的部分作品，对

同学们的奇妙创意大加赞赏。 

二、几点体会 

（一）校友工程是一项公益工程 

校友工作不是个人的事情，校友工作要一心为公，为大家谋利益！从事

校友工作的老师应该是非常受尊敬的。另外，即使在合适的时候，需要的时

候开口请求校友们的支持，也不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母校或者学科的发展。

我们尊敬的已故老院长蒋永生教授在位时经常自诩为“高级丐帮帮主”。 

（二）校友工程是一项感情工程 

校友工作是 “互动”交流的平台。亲戚是越走越亲，朋友是越交越深，

和校友也必须多联系，联系多了， 感情就深了。人多智广，工作的思路就有

了。 

我们学院今年为了加强与校友们的联络沟通，特地制作了一份非常精美

的贺卡，把学院的大事记都列在上面，还请院士吕志涛老师题了贺词。吕老

师非常重视，写得非常真实，非常感人。学院寄了 1000 多份给校友们，反响

非常好。对校友们来说，能感觉到母校和母校的老师惦记着他们是一件幸福

的事。 

我们学院有一个很好的校友情感中心。以黄安永老师、王锦麒老师、陈

镭老师为代表一代又一代学生线的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做学生工作，与学生们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是校友工作的桥头堡。黄安永书记 1982 年到学生线

后，一直主抓学生工作，许多校友回来都会首先想到要见他。黄老师现在担

任校友总会南京校友会会长，同时还是我院校友工作委员会的名誉主任，为

学院和学校校友工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令人敬佩。王锦麒老师 1979 年到

学生线，一直工作到去年退居二线。陈镭老师 1985 年到学生线，现在是学院

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兼副院长。正是有了他们，有了联系的纽带，学生回

母校才有了归属感，才更想回来看看。 

（三）校友工程是“娃娃工程” 

我说的“娃娃”当然指的是刚踏入东南大学校门的新生。学生在求学的

过程中，感受到老师的人格魅力，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温暖，特别是在学生

最困难的时候，能拉他一把，帮他一下，学生成功时是不会忘记的。总之，

在校期间，要让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能从学校的老师身上学到做人做事的知

识和能力，我觉得这是校友工作最根本、最核心的。 

我也注意到，校友总会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2010 年 11 月 27 日校友总

会在无锡举办了“缘聚无锡城、共叙东大情”迎新校友联谊活动，给刚刚到

工作岗位的新校友以关心、温暖和支持。 

 

三、我院推进校友工作的几点打算 

（一）以校友通讯录整理为契机搭建信息平台 

我们想先把 77 级以来所有校友的信息收集汇总起来， 然后逐步向前推

进，收集更早毕业校友的信息。2010 年已经做了一部分，预计 2011 年能完成。

校友信息是校友工作的基础，是重中之重。 

（二） 以学院网站为载体搭建宣传平台 

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是校内最好的网站之一。去年到美

国，碰到多位校友，都提到了网站一事。美国 UCLA 的张简校友说，现在终于

可以通过网站了解学院，了解母校的老师了。她说她会经常进土木学院的网

站看看，同时，也对我们的网站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如何适应

国际化方面。 

（三）为校友回校聚会搭建服务平台 

2010 年，先后有本科 5179 级等十多个班级返校聚会，众多杰出校友回母

校访问。2011 年，我们会邀请更多的班级和校友回学院，同时，也应该为他

们的返校之旅尽可能提供良好的服务，为校友聚会提供场所、提供茶水、联

系食宿，尽可能让校友返校感受到回家的温暖。 

（四）结合土木工程新大楼，搭建校友文化平台 

学校正在规划九龙湖校区土木大楼的建设。我们非常想在土木大楼中融

入一些校友的文化和元素。在美国斯坦福参观时，看到每届校友毕业前，都

会把自己认为有纪念意义（但不一定要贵重）的东西留在母校，学校把这些

东西埋在走廊可以开启的地砖下，从 1892 年到 2010 年从未间断。我们也想

进行系统规划，把土木大楼建成校友文化交流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