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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环环保保保保新新新新考考考考

“中国环境治理
的进程会进一步加
速，我对我国的环境
治理充满信心。”3月
7日，陈吉宁作为环
保部部长首次在全
国“两会”上亮相。

履新环保部后，
陈吉宁说自己每天
起来第一件事就是
看天是否蓝。但中国
环境问题不仅仅雾
霾这么简单，在改革
开放之后短短三十
多年中，几乎所有世
界上发达国家所产
生的环境问题都在
中国集中体现，这位
环保部部长也许注
定要处于舆论的风
口浪尖。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又红又专

在清华大学东南角，有两座楼并排，几
乎通体玻璃，迥异于周围的混凝土“盒子”。

这是有名的中意清华环境节能楼。3月
4日，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第一任环境工程
系主任井文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座楼
以太阳能和天然气为主要能源，与同等规
模的使用燃煤火电和锅炉供热的建筑相
比，每年将减排1200吨二氧化碳和5吨二氧
化硫，节约30%左右的能源消耗。

“这座楼花费2000万欧元，由意大利捐
建，是陈吉宁担任系主任时建立的，也是陈
吉宁争取的。”井文涌说，2000年，意大利环
境和领土部与中国环保总局达成协议，启
动中意环保合作计划，意方答应捐建一座
节能楼，一来推进《京都议定书》中关于二
氧化碳减排目标实现，二来为中国建筑节
能做出一个探索。

至于建在哪里，一开始还没敲定。“全
国高校很多都在抢，最后通过陈吉宁对欧
盟等政策的熟知和他的争取，使得该楼花
落清华。”井文涌说，直到2003年，意大利环
境和领土部同中国科技部签约，决定在清
华大学建造，该楼后来成为清华环境学院
所在地。

陈吉宁组织协调能力，早在清华读书
时就有所展现，作为陈吉宁的老师和曾经
的同事，井文涌说，陈吉宁早在上世纪80年
代就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他担任政治辅导员，就是团委书
记。蒋南翔老校长曾提出培养学生又红又
专，一个肩挑政治，一个肩挑业务，陈吉宁
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被培养的。”井文涌回
忆，陈吉宁1981年进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
直到1988年硕士毕业。

当时政治辅导员对一个人的塑造确实
非常有帮助，在全国各个系统曾经很多掌
舵者、领军人物都能看到清华政治辅导员
的身影，如云南省原省长徐荣凯、中国贸易
促进协会原会长俞晓松、国际宇航科学院
院士陈世年。

井文涌还透露，陈吉宁大学时期的成
绩非常好。1986年，中国环境工程学科创始
人陶葆楷在清华设立陶葆楷奖学金，陈吉
宁就是第一届奖学金的获得者。

1988年，陈吉宁被国家公派去英国留
学，“国家也是在有意识培养他，那个时候，
公派出国是非常难的。”井文涌说。

1989年7月，短暂在英国布鲁耐尔大学
生物化学系就读9个月后，陈吉宁转学到英
国帝国理工医学院土木系攻读博士学位。
在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他度过了在英国
的十年。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进入该校
的博士后工作站，担任助理研究员，直至
1998年回国。

井文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陈吉宁在
英国期间，与欧洲一些学术机构等都打过
交道，视野很开阔，人脉也广，协调能力很
强。

回国后，陈吉宁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系副主任，一年后转为系主任，“他
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业务能力很强，人品也
很好。”井文涌说，“你都看不出来他是留过
学的，没有架子，非常随和，这让大家都很
支持他的工作。环境学院的成立，也离不开
陈吉宁的努力。”

非院士校长

2006年，42岁的陈吉宁就被提拔为清
华大学副校长。6年后，他成为清华大学的
第18任校长。

当时，不少人议论说陈吉宁并非院士
却担任清华校长。于是，有老师找到陈吉宁
的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希望推荐陈
吉宁为院士，弥补这一缺憾。

钱易专门找到陈吉宁，陈吉宁却和她
说，“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校长），就不能
再考虑其他。”

正是这位非院士校长，在清华师生中
很快赢得了口碑。

2013年10月31日，陈吉宁在最后一排
站着听答辩会的场景被清华学生任婕拍下
来上网后，引来疯传。

3月5日，任婕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在主楼后厅，学校本科生特等奖学金候

选人的答辩会开始一个半小时后，她看到
陈吉宁悄悄从侧门走了进来。他并未打断
答辩过程，而是径直走到最后一排站着。

“当时感觉校长很有亲和力，没架子，就拍
了一张，传到了人人网。”

任婕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她路过清华
的二校门，曾见到陈吉宁背着公文包，骑着
老式二八自行车，同学也曾在清华一教门
口见到陈吉宁斜跨在二八车上，与中国工
程院院士、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中心常务
副主任岳光溪聊天。

“陈吉宁出席学生的跨年晚会，一起倒
计时，有一年他就是穿着帽衫跑上台的，感
觉跟学生很近，而且临场发挥很幽默。”在
任婕眼中，“陈校长在学生中的口碑一直很
好，而且越来越好。”

2014年七夕，有学生逛街时拍到陈吉
宁穿着T恤和凉拖，坐在一家店里玩手机。

“当时评价是两种，一是清华男靠谱，七夕
陪老婆逛街；另外一种是原来男生陪女生
逛街都是一个标准姿势，坐在旁边玩手机，
连清华校长都不例外。”一位清华毕业生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

虽然随和，但陈吉宁不失为一个有魄
力的改革者，甚至被外界认为是清华“最激
进”的校长。

担任清华校长三年的时间里，陈吉宁
推动学校改革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给不
少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3年陈吉宁
就推出《关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此做法类似国际上
通行的tenure制，如果一个新应聘清华讲
师，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评上副教授，那
么可能被转岗或者辞退，这迅速激活了清
华的用人制度。

2014年，清华大学又发布《清华大学关
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这
次改革的内容包括试点开设2年期的通识
课程，提高学生转专业自由度。

这一次教改视为“以教为主”向“以学
为主”，迅速将清华与陈吉宁引入公众视
野。而通识课程的设置被看作是向哈佛大
学学习，哈佛大学每位本科生必须修满涵
盖8大学科领域（7大类）的32门核心课程，
目的在提高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坚持对事物进行严谨的分析。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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