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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深读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代伟人，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是四川人，却与安徽有着历史的渊源。1931年，邓小平受中共中央派遣巡视安徽党务，使安徽省的领导机构得到恢复；

1947年，邓小平、刘伯承率部挺进大别山；1949年3～4月间，邓小平先后移驻蚌埠孙家圩和肥东瑶岗村，指挥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

后，邓小平多次到安徽视察工作……

伟人已去，事业长存。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星报记者循着伟人战斗和工作过的足迹，进行了深入采访，今日

起，星报将陆续推出“邓小平安徽往事”系列报道，将从不同阶段、不同侧面形象生动地再现邓小平在安徽战斗、工作的生动情景。

开栏语

1979年，邓小平徒步登黄山。（资料图片）

星报讯（星级记者 俞宝强） 1960年2月

23日，在视察合工大的同一天，邓小平来到安

徽大学，当时陪同的还有小平同志的夫人卓

琳，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等同志。

据该校档案馆的一位老师介绍，除了时

间短外，邓小平当时的讲话比较敏感，以至于

很多信息没有能够“传播”出来。据悉，在安

大视察时，邓小平先是听取了时任安大党组

书记张行言同志的简单汇报后，去了数学系

的实验室。在听过当时的数学系主任许义生

教授的工作汇报后，小平若有所思地问：“你

们的教师是从哪里来的？教师质量怎么样

啊？”当时，全国正在搞“以钢为纲”，高校里的

老师都跑去炼钢了，专心教学的老师很少。

许义生教授撑着胆子回答说：“又红又专的我

们要不到，要来的大多是所谓白专。不过，他

们教学还是很管用的。”小平听完，不禁哈哈

大笑。

当时大家都被许义生教授的话吓出了

一身汗。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说这样的话，

说不定就要倒大霉。学校的张行言书记马

上补充说：“其实数学系还是很重视教师的

思想政治工作的。”小平同志微微笑着，没再

作声。

当时，张行言书记请邓小平说几句话，

作个指示。小平同志笑了，说：“你们要我讲话

呀，可以，我讲话是要反对你们的。”小平同志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小平同志

说：现在学校里成天搞政治运动，抓劳动，不

行。办大学就是要依靠教授、讲师，依靠知识

分子，教师就是办校的主体，要尊重他们，和他

们做朋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要老是觉

得他们就是批判对象、改造对象，动不动就把

他们赶出教室，那是不行的。

之后，许义生教授回忆说：“在当时的特定

政治环境下，作为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在

公开场合发言反对当时畸形发展的教育制度，

确实是很不简单。”

中科大原党委书记郭传杰讲述往事：

邓小平亲笔批示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走进中科大校史馆里，这里很多展板，

标明着它的“出生”……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虽拥有众

多的高级科学人才，但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

队伍，特别是国内新兴技术学科方面的尖端

科技人才，而从高等学校分配的毕业生数量

和质量都难以满足需要。

1958 年 5月 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

记、副院长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党组，向负责

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呈

交请示报告，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

6月2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

议予以讨论，并在聂荣臻副总理给中央书记

处的报告上亲笔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

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

陈云等领导人也审核同意书记处的决定。

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

并举行开学典礼。

亲笔批示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文革中，中科大遭到严重破坏，1970

年学校被迫由北京迁到安徽合肥，大批

设备损失，大量教师流失，办学条件十分

艰难。

1975年9月，邓小平受周总理的委托主

持国务院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

其重点之一就是中国科学院。他强调：“科

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

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

1977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提交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

提出要采取措施加强科大的教学、科研工

作，扎根安徽，把科大办成一个能够独立进

行高水平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邓小平

等中央领导批准同意，从此，科大走出低谷，

各项事业迈向一个新的起点。

1983年，国家决定在“七五”期间重点投

资建设一批大学，当时的科大校长严济慈向

邓小平同志上书，建议增列科大为重点建设

大学。仅过6天，一直关注科大发展的小平

同志即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

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

校长严济慈向邓小平同志上书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中国科技大

学于1978年开始试办少年班。1983年 12

月，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向邓小平同志建

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周岁较有利。”

邓小平同志说：“科大少年班可以搞。”

在他的鼓励下，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

件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软件神童。1984

年8月，邓小平同志对少年班建设做出较高

评价：“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

几个大学都应该办少年班。”

邓小平同志对高科技发展十分关注。

1983 年 4 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立项，在

中国科技大学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这是“七五”期间国家重中之重的重点工

程。然而，到了 1985 年，经济进入调整时

期，工程建设面临着下马的危险。严济慈

将此事报告给邓小平同志，中央先后派胡

启立、宋健到科大了解情况。在小平同志

的支持下，同步辐射实验室工程不仅没有

下马，反而克服困难，加紧建设。1987年，

直线加速器建成出束;1989年 4月，光源装

置基本建成。加速器建设的成功，是邓小

平同志高瞻远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

略决策的成功典范。

关注同步辐射实验室和少年班

“邓小平作为世界级著名人物，永远值

得我们纪念。”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

传杰表示，邓小平同志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

和开放意识，具有卓越的洞察力；他思想博

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倡导并且积极推

动改革开放；他务实、果敢，提出了“发展是

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郭传杰表示，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科

学与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一直关心支持

中科院、中国科技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作

为最成功的著名大学之一，45年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取得

累累硕果，是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

领导人的关怀与帮助密不可分的。尤其

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科大关心备至，一直

注视着她的成长和发展，每每在学校建设

的关键时刻，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创

办、在合肥开展二次创业，以及科大进入

“七五”期间重点建设高校，小平同志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对少年班的创

建和发展、对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建设

等非常关心。

“可以说，中国科技大学在前四十年办

学过程中，每一步前进历程，每一个重大成

就，都与‘邓小平’这个光辉的名字紧紧联系

在一起的。”郭传杰表示，邓小平同志给中科

大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精神财富，也鼓舞中

科大继续前进。

每一个重大成就都与“邓小平”紧紧联系

邓小平在安徽大学谈办学：

办大学就是要依靠教授、讲师
学校里成天搞运动、抓劳动，不行

在科大的办学过程中，每一步前进历
程，每一项重大成就，都与邓小平的名字紧
密相连。如今在中科大校史馆里，还保存着
2份邓小平的亲笔批示。其中，最重要的一
份就是，批准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科大原党委书记郭传杰向星报记者
讲述了邓小平与中科大的一些往事。

星级记者 俞宝强

1960年2月邓小平在安徽大学视
察。左一为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资料图片）

邓小平1979年在黄山与大学生合
影。（资料图片）

邓小平关于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的

批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