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浙里时光 

  1961 年，胡德成考入了浙江大学。按照正常的 5 年学制，应该在 1966 年

毕业，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导致身体疾病等延期，1967 年才得以从浙大毕业。六

年给胡德成太多的记忆和磨练。 

  浙江大学电机系是他的第一志愿，进入浙大后他却被选拔进入了工程力学

系 04 专业，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核动力发射专业，是由浙江大学、中国（上

海）科技大学和前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联合开办的机密专业。鉴于此，浙大招

生中并没有公开写这个专业，因此进入这个系的学生都不是第一志愿，不仅要

严格审查家庭出身，政治背景，而且要成绩优秀，特别强调所谓的 “又红又

专”。记得当时，新生由学校安排车从火车站直接接送到浙大的三分部，也就

是现在的之江校区。学校有部队看守大门，平时出入要有“出入证”，同学之



长到局长、党组书记，每一个岗位、每一步脚印，记录了他美好的青春年华献

给江西电力建设的坚实足迹和深厚情缘。在 2002 年临近退休时，胡德成被选为

江西省人大常委，江西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到 2008 年，退出岗位，安度晚

年。 

  这是胡德成一生的轨迹，作为绍兴人，他说自己很想念绍兴的故土情韵、

同窗学友……但如今，他把江西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说自己是进口的“江西

老俵”，流露出淡定与坦然。 

“这辈子就跟江西电力结缘了，一步步走过来，每一个岗位都是一种人生

阅历和磨炼，有苦也有乐，其实谈不上作出什么贡献。”胡德成深情地说：

“浙大的教育对我人生的滋养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

是我可以踏踏实实地为企业发展为江西经济建设做些事情的精神积淀。我出身

在一个贫寒家庭，能读上大学，党和国家用助学金培养了我，在我们那个时

代，从入学开始就是以服从祖国需要为第一志愿，有立志报国的思想准备。如

果当时学的专业没有撤消，说不定自己就工作在大西北，又是另一番人生轨迹

了。在江西也很好，江西是革命老区，为红土地的建设添砖加瓦，也是浙大学

子的责任。这几年，每年都有很多浙大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来江西施展才

华，创业发展，外省籍的浙大学子也不乏其人，江西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重拾儿时爱好 

  胡德成自幼喜欢写字画画。1963 年休学时，因家境贫困窘迫，他为一家名

为“王星记”扇厂打工，每天画扇面，每把可赚 3 分钱，一天可画上五六十把

扇子，以补家用。他是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退休后，他是江西省企业文化

促进会顾问、江西省老年书画学会顾问。“之所以选择书画作为自己的一项爱

好，这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事情，如今再拾起来还是有基础的。2008 年退休后，

寻思着要培养一门兴趣爱好，能修身养性，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求静、求乐、

求学’的学习目标。” 

然而，胡德成在选择主攻书画的过程中，又与众不同，除了书法，一般人

多倾向于画国画、水彩之类，但他选择了大家接触较少的钢笔画。 他说，无论

是选择书法主攻行草，还是绘画主攻钢笔画，重拾书画都少不了自己崇尚自由

和便捷的这一因素。 

  
难忘母校情深 

  2015 年是母校浙江大学诞辰 118 周年，也是胡德成从母校毕业 48 周年。

胡德成对母校开展走访老校友的活动非常赞同。他说：“对老校友的访谈，传

递的是母校给我们老校友的温暖。人生的经历各不相同，挥之不去的则是共同

的母校情结。对我来讲，在浙大的六年，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大学的

记忆，在胡德成看来，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浙大校友的他，每逢母校有什么大的活动，力所能及的他都会积极参

加。每次回故乡绍兴或出差路过杭州，他都会回母校看看，找上大学同学一起

聚一聚，聊一聊，看作人生的乐事。胡德成深情的说，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

儿，现在都在美国。他表示一要回报母校、感恩母校，扩大母校的影响力；二

要服务校友，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三要为浙大学子举贤助推，成才发展出力。

他祝愿母校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跑得更快、更强，为祖国培养出更多

领域，更加优秀的人才。 

  

笔者手记： 

古稀老人的报国情怀让人感动，胡老先生在热情的红土地扎根生长，从一

名“浙江人”变成了一名“江西人”，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母校的求是精神，

在祖国需要他的岗位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祖国的发展离不开长辈们的勤勉和

坚持，正是因为这些像胡德成校友这样秉承“祖国需要的地方就是我在的地

方”信念的长辈，才有了我们可以自由追寻理想的优越环境。唯以踏实勤勉，

继续接力，才能不负祖国和长辈对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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