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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脚步总是比人们想象的要快，迄今我已退休二

十多年。卸任离岗后，虽不再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但学校
的一草一木都让我眷恋不已。我看到山科大在教学、科研、
建设等各方面飞速发展，满心都是欢喜，也总想把这份喜悦
与大家分享。作为山东科技大学第一批投身计算机领域的
人之一，目睹学校如今的欣欣向荣，心中更是感慨万千。过

往的许多事情都令人难忘，尤其是我校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
机“TQ-16”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一、萌芽：困境中探索之光

“文革”年代，学校停课，学生、教师没有了学习和教学任
务，跟随着政治运动大潮逐浪前行，许多人开始为此忧虑。到
了“文革”后期，学校几位年轻教师在茶余饭后交流时，都觉
得青春就这样浪费实在太可惜，应该探索前沿学科。当聊到
“电子计算机”这项新科学技术时，大家一拍即合，决定从这
里入手。于是，袁云耀、吴哲辉等老师负责寻找并召集合适的

人员，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做准备。我因有一定的电子学基
础，便开始承担收集研究计算机组成
结构（硬件）方面的资料的任务。吴哲
辉、袁云耀、张孝令等老师有数学专业
特长和行政工作经验，就负责软件相
关事务以及与上下各方沟通联络。

在那个特殊时期，跨学科钻研新
业务很容易遭到非议，所以只能各自
默默准备，不断积累知识。经过年月的

积累，一支山东矿业学院计算机“隐形
小分队”初步形成。时代在推进，被“读
书无用”论禁锢的思维渐渐放开，“小
分队”成员分别前往相关高校交流学习。我很幸运，在去山东
大学交流学习时得到了数学系杨主任的认可，也受到了山大
计算机筹建人汪嘉业、郑玉林、马绍汉、张景怀等老师的热情
接纳，他们既是我的同行，也像我的师兄一样。

二、曙光：辗转沪上求机遇

那时，我和袁云耀老师去上海拜访正在老家度假的汪嘉

业老师，向他详细讲述了我们的准备情况。经过商讨，我们初
步选定上海计算机厂生产的“TQ-16”数字计算机作为购买
目标。在学校教务处党支部书记尹先英的支持下，我们再次
前往上海向厂家咨询，或许是我们的赤诚之心和对计算机知
识的热衷打动了厂家，在没有签订正规协议和任何承诺的情
况下，我们拿到了该厂“TQ-16”全套主机设备的硬件电路图
纸和资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边和厂家保持密切联络，
一边认真研读图纸。我们住在福州路的一个招待所里，起初
我和袁老师住在六人间的上下铺，袁老师因为要在上海和学

校之间来回奔波，多数时间不在上海，我便从上铺换到了下
铺。这张床晚上用来睡觉，白天就当成书桌，上面堆满了图
纸，天天如此，生活十分单调。好在我懂上海方言，和别人交
流倒没有障碍。只是时间久了，招待所的服务员都觉得我是
个怪人，常常窃窃私语，“这人来到大上海，不去逛街不知购
物，天天就盯着那些画满密密麻麻线条的图纸，真不知道他
来干啥。”

当时，上海计算机厂的订单多得爆棚，订货的生产日期

几乎都要推迟到一年半以
后，这可急坏了我们“计算机小分

队”。大家都明白，一旦错过这个机会，

之前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很快，“小分队”达
成共识，决定冒险一试。那时，通讯条件很差，打电

话是件奢侈的事，“小分队”成员之间只能靠写信交流，而当
时在上海负责计算机相关事宜的只有我一人，无人商议。

虽然继续推进计算机项目会存在风险，但就此放弃就意
味着失败。于是，在没有得到校领导授权的情况下，我和厂家
约定了草签合同，并签了名。厂方认可将我们入厂咨询交流
的日期作为订货日，以这种特优方式大大提前了我们在供货
排队中的位置。

在计算机科技狂潮中抢夺先机是学校跨越的重大一步。

正巧，当时教务处的杜亚伯老师来上海出差，他得知这个情
况后决定和我一起在合同书上签字帮我分担风险。与此同
时，吴哲辉、袁云耀、张孝令几位老师也在学校向校领导宣传
计算机技术的先进性、阐述学校筹建计算机项目的可行性，
对学校计算机项目的落地起到了推进作用。

三、攻坚：忐忑奋进获认可

功夫不负有心人。校党委决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计算
机项目的汇报。这下“计算机小分队”成员和支持者们都十分
高兴，而我既兴奋又担忧，毕竟汇报的是一份“先斩后奏”的

合同。汇报前一天晚上，我的心情忐忑极了，张孝令、袁云耀

两位老师跟我说：“明天好好汇报，要是成功了，你就是大功
臣，要是没成，可就麻烦了。”那一晚，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第二天，会议由王绍武书记主持，很多党委高层领导都
到场了。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尽心尽力地详细汇报，阐述学校
计算机科学项目的重要性、前景，以及我们这几年的准备情
况，对领导们提出的问题也一一认真作答。让我没想到的是，
校领导当场拍板通过了立项议案。我立刻呈上已经签署的合

同，王书记审阅后，不仅没有责怪我们的擅自行动，还欣然认
可了这份合同。这时我才后怕起来，要知道，当时那台计算机
的价格是 85 万，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后来，学校成立了计算机筹备组，成员有吴哲辉、藏桐
村、我、程勇、徐培福等人。有人打趣说：“咱们这‘小分队’这
下整编成‘正规军’啦！”

四、验收：设备调试见实力

没过多久，厂方通知我们产品已生产完成，请学校派人

前往参加出厂调试和验收。吴哲辉老师作为领队，带领 11 人
前往上海。我们住在九江路一家小旅馆里，房间里摆着好几
张简易床，几乎和通铺没什么两样，吃饭也很简单。不过，大
家心里都热乎乎的。后来我们换到计算机厂食堂就餐，那里
的饭菜就丰富多了。

当时的入厂统调跟现在的计算机调机完全不同，要按照
各个功能部件逐个进行试调。刘师傅等几人是厂方派来我们
组的调机师。记得有一次，吴老师询问机器系统软件的入口
地址时，厂方的软件师傅非常警觉，不仅没有回答，还反问：
“你要干什么？”因为一旦我们得到入口地址，该机的系统软

件就有可能被我们破解。看来我们是厂家遇到的第一
个问这种问题的用户，他们也由此见识到了山

东矿院计算机人的实力。调试过程按照
厂方规则，用户方人员只能在一旁

观看，不能动手。调试运控

部件时，状态显示台上密密麻麻
的小灯不停闪烁，我看到厂方调机师刘

老师头上直冒汗，感觉机器可能不正常。凭借
我对电路图纸的研读分析，觉得肯定有一处线路出

了问题。但我也不敢贸然开口，直到刘老师离开去抽烟，我
才趁机翻开电路板检查，果然发现有电路连错了。我真诚地
向刘师傅建议，让他检查一下我指出的部位接点是否有误。
他疑惑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去查看，结果真的是线路焊点

错了。修改焊接点后，机器运行恢复正常调试状态。从那以
后，刘老师认可了我们的技术，对我们也有了信任，不仅让我
们参与后续的统调工作，甚至还允许我独立调试。这在该厂
也是第一次允许用户直接参与统调。经过几天的连续运行，
“TQ-16”计算机顺利通过验收。随后，它被分解成各个大部
件装箱，用两节火车货箱，由上海铁道择日运往学校。

五、启用：自立自强创辉煌

货物运到泰安时，新盖的两层计算机楼已经完工，就等
设备入驻。厂家原本约定半个月后择时来学校开箱安装调

试，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筹备组决定自己动手，夜以继日地
赶工安装调试，没想到试运行一次就成功了。在我的记忆中，
徐培福、程勇两位老师为首的调试小组最为辛苦，徐老师主
调磁芯环内存部件，芝麻粒大的磁芯和细如发丝的导线成千
上万结点。程勇主调存储磁鼓、磁带机，技术要求读写磁头与
磁面缝隙是几十分之一毫米。这些操作要求手艺精细又繁
杂，身强力壮的小伙简直变成了苏州绣馆的绣娘。在山东科
大计算机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功不可没。

矿院有了首台计算机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泰安校区
及周边许多部门，各单位的人纷纷前来参观，现场热闹非凡，

就像过年一样，大小车辆进进出出，比泰山景区还热闹。等上
海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来校安装调试
时，发现设备已经正常运行多日，他们
既惊讶又欣喜，毕竟这是他们建厂多年
来，首个由用户自己独立安装调试运行
的案例。

再后来，计算机“TQ-16”（即图强
16）的厂商为了在山东宣传推广该产品
技术，以我校为基地，在科大济南校区

的大合班教室举办报告会，驻济高校、
科研机构、机关部门的好多人来参加。
宣讲会场，我看到悬挂的“TQ-16”结构

流程图有错误，便指着其中一个“框图”向现场讲解员提出疑
问：“判别选择框应该有一个入口两个出口，可图中只有一个
出口，另一个出口指向哪儿了？”这让厂方讲解人面露难色，
他核查后，承认是错了，回厂后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修改。这件
事再次彰显了科大人在计算机领域的功底。

六、传承：星火壮大已燃炬

在山科大“TQ-16”运行后，年复一年，学子们争先恐后上
机使用操作，学校专业设置与计算机相应的专业学科也应运
而生，为学校后来成为新型综合理工科高校打下良好基础。
“TQ-16”属于第二代数字计算机，由晶体管分立件组装

而成，运算速度无法与现在的计算机并提，而且体积庞大。其
运控部件（相当于现在的 CPU）与办公室文件橱一般大，存储
部件（相当于现在的内存条）也同样如此。可不要小瞧它，当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和试爆就是用类似于“TQ-16”机
器实现的。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设备一代代更新。PC 机出
现后，“TQ-16”渐渐淡出教学，现在也不知它沉睡在何处。
但它培养出了大批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它的功绩和老一辈
计算机人艰辛的付出永远铭刻在科大计算机史上，科大计
算机人的精神也将
永远传承。虽然我们
这些老计算机人年
事已高，但精神依
旧。希望这篇回忆性
文章，能为山科大计
算机史增添一抹色
彩，也让科大的学子
们了解前辈们的创
业故事。

我校第一台数字计算机
阴 离退休工作处 钱泽民

在我从教 32 年生涯中，有许多学生如繁星般在记忆
里闪烁，而则宁同学的故事，尤为璀璨，难以忘怀。
记得 2015 年初遇则宁是在转专业面试现场。他戴着

眼镜，模样腼腆。自我介绍时，话虽不多，可思路异常清
晰，一下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时光匆匆，大二我开
设选修课《环境工程》，走进教室，一眼便认出了坐在前排
的他。课堂上，他专注认真的神情从未改变。我提及正在

进行的科研项目，欢迎感兴趣的同学加入。课后不久，他
就来到办公室，眼神中满是热忱，表达了加入的意愿。我
满心欢喜，尽管他们基础薄弱，但我向来欣赏积极努力的
孩子。

自此，我们从基础知识辅导开始，带着他阅读文献、
查找资料、做实验、做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关注他
的学业进展，更关心他的生活和未来规划。在共同努力
下，我们完成了教育部规划项目。我指导他发表了基本独
立完成的科研论文，也让他坚定了投身科研、争取保研的
决心。他成绩优异，彼时一心向着保研全力冲刺。

然而，命运总爱开玩笑。大四保研时，他的综合绩点
最初排名第五，学院恰好有 5 个保研名额，他以为胜券在
握，还特意发短信告知我。可当晚 11 点，班长带来消息，
有同学补充了遗漏证书，成绩重新统计后，则宁掉到了第
六，与保研资格失之交臂。深知他内向又心气高，这打击
必定沉重，我立刻拨通电话，耐心开导。那一晚，我们从晚
上聊到凌晨 1 点多，我不断肯定他的能力，鼓励他重整旗
鼓准备考研。尽管距离考研仅剩 2 个月，别人已复习多
轮，他却要从头开始，我仍坚信他的潜力，承诺会帮他制
定计划、全程督促。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从政治、高数、大学英语到专
业课，一门课一门课地规划，严格执行计划。终于，考研成
绩公布，他以笔试第三、复试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矿业大
学，实现了最初的目标。这次挫折，让他变得愈发坚强，更
有勇气面对未来挑战。

临毕业时，则宁来到办公室，送我一个保温杯和写着
小诗的卡片。读完卡片，我眼眶湿润。身为教师，不过是从
本心出发，做了分内之事，却能对学生产生如此深远影
响。

后来，他读研忙碌，我工作也不轻松，仅在过年过节
互发祝福短信。再见面，是我去矿大安全学院出差，在学
院楼下短信告知他后，他飞奔下楼与我相拥。此时的他，
比从前壮实，脸上满是自信与阳光，兴奋地向我汇报科研
进展，我由衷为他高兴。

最近一次见面，是学校人才引进大会，他作为特邀代
表回校。因我要上课，便约定课后去听他汇报科研成果。
看着曾经羞涩稚嫩的少年，如今成长为优秀的青年学者，
我的内心满是感慨。晚餐时，他举杯致辞，再次提起当年
保研失利后我对他的鼓励，正是那些鼓励一直激励着他

前行。其实他何尝知道，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我愈
发懂得教师这个职业最动人的模样———我们捧出的每颗
火种，终将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照亮整片星空。

师者仁心，从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在守望与托举
中，让两个灵魂都获得向上生长的力量。教育之路，或许
艰辛，但怀揣仁爱之心，用点滴关怀与坚定支持，便能成
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坚实后盾，助力他们飞向更高更远的
天空。

这，便是我从教生涯中，最珍贵的收获。

以爱为翼
助飞梦想

———记与则宁的十年师生情谊

阴 安全学院 刘音

师 者 本色 我的从教故事

本版摄影 安全学院 朱沫漩

山海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