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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照片：近年来，兰州大学所培养的研究生

一半以上选择了留在西部创业，6月25日，又一批研究生完成

学业，告别母校，走向社会。 惟一西部生源过半的直属高校 

再过20多天，就是段一士先生的八十寿辰。不用问，他的学

生肯定会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祝寿。这将是老人在兰州大学

度过的第50个生日。 这位“兰大的一切都见证过”的老人，

桃李满天下。半躺在沙发上，往事如昨，老人的话语坚定，

“葛墨林就是我的学生。” 葛墨林，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

院士。和葛院士一样为大家所熟知的兰大杰出校友还有，中

国徒步横穿南极第一人、中科院院士秦大河，暨南大学原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央电视

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水均益等。 始建于1909年的兰州大学，自

建校以来，已培养各类专业人才10万余人。其中，近半人才

为恢复高考以后所培养。 有人不无感慨地说：“上至省委书

记、两院院士，下至乡镇长、车间技术人员，在西部各个领

域，各条战线，都活跃着兰州大学毕业生的身影。” 此言不

虚。作为中国最靠西边的一所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兰州大学在西部各省区的招生人数已占总招生人数的50％以

上，成为惟一一所西部生源过半的直属高校。 数据显示，

自1985年以来，兰州大学培养的各类人才中，留在甘肃工作

的约占1／3，留在西部工作的毕业生超过了在西部的招生人

数，这意味着相当数量的中东部学生留在了西部。兰州大学



为西部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养得起、留得住、用得上”的

人才。 兰大并无先天优势。大家普遍认可的事实是，在重点

大学中，兰州大学的生源属于二流，甚至三流，但培养出的

学生却是一流的。兰州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素以知识面广、文

化底蕴深厚、基础知识扎实，而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从事学

生工作近20年的兰州大学学生处处长刘宏，对用人单位的意

见是再熟悉不过了，面对多方赞誉，他也不得不“王婆卖瓜

”：“只要是用过兰州大学毕业生的单位，都对兰大学生勤

奋、踏实的风格交口称赞。” 2006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在全国范围选聘158名后备人才，第一站就选择了兰大。实

地考察后，将在兰大的预招计划扩大到了其总人数一半以上

。之所以对兰大如此“另眼相看”，他们看重的正是兰大学

生的踏实肯干和勤勉进取。 恢复高考后，从几百人的招生规

模到如今各类在校学生5万余人，兰州大学走过了非同寻常

的30年。 回想30年前的景象，满头银发的老教授杨建新感叹

：“那时和现在没法比。”刚恢复高考时，他所在的历史系

，只一个本科专业，十几名教师，教授“凤毛麟角”，学

生20多个。 可如今的历史文化学院，4个本科专业，800名在

校生，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博士生导师就有10多个。 在

杨先生看来，这一切与兰州大学扎根西部，做足“西部文章

”，密切相关。 把地域劣势变成学科优势 “做西部文章，创

一流大学”，是1996年兰州大学参加“211工程”预审时，自

上而下讨论催生的办学理念。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兰州大学

“做西部文章”，绝不始于1996年。 在任13年的老校长李发

伸语气肯定：“其实早在1953年，国家把兰州大学确定为教

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兰州大学做‘西部文章’的历史



使命就已开始。” 更多兰大人从内心认可：“做西部文章，

创一流大学”，是兰州大学办学历史的总结，现实的选择，

更是对未来走向的把握。 “如何做足西部文章？”兰大人思

索中走向理性：地处西北，自然条件恶劣，这是兰大的劣势

，但也是兰大学科研究的优势，“地域特色所派生的学科特

色就是我们的生命。”兰大要走不对称发展之路。 可理念提

出之初，也曾遭遇致疑之声：做西部文章，能创出一流大学

吗？作为以基础研究见长的兰州大学，怎么还要强调区域的

概念？ 实践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西部地区以黄土、沙漠、戈

壁、高原、冰川为代表的地貌特征，以干旱、高寒、风沙等

为特点的脆弱生态环境，以敦煌、古丝绸之路、八千年中华

文明、多民族和谐共生发展为表征的丰厚历史文化积淀，成

为兰大人科学研究的富矿。 植根西部，成就了兰大人在沙漠

、戈壁、高原、冰川、地球物理、大气科学、生物技术、干

旱生态、草原生态、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以及区域经济、敦

煌学、西北史地、西部民俗、中亚研究等领域的事业。 科研

处处长潘保田教授对此如数家珍，尤其是近30年的成就： 以

中科院院士李吉均教授为首的西部环境变化研究团队，致力

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及其环境效应，提出一整套观点，在国内

国际产生广泛影响。 以任继周院士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在国

内率先将牧草引入农业，经过4年试验，在耕地面积减少18％

的情况下，粮食单产提高60％，为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

级和调整探索出有效的发展模式。 在人文科学领域，迅速崛

起的敦煌学研究所和各方广泛合作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长期的办学实践，兰

大人把地域的劣势变成了有地域特色的学科优势。 建立



在1965米高度上的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观测站，周遭

荒芜人烟。可就在这里，兰州大学所观测的数据，所取得的

研究成果，备受研究世界大气气候变化科学家的重视。 “是

优势，更是责任。”兰州大学发展规划办主任张正国说，兰

大人在把地域劣势变为学科优势的同时，视“做西部文章”

为己任。但并不是只做西部文章，而忽略其传统优势基础学

科研究的发展。因为他们明白，没有过硬的基础学科，做西

部文章就缺乏后劲，难以长久。一代代兰大人视回答时代提

出的要求为自己的办学乐趣，瞄准国家战略，紧扣国家目标

，向高水平大学迈进。 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甘晖的办公

室，挂着一张1∶380000的西部地图。这位1977年恢复高考后

首批跨进兰大校门的校友，对“做西部文章”有着深刻的理

解：“利用西部自然社会人文特色，凝炼学科方向，遴选优

势学科，发展特色学科，形成新兴学科，履行对国家的承诺

，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肩负起国家责任。” 阻止文化

沙漠东侵的脚步 2004年，时任兰大校长李发伸，在接受央视

记者采访时坦言：“如果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些高

校就是驻守在西部的，防止科技和文教沙漠往东扩展的防沙

站。” 事实上，兰州大学对整个西部的意义远不止这些。曾

有教育部的领导明言：兰州大学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否则

我们部署在西部的“桥头堡”就退到了西安。 一组组数据，

记录着兰州大学对地方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目前，兰州

大学与甘肃省14个市、州均有科技合作，涉及甘肃省83个县

区的61个，科技合作覆盖率达73.5％。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

位共签订各类科技合同600余项，涉及合同金额8000余万元。

2002年到2006年，针对西部尤其是甘肃省地方性问题的项目



，在兰大所承担的各类研究项目中占到60％以上，占所承担

“973”“863”等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的71％。 其中，兰州

大学与金川公司的合作堪称楷模。 金川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镍

钴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镍都”。多年来，兰州大学的骨

干专家长期扎根在金川，从事金属化合物的开发、找矿及矿

体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业已形成一批为公司带来良好经济

效益的研发项目。 今年6月中旬，校长周绪红亲率30人代表团

再赴金川公司考察，双方签署第二阶段建设协议。 “做西部

文章”，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了兰大人切切实实的行动指

南。 民勤沙漠化防治与社区生态扶贫项目就是这一背景下的

佳作，成为高等院校与政府、非政府之间合作的有益尝试。 

地处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绿洲，是保护河西走廊的一道天然屏

障。但近年来，沙漠正以每年15米到20米的速度向绿洲推进

。 民勤绿洲告急！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批示：“决不能让民勤

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以兰州大学陈发虎教授为核心的研究

团队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已经对该地区绿洲沙漠化发生、

发展机制和水资源的形成演化过程形成成熟理论，提出“生

态建设社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3年来，依靠国际

组织的资助，该团队成功实施了民勤绿洲沙漠化防治与社区

生态扶贫项目，创造了奇迹农民靠舍饲养羊致富了，直接危

害农田的流动沙丘止步了，种草养畜和封沙育林等参与性社

区生态扶贫长效机制形成了。 凝望墙头的“西部地图”，甘

晖研究员由衷地说到：实践证明，兰州大学“做西部文章”

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做西部文章，并不是就西部谈西部

，把自己圈死在西部。 “我们是把西部的自然、社会、人文

的很多问题放在国家的政策和战略大背景下，用国际的视野



加以观察和研究。唯有如此，做西部文章才是高水平的。” 

甘晖进一步阐述：“从西部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中，提炼和

概括出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加以全方位研究，提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方略和思路，使它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政策导向和科技支撑。” 植根西部，从中汲取丰富营养的

兰州大学，并没有像有人担心的那样，把自己办成一所区域

性大学，而是立足西部，面向全国，昂首走向全国高校的前

列。 （多华 黄剑华 张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