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浙里时光，铭记母校深情——访江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胡

德成校友 

人物名片： 

胡德成，浙江绍兴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1 年考入浙江大学，先后在

工程力学系 04 专业、电机系热能动力专业学习。1967 年毕业。先后工作于江

西九江发电厂，江西省电力工业局。曾担任江西省电力工业局（公司）局长

（总经理）、党组书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

员。现为江西省企业文化促进会顾问，江西省老年书画协会顾问，江西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江西校友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理事。 

  
为迎接浙江大学建校 120 周年，电气工程学院建院 95 周年，加强与校友的

联系，电气工程学院开展了主题为“溯源浙里，E 脉相成”的校友走访活动。

2015 年 2 月 16 日，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会寒假社会实践团江西南昌小分队如

约来到校友胡德成的家里，这位地地道道的浙江绍兴人，至今已经在江西的红

土地上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四十余年，他从一名浙大毕业生成长为江西省电力局

局长、党组书记。一杯清茶，一盘道地的赣南脐橙，由此开始了一下午愉快而

有意义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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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的信函往来都有很多规定，学生经常接受保密教育，观看保密电影。校区环

境十分优雅，古典的西洋建筑绿树密布，红楼芳草，曲径通幽，处处充满了一

种神秘色彩，也进一步激励莘莘学子为祖国发愤读书的决心。但是两年以后，

该专业被撤消，胡德成也从三分部来到了浙大本部——现今的玉泉校区。据胡

德成回忆，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学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每个学生每月定

粮 31 斤，男生往往是吃不饱的，喝的是滴有几滴油花的酱油汤，米饭里经常掺

合一些萝卜、红薯干等杂粮。家庭条件稍好点的学生会从家里寄来些食物或粮

票。 

大三时，胡德成由于学习疲劳过度，营养跟不上，竟然得了急性肝炎，不

得不休学半年。在半年多的休学中，他又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屋漏偏遭连夜

雨，家里的破旧房子濒临倒塌，父亲因双目失明，须要住院手术；姐姐失业；

弟弟辍学……一连串打击，家庭的现实窘境让胡德成产生了思想波动，不想继

续完成学业，于是寻找生计，以补家用。他曾学过木匠，并动手把家里危房进

行粗疏维修；曾去当地的扇厂打工，画过扇面（每画一把扇子可收入 3 分

钱），接着在夏粮入库征粮期间又充当过粮库的收购员，打算盘计费、记账的

临时工；这年年末，适逢冬季招兵开始，他决定报名应征入伍，居然拿到了入

伍通知书，但由于当时组织关系尚在学校，须要到学校取得证明。部队领导发

现胡德成是因病而休学，感觉他放弃大学去当兵，太可惜，劝他继续学业。就

这样，他重返了学校读书。人生的波波折折，让他在浙大有了六年的特殊经

历。也让他更深刻地领悟了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命运，如何珍惜学习、珍爱生

活的人生真谛。 

  
扎根第二故乡 

  毕业后，胡德成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发电厂，从此与江西电力结下了不解之

缘。从普通的运行车间值班员干起，到车间技术员、工段长、车间主任、副厂

长、厂长、党委书记；从基层的技术管理、行政管理到全局领导岗位，从技术

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到教授级高工；1989 年底调至江西省电力局，由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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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