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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简称“光电信息学院”）创造的一组让人深思的

数字： 

2012 年 6月，原电子科学与技术系同原光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合并，组建

光电信息学院。当时，学院拥有专任教师 129人，但有 10余位教师即将退休，

近 20多人处于学术“游离”状态，“四青”人才仅 1人。学院的教学、科研及

办公用房面积约为 1.8 万平方米，有 20多位教师在过道带学生、在厕所搞研

究、在校外租房办公，还有实验课因缺房而开不出来。 

到 2018 年 12月，学院共引进教师 45人，其中 35人为国际一流大学博士或

博士后，“四青”人才由 1人增长到 15人。在这 6年半期间，学院还承担了

“国家试点学院”和“武汉国际微电子学院”建设任务；光学工程被批准为国

家“双一流”建设学科，而且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 A+，并列全国第一；但

教学、科研及办公用房面积仍然为 1.8万平方米。 

“6 年多来，我们的用房面积没有增加 1个平方米，却在学院党委班子领导

下，依靠自身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妥善安置了引进人才和原有人才，让各

类人才在这里留下来、扎下根、有产出，从而坚定地走在‘双一流’建设的道

路上。”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吕文中的另一个身份，是学院公用资源管理委

员会主任。回顾 6年多来艰辛的调房经历，他充满感慨。 

走进光电信息学院，走近光电人，才能真正体会那份“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背后的调房不易与发展信念坚定。 

 

勇于直面矛盾，以亮剑的决心软硬兼施 

配置合理的物理空间是教学科研有序开展的基本保障。但在合院之时，光电

信息学院的办学规模和结构都没跟上。面对办学质量、办学效益、人均效益都

有待提升等诸多难题，学院党委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在学校没有新建大楼、没

有空间增量的情况下，只能向内使劲、内部挖潜，以缓解物理空间不足这一基

础性问题。 



“用房的问题仅仅依靠‘等靠要’来解决的话，学院发展可能也就变成‘等

靠要’了。自力更生，向内挖潜，也能激扬起我们自身发展的原动力。”这是

党委领导班子达成的共识。 

“但这就相当于‘内部革命’，能否推行下去、能否取得实效，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我们的决心和意志是否坚定，取决于我们敢不敢亮剑，取决于我们敢不

敢啃硬骨头。”定下了向内挖潜的决策后，党委班子成员们深感“动真碰硬”

的决策执行之路任重而道远。 

经过多次商议，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决定，在用房调整过程中，既要把握“为

了学院共同发展”的大方向，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软硬兼施”。所谓

“软”，就是指党委班子成员要以过硬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给老师宣讲政

策，同老师交朋友，设身处地地为老师着想，从而取得理解和支持。所谓

“硬”，就是定好规矩，再严格执行，以制度规则规范用房行为，彻底解决占

得多、不该占、历史遗留问题等不合理用房现象，以盘活存量。 

这样一来，必然会触动部分老师的“奶酪”。然而，没有任何犹豫地，为了

学院发展，党委班子成员们扛起了急难险重的任务，冲锋在了思想工作的一

线、矛盾相对的浪口。 

于是，不管大会小会，党委班子成员们逢会必讲物理空间不足是制约发展的

瓶颈问题；每一位党委委员都深入系组，一个系一个系地做工作，一个课题组

一个课题组地开动员会。一如学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公用资源管理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唐霞辉所说：“一周 7天，从早上 7点半到晚上 12点，除了中午休

息一会，其余时间都在工作。” 

在摸索中前行，在探寻中提升。2014年 10 月 30日，经过几十次各层次会

议的商议，学院第 35 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院级公用资源管理委员会，其成

员包括学院有关领导、各系有关领导、教师代表、教代会代表等，主要职责包

括对学院公用教学科研用房等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分配和调剂等。随后，《光

学与电子信息学院公用房使用协议》出台，学院作为甲方，用房教师作为乙

方，二者签订合约，共同维护学院房屋资源的有效合理使用。 

由此，光电信息学院公用房管理实现了有组织可调节、有规矩可依循，从而

有效保证了各项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敢于担当责任，以大胆的探索创新有为 



定好了大方向，在具体操作中，为了使公用房管理从粗放转向规范，学院党

委实行了“三步走六举措”的办法，循序渐进，有的放矢，向管理要效益。 

查清家底才能有所行动。规范化管理的第一步，就是摸底排查学院所有房屋

的情况和教师们使用房屋的情况。用了 1个月左右的时间，学院把南五楼、南

七楼、西一楼、西七楼、创新研究院等能支配使用的实验室、办公室、公共实

验平台、公共场所等情况都进行了彻底清查。 

“越清查越觉得任务艰巨而紧迫，有的老师没有地方放实验设备，甚至把厕

所都改建成了实验室。”院长助理、公用资源管理委员会成员聂明局略显沉重

地说。“因此，我们加紧工作进程，在摸底排查的同时，把第二步立规矩定章

程提上了日程，成立了公用资源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公用房使用协议》等相

关文件。” 

有了组织协调和制度保障，房屋调控第三步——“六项举措盘活存量”得以

迅速实

行。                                 

——对于之前占用公房较多，但学科方向有所萎缩、人员也在慢慢萎缩的团

队，学院动员他们将房子腾出一部分给新进人才，或者把相关研究方向的新进

人才纳入该团队，由团队内部解决用房问题。 

——对于有些团队或教师占有的物理空间并非学科建设需要的，学院首先与

相关教师进行沟通，然后再对其物理空间进行压缩。 

——对于“人退休了房还没退”等历史遗留问题，学院一边动员相关退休教

师适时清退房屋，一边完善相关工作流程，确保新退休教师的退休手续与房屋

清退手续同步进行，不再形成“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节流”的同时，学院也想尽一切办法，在原有的“一亩三分地”上努力

“开源”。 

——对于还没使用的“边角余料”之地，学院聘请专家考察、向学校相关部

门申请，新修整了一些不违反学校规定、符合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等要求的临

时过渡性科研用房。 

——对于已到报废年限而没有报废的大型设备，学院加速报废工作，腾挪出

可利用的面积；并根据使用需要，把原先的大开间隔成小房间，增加可用房间

数。 



——对于确实没有合适的地方予以安置的教师，学院就当起担保协调人，向

其他团队协调出一块空间，让双方共享共用，充分提高场地利用效率。 

一番挖潜下来，学院先后腾挪调整用房面积 4465平方米。“我们学院所有

的用房面积加起来是 1.8万平方米，腾挪出来的面积相当于总面积的 1/4，能

挖掘潜力的地方几乎全都挖掘出来了。”聂明局如是说。 

 

甘于讲求奉献，以干事创业的共识追求卓越 

“尽管调房很折腾，但为了促进学科发展，老师们都十分配合。”全程参与

“六项举措”的落实落地，吕文中被教师们的顾全大局深深感动。 

光纤团队在合院时是 15人，现在是 22人。6年间，团队引进了 7位教师，

就在国家工程实验室那三层楼里“做文章”。对于团队内部能够“平稳消化”

新进人才的原因，团队带头人刘德明教授说：“这一方面得益于实验室建成之

初就制定了‘用房统一、管理统一’的要求，管理出效益，避免了各自为战、

各占一片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都有光电人的团结精神。” 

刘德明说，光纤团队从黄德修教授那一辈开始就是团队运作，这个传统一直

延续至今。对于学院的发展，他们更有团队意识和团结精神。“该担当的时候

要担当，该奉献的时候要奉献。学院用房很紧张，我们能够自己解决的都尽力

自己解决。” 

这种“光电人的团结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进教师们。胡昱教授、费

鹏教授和王成亮教授“实验用房大挪移”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2014 年底，费鹏从美国回来时，先将工作间安置在了创新研究院，但创新

研究院的用房标准达不到他的实验所需。 

“不能让人才进来了，却不能开展工作。”为此，党委领导班子急在心里，

也急在行动上，带领办公室人员一起研讨、一起“扫楼”。几经琢磨，大家想

出了一个“实验用房大挪移”的办法：将对房屋条件没有特殊要求的胡昱团队

从西一楼调整到创新研究院；再将南五楼几个房间按照实验标准进行改建，把

费鹏团队迁入进去；空出来的西一楼房间安置新引进的王成亮团队。 

完成这项“大挪移”前后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参与其中的人都深感“为房

消得人憔悴”。费鹏的体会更深：“这件事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学院对新进人员



的关爱，还有学院团结一心、干事创业的劲头。我很荣幸加入到这个抱团谋发

展的大家庭。” 

“团结”，正是光电信息学院院训的第一个词！ 

在这份团结的凝聚下，光电信息学院就是一个大家庭，为了建设卓越的光电

信息学科，光电人相互体谅、相互支持、相互做“垫脚石”。在这份团结的感

召下，更多的光电人在这里扎下了根。如今，费鹏已经成为学院青年教师发展

委员会主任，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6年多来，光电信息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带领全院教职工，盘活了物理空间存

量，让不动产“动”了起来；也盘活了教师们的内生动力，激扬起学院发展的

原动力，让发展的劲“聚”了起来，让学院在“双一流”建设的道路上走得稳

健而有底气。 

新时代，新憧憬。在东校区，从空中俯瞰，一座形似连续光电谱的崭新楼群

已拔地而起，大楼内，正紧张有序地装修着。这就是总投资近 5亿元、总建筑

面积约 12万平方米的光电信息大楼。这座大楼将有力支撑光电信息学科群的发

展，也将承载着团结而勤勉的光电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推动“大

光电”迈向“强光电”“名光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