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激情：接力诉说“信
仰”，讲透制度优势

抗疫期间，常信师生日以继夜坚守

一线，为“全国一盘棋”送上了常信助

力。这些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抗疫故

事，生动体现了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

效，成为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的优秀素材。

“如何将这些素材转化成学校思政

教育的教材？”疫情后学生刚一返校，

学校就策划通过全员学、全员说、全员

悟的形式，开展以“制度自信”为主题

的系列思政教育。5 月，江苏省委宣传

部下达有关要求，学校结合“信仰、信

心、信息”文化，立刻定下了三色主

题、线上线下、全员演讲的思政论坛形

式。这其中，“红色激情”主题贯穿始

终，是奠定活动基调的重中之重。

李老师，是学校的留学生管理工作

人员，系列活动部署后，她第一时间报

名“红色激情”主题演讲，深情讲述常

信抗疫故事，“面对这种情况，部门领

导主动申请留校值班，校领导经常走访

宿舍，向留学生介绍中国的抗疫举措，

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认真落实物资保

障、公寓消毒和学生体温检测，逐渐赢

得了留学生的信任”，当她讲述到这里

的时候，网上网下共同收看的数百名师

生已是掌声一片。

有榜样带头，系列演讲活动很快在

全校展开。线上，100 多名同学自发投

来演讲视频，线下，7 个党总支积极组

织教师参与演讲比赛，师生们从争做社

区志愿者、坚守部门岗位等抗疫一线小

故事说起，生动诠释了我国国家制度和

治 理 体 系 的 强 大 生 命 力 和 巨 大 优 势 。

“思政论坛通过全员讲述身边人的抗疫

故事，寓情于理、情理交融，使制度优

势宣传教育更加入耳、入脑、入心。”

担任学校教师演讲比赛评委的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田洪芳说。

绿色坚守：亲身传递“信
心”，助力青年成长

作为与信仰主题密切联系的选题，

传递信心的“绿色坚守”演讲活动，也

面向全校同步开展。

“如果说制度自信是我们克服万难

的根本动力，那么对自身发展的信心，

对职业教育的信心，就是构成制度自信

的源泉。”“绿色坚守”主题演讲校级比

赛的当天，学校智能装备学院王老师手

绑绷带，语气坚定。4 月，她在学生公

寓看望学生时，不慎摔倒，导致手部骨

折，最严重的时候整只手都使不上力，

但她果断报名参加演讲比赛，“此时此

刻，向同学传递信心、助力青年成长比什

么都重要”。

演讲比赛当场，王老师述说了组织

2019 级学生参加“‘疫’路上有你——

我和我的专业携手防疫”素质教育活动的

故事。同学们结合参加抗击疫情志愿者服

务的经历，将呼吸机、ECMO （体外膜

氧合急救设备） 等设备零部件的 制 作 、

组装、操作说明与自身专业学习结合起

来，录制设备操作视频，设计设备制作

图纸。虽然实践的成果还很稚嫩，但是

过 程 中 所 展 现 的 一 点 一 滴 、 一 举 一 动 ，

都积累起了同学们争做“大国工匠”的

志向与信心。“在演讲中，我留给大家的

第一印象是吊着绷带，但我更希望通过

带伤演讲这个细节，传递给同学们一份

信心与坚守，鼓励他们继续在专业上成

长”，王老师说。

“做社区志愿者时我还用到了做辅导

员的能力”。与王老师来自同一个二级学

院的徐老师，还把战胜疫情的信心传递

到了校外。在演讲中，她说起了帮助社

区青年的故事。疫情期间，徐老师每晚

在社区卡口值班时，都会碰到一名出来

吃夜宵的大学在读男生。因为疫情，男

生心态受到影响，登记信息的时间虽然

只有 5-10 分钟，但徐老师坚持每天利

用这短短的时间，通过悉心问候与逐步

开导，逐渐化开了男生的心结。男生也

从帮助父母做家务开始，逐步恢复活

力，最终主动穿上了红马甲，成为了一

名抗疫志愿者。

听着徐老师讲述男生每一点积极的

改变，围在她身边的听众们感同身受，

不停点头。“徐老师最后说男生向她表

达感谢，让他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有意

义的寒假，我深受感动”，演讲结尾，

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梅国英感叹，“关

于信心的讲述，从一个男生讲起，得到

的是师生们的集体共鸣。”

蓝色青春：立足“信息”
专业，担起社会责任

运用自身所学专业，投身疫情后经

济社会的全面复苏，为家乡发展抹上一

缕“信息蓝”，是常信院全体师生的使

命和梦想。在这场“全员说”的主题演

讲中，吸引更多同学参与的是“蓝色青

春”主题演讲活动。

来自学校电商 182 班的董同学，刚

从部队复员回校，就第一时间报名加

入了抗疫志愿者队伍。在演讲中，除

了讲述抗疫一线故事，他更畅想了疫

情后参与信息社会建设，担起青年一

代使命职责的未来，“当下 5G 商用时

代正式开启，依托 5G 及物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新零售将成为

消费领域的新业态。我的专业是电子

商务，我将化为一滴水，投身这片信

息蓝海。”

聚焦“工业互联网”这一国家战

略、常信特色，是更多同学的演讲选

择。模具 193 班的李同学来自智能装备

学院，是工业互联网建设层人才的培养

对象，在演讲中，她自述，希望这一代

青年的标签只有一个，那就是苦练新一

代信息技术，成为新时代的接棒者。这

份 号 召 ， 迎 来 了 同 学 们 的 迅 速 回 应 。

“我们要鼓起工业互联网的帆，努力打

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来自软件技

术、信息安全等工业互联网建设集群专

业的同学纷纷上传演讲视频“隔空喊

话”，传达“强国一代”的使命与担当。

同学们结合自身专业对建设信息社

会的畅想，也吸引了老师们的接力参

与。从校团委副书记到二级学院老师，

纷纷点赞同学们的演讲视频，更踊跃参

加相关主题演讲比赛。他们从“地摊经

济”等当下热点讲起，鼓励同学们坚持

梦想，努力追梦，同时为自身紧跟信息

社会发展趋势，做好新时代“四有”教

师，加油打气。

这场以“三色”为主题，线上线下

接力开展的系列思政论坛，已成为本学

期常信院思政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

组成部分。“结合特色校园文化建设，

以制度自信的‘信仰’，传递成长成才

的 ‘ 信 心 ’， 浇 灌 ‘ 信 息 ’ 本 领 的 培

养 ， 提 升 了 学 校 思 政 工 作 的 传 播 力 、

影响力和亲和力。”学校党委书记王钧

铭说，学校将把“三色主题”思政论

坛与常信日记、道德讲堂等校园文化

品牌建设相结合，探索该活动的常态

长效开展，努力形成思政文化育人的

新亮点。

（数据、图片及信息来源：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

三色主题演绎 扮靓思政讲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全员接力开展制度优势宣传教育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

世还做中国人。”6月 19日，

常 州 信 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以下简称“常信院”）大讲

堂掌声雷动，来自各个学

院的师生代表，迎着铿锵

有力的演讲，眼中射出坚

毅的光芒。这是学校“从抗

疫大考看制度优势”系列

主题演讲活动的一幕，从

第一批学生返校复学起，

学校结合“信仰、信心、信

息”特色校园文化建设，通

过策划组织“三色主题”思

政论坛，线上线下齐动员，

身边人说身边事，全体师

生接力唱响了制度自信、

中国精神、常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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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重叠，沟壑纵横，梯田错落……甘

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仿佛是隐没在六盘山西

麓的小城，那里不通铁路，甚至没有高速

公路，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似乎总也飞不

出黄土高原的丘陵与沟壑。

在扶贫开发国家战略的蓝图中，位于

渤海之滨的南开大学牵起庄浪这座西北小

城的手。为了帮助这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摘掉贫困的“帽子”，自 2012 年以来，

南开大学选派出一批又一批教授、博士

等，扎根庄浪县，出任第一书记和帮扶队

长，在教育、人才、文化、科技、产业和

消费扶贫等方面探索帮助当地提高“造

血”能力。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成为在扶

贫攻坚“南开方案”中的重中之重，以南

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命名的

“公能”素质教育发展教室 （以下简称“公

能”教室） 像一盏盏明灯照在乡村素质教

育的空白点上，南开大学的学子也先后来

到这里接力支教，帮西部乡村孩子铸就爱国

情、放飞成才梦。

教授、博士来驻村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和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教师沈宝庆到庄浪县韩店镇东门村当

第一书记时，庄浪县头上还戴着三顶贫困

的“帽子”，这里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又是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六盘

山区片区县，也是甘肃省深度贫困县。

东门村人口多，贫困户数量在全县也

最多。一茬又一茬驻村书记干下来，沈宝庆

和同事们越发清楚，脱贫攻坚到了实施精

准方略的时候。

经历了“输血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

我国很多贫困地区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老百姓缺乏脱贫

的内生动力，贫困县的“帽子”不愿摘。今年

2 月，庄浪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沈宝庆

和同事们又聚焦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防止

脱贫后又返贫的问题。

这对驻村帮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

何做好每一户、每个人的帮扶。沈宝庆成了

老百姓家中的常客，在每一户记录的脱贫

材料都有大大一袋子。

这位法学专业毕业的大学教师，开始

撸起袖子研究种植中药材、玉米和养殖中

蜂的办法，还要把产业补贴政策“掰开揉

碎”给村民讲明白。有时候，村民家里的大

学生会主动凑过来看看这位南开大学来的

老师，沈宝庆总是很乐意给他们分析就业

形势，讲讲外面的世界。

刚来的时候，沈宝庆有点“懵圈”，当地

老百姓甚至乡镇干部都不说普通话，前几次

开会，他在笔记本上圈圈点点，好多处都标

记着“听不懂”，不得不等到会后再去找人一

一细问。他还学会了一项“技术活儿”——生

炉子，因为黄土高原地区气候偏冷，从国庆

到转年4月中旬，都需要点煤炉子取暖。

就这样，沈宝庆和同事们从学方言开

始，带着老百姓学养牛、种经济作物，也学

起了电商经营。为了让“一户一策”表格真

实表述村民的生活状态，他们经常要到田

间地头核实情况，晚上再加班加点反复计

算。有时候，一天能走上十几公里的路。

为了让当地发展特色农业，去年 6 月，

南开大学派驻庄浪县的两位挂职干部从学

校请来了“南开生科生物防治技术团队”，

教会当地农民在种植过程中采用南开大学

“以虫治虫”的绿色病虫害防治技术，种植

出名副其实的绿色有机蔬菜。

“希望能走出一条农产品高端化的路

子。”南开生科生物防治技术团队负责人阮

维斌认为，这是让农户摆脱“越种越穷”老

路的新希望。他找来自己从事绿色蔬菜生

产的合作伙伴，同时发动南开师生一起，帮

助庄浪农户拓宽销路。

“公能”教室和“鲁班工坊”

扎根农村的这段日子，沈宝庆愈发意

识到，要想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走上乡村

振兴的路，必须激发和培育农村低收入人

群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

样，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孩子，

“很显然，改变人们多年形成的观念和意

识，必须从年轻一代入手。”

庄浪是甘肃的人口大县，同时也是教

育大县。当地农村学生多，但教育资源分

布很不均衡。即使近年来，县城里建起了

一批崭新的学校，但对乡镇的孩子来说，

想上好学校、遇到好老师，依旧很难。

南开大学把目光投向不那么被关注的

乡镇小学，建起一座座集科技、音乐、美

术、书法等功能于一身的“公能”教室。

“公能”，取自于南开大学校训中的“允公

允能”，希望装备了现代化设备的小小教

室，不仅能锻炼孩子们求索知识之“能”，

更要能传递爱国奋斗的理念，培养学子爱

国奋斗之“公”。这意味着，这所大学带给

当地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授人以鱼”，更

是从教育和精神上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真正“授人以渔”。

“你好，我叫阿尔法，是一个可以跳

舞的机器人！”随着学生手中智能设备的

指令，机器人翩翩起舞；把智能钢琴连上

网，就可以聆听全世界的音乐名曲，并通过

智能平板教学一体机自学……放学了，孩

子们并不着急回家，而是来到“公能”教室，

拼拼乐高积木，练习弹弹钢琴，学学操控机

器人、飞飞无人机、试试 3D打印，或者看看

书、练练字。在每一个“公能”教室里，就连

课桌的摆设也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思维定

势，老师和学生可以根据需要摆成圆形或

“蛇形”，便于交流和讨论。

进入“公能”教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南开老校长张伯苓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

主题墙：“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

意中国好吗？”这 3 个问题，旨在振奋起师

生的爱国斗志和读书报国的决心。

庄浪县万泉中学的 600 多名学生，全

部是当地村镇里的孩子，普遍家庭条件比

较差，有的孩子中途辍学。校长徐全运说，

曾有 3 名学生让老师和学校十分头疼，不

管如何劝说，他们都不肯返校复学。没想

到，“公能”教室里展示的未来，迷住了这几

个找不到方向的孩子。他们期待着在 AI 机

器人、无人机、3D打印等新技术中，看到自

己未来的职业方向。

徐全运发现，对这些乡村学生而言，比

起考出好成绩，更重要的是激发他们对未

来的憧憬，“‘公能’教室成为学校开展素质

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目前，南开大学和南开校友已累计投

入近千万元，在庄浪建设 46 间“公能”素质

教育发展教室，实现全县乡镇中心小学、乡

镇初级中学、县城小学全覆盖，如今，“公

能”教室又进一步升级为“鲁班工坊”，目前

在庄浪实验小学与庄浪通化中学，两所南

开大学“鲁班工坊”已投入使用。

“鲁班工坊”中不仅有金木工机床教

学套件、激光切割机、微型台式铣床、微

型精密车床等“硬核”设备，电钻、锯

刨、卷尺等辅助器材，木工耗材也一应俱

全。 沈宝庆说，这也是希望当地的孩子

们在劳动教育中，体验工匠精神、培养科

学素养。

“智”“志”双扶

“公能”教室和“鲁班工坊”，都是南开

大学教育扶贫的一个缩影。在脱贫攻坚处

于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这所大学希望发

挥出高校智力资源优势，“智”“志”双扶，打

出教育扶贫“组合拳”。

每一年，南开大学会派出优秀学生到

这里来支教。南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队员

张焜刚到庄浪四中时就发现，这里的学生

比起大城市的孩子，腼腆得多，“有的孩子

很迷茫，除了学习，不知道未来人生方向在

哪里”。

他教高中几个班的生物课，很快注意

到一个男生，“一看就不服管，上课不听，作

业不写”。下课后，张琨总是约上他一起去

打乒乓球，或是在操场上一起散步，慢慢地

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张琨才理解，这个

男孩小时候父母就到外地打工，长期缺乏

父母的关爱，“他可能想特立独行一点，引

起别人注意”。

张琨开始给学生们讲自己的成长经

历，讲自己的大学，讲人工智能和前沿技

术，他发现，每当这时候，很多孩子眼睛里

都闪着光。

一年的支教生活即将结束，有的孩子

悄悄告诉张琨，自己将来一定要考到南开

大学，去看看这个大哥哥，看看更广阔的世

界。

沈宝庆帮扶的一个困难户，家里只有

一个 60 多岁的老奶奶带着两个孙子。去家

里了解情况的时候，沈宝庆吃惊地发现，孩

子没有什么玩具，但家里摆满了书，他随手

一翻，不少是盗版书。

听说弟弟期末考试考了全校第一名，

沈宝庆把几套百科全书送到学校，让老师

作为奖励送给了考试前几名的孩子。这也

启发他，把“南开书屋”搬进当地孩子们

的家里，“让孩子做图书管理员，邀请村

里的孩子一起快乐阅读。”更重要的是，

让孩子们在知识中找到学习的乐趣。

为了点亮更多孩子的梦想，南开将

“带出来”和“走进去”相结合，除了研

究 生 支 教 团 外 ， 学 生 社 会 实 践、“ 青 马

班”社会实践教学、“公益晨跑”项目、

“新时代美丽乡村”主题采风活动……吸

引一批又一批南开师生来到庄浪贡献青春

力量。

与此同时，庄浪县的高中生也受邀到

南开大学参加“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南开

大学依托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学科的强大优

势，与中国电子学会一起，在庄浪县建起了

青少年电子信息科普基地和青少年机器人

技术等级考点。这将是甘肃省内除兰州以

外的第二个国家级考点。

“推动教育扶贫，南开大学一直在路

上！”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曾多次率队赴甘

肃庄浪考察调研，推动帮扶工作。身为全国

政协委员，曹雪涛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把教育扶贫融入当

地的长远发展中。”

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

山，站在这座依山而建的西部小城，沈宝庆

更感受到肩负历史的使命，“长征永远在路

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正如“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

训那样，他渴望着在脱贫攻坚这场艰苦跋

涉中，印下自己青春的脚印。

“把教育扶贫融入当地的长远发展中”
要想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走上乡村振兴的路，必须激发

和培育农村低收入人群发展的内生动力。而改变人们多年形成
的观念和意识，必须从年轻一代入手。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小学生在“公能”教室看机器人跳舞。 聂际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