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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一把吉他，一支摇滚乐队，再加一首主旋律歌曲，你见过这

样的警校生吗？2019 年，19 岁的王金磊带着一把吉他来到贵州

警察学院，开启了他在禁毒专业的学习生活。

“在学校里组建一支正能量的摇滚乐队。”这是王金磊刚步入

大学时的愿望。2020 年年初，在学校组织的一次集训中，王金

磊和一名特警班的同学，意外地共同演绎了一首歌曲。这次意

外，在王金磊看来是学校送来的一份惊喜礼物，他盼望组建的乐

队终于迎来了成员。

后来，又有刑事科学技术、网络安全执法、公安管理学等不

同专业的同学加入，就这样他们“凑”成了一支属于警察院校的

乐队。在学校迎新晚会、元旦晚会的舞台上，这支青年乐队唱出

了新时代警校生的青春担当和使命。

接过时代接力棒，用青春力量守护祖国平安

“中国新青年的力量可以体现在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

上。”想组建乐队的原因来自王金磊的一次人生选择。

从小到大，王金磊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歌手，却总有一种使

命感促使他选择成为警察。2003 年，王金磊的表叔在一次缉毒

行动中因公殉职，这让王金磊默默立下一个信念：“要一辈子和

不法分子斗争到底。”

成为一名警察就意味着要放弃音乐专业之路，缉毒警察也是

公安队伍中最危险、牺牲人数最多的警种之一，王金磊从没有后悔

过。音乐曾在每次深夜值班、训练场拼搏时给予了他很多的激励和

指引，成立一支乐队，他也可以把这份正能量带给更多的青年警察。

每年暑假，王金磊都会到当地的禁毒大队进行暑期见习，他

看到过在缉毒一线出生入死的警察，也看到过因为法律意识淡薄

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人，“缉毒工作是危险的，但是总要有人

来做”。

利用寒暑假去往各地派出所见习，是很多警校生的一项必修

课。“到了公安一线就更能明白警察的辛苦。”在贵州警察学院马

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副主任刘琍萍看来，学生不仅能对自己未来

的职业有更深刻的理解，还能够对党情、民情和警情有具体的调

研，从而领悟出属于自己的心得体会。

每年的寒暑假期，四川警察学院 2018 级治安专业本科生汪

青达吉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当地的农

区、牧区、学校和寺庙开展义务普法宣传。

汪青达吉出生在一户普通的牧民家里，他的爷爷、奶奶、爸

爸都是共产党员。14 岁那年，甘孜州康定市发生 6.3 级地震，汪

青达吉看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第一时间前往自己的家乡救

援，对他来说他们代表着希望的光。后来，这也成为他义无反顾

报考警察类院校的原因。

在派出所见习的过程中，汪青达吉发现因为语言障碍等原

因，当地居民的法律知识非常匮乏，在开展公安工作时经常会遇

到不被理解的情况，他便将在学校学的法律知识翻译成藏文讲给

当地居民听。今年 6 月，汪青达吉决定毕业后回到家乡，“我想

将 4 年学习的知识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带回雪域高原”。

王金磊毕业之后也将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他喜欢穿上警服办

案时群众投来的信任目光。

英雄就在身边，忠诚是永恒的命题

贵州警察学院有一面“英烈墙”，刻在墙上的每一个名字背

后都有一段英雄故事。

纪念公安英模、学习英雄故事对于警校生来说具有特别的意

义，因此，四川警察学院也有一面“英雄墙”。

对于人民警察来说，“忠诚”是永恒的命题。作为培养预备

警察的高校，培塑学生的忠诚警魂是大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首要目

标和价值追求。

和综合类高校不同，警察类院校一般采用警务化管理的方

式，校园生活也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求，学生不仅需要学习公

安 专 业 理 论 课 程 ， 还 需 要 进 行 大 量 的 体 能 训 练 ，射击、攀爬、

游泳⋯⋯这对青年学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警察类院校的思政课既是立德树人的课程，又是育警铸魂

的课程。”刘琍萍认为，如何把学生从“要接受严苛的训练”的

认知，升华为对警察这份特殊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是每一位

警校思政课教师的责任。

“我们不能让英雄只成为墙上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贵州警察学

院利用“英烈墙”开设线上线下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通过打造

“扫码识英雄”小程序、实地参观学习、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等方

式，让身边的英雄成为新时代青年的偶像。

要在思政课中融入人民警察理想信念和公安职业精神教育，这

一点也得到了刘文芳的赞同。每年寒暑假，四川警察学院都会集中

开展“人民警察理想信念和职业精神”培育项目，设置“忠诚警

魂、为民宗旨、公平正义、党纪警规”四大专题内容，不仅有丰富

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还会邀请公安楷模分享从警经历，让学生们

感受警察职业的荣誉感。

警校生活并不单调，警校生也有可爱的一面。近年来，四川警察

学院还开展了警务技能挑战赛、队列会操比赛、犯罪现场勘察大赛、

真人野外实战对抗 CS 比赛、模拟法庭大赛、网络攻防电子取证大赛

等具有公安特色的校园活动，为思政课堂注入了新时代的新方式。

“做警察，更重要的是责任和担当。”在四川警察学院思政课教

师李红艳看来，00 后警校学生有想法、有创意，他们也极具自律

意识，“忠诚是我们永恒的命题”。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最帅的人都上交给了国家”，这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警察作为

象征着公平正义的代名词，自然成了很多热血青年追求的职业理想。

充满着刺激和挑战，和高智商罪犯较量，在抓捕罪犯的现场叱

咤风云⋯⋯刘琍萍觉得，一些影视剧中的情节添加了浪漫英雄主义

色彩。其实，大多数警校毕业生都会去往公安基层一线，处理邻里

纠纷、帮助困难群众、处理刑事案件⋯⋯披星戴月、24 小时随时

“在线”是他们的工作日常。

“做一名警察更多的时候是平凡而伟大的默默奉献。”去年，刘

琍萍收到一位毕业生送来的一盏煤油灯，里面放着的一张纸条上写

道：“风雨无阻警察路”。这名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遇到过一位凌

晨 4 点报警的卖蒜商户，因为车被堵在巷子里，想寻求警察的帮

助。后来，他冒雨和商贩一起等到天亮，才顺利解决。

刘琍萍曾问她：“你觉得值得吗？”

“如果他能顺利把大蒜卖掉，这就是他一天的收入。”学生给出

的答案让刘琍萍颇为感动，“一次选择，一生担当的责任感；一日

为警，终身卫安的使命感；一抹‘藏蓝’，一身荣光的荣誉感，一

切都值得”。

参与重大事件和活动的安保工作、承担自然灾害的救援任务、

开展反电信诈骗、禁毒防艾、法治安全宣传等志愿服务⋯⋯作为预

备警官，警校生早在大学时就为祖国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奔

赴五湖四海。

韦兰是贵州警察学院 2003 级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学生，毕业之

后她先后在贵州省镇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经侦大队工作。从分析

刑事案件现场的微量物证、寻找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到去往派出

所和人民群众打交道，韦兰越来越喜欢警察这份职业。

“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在韦兰看来，从踏入警校的那一

刻，就在骨子里刻下了“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也正是因为学校

的一堂又一堂思政课，才让她无论是在从警第一年、第十年，还是

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都在岗位上保持着最严格的职业标准。去年 3
月，韦兰被评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尽管她已经为这份职

业付出了很多，但她觉得，也仅仅是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未来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00 后表现出的政治素养和大局意识，让我们赞叹。”在刘文

芳看来，帮助绝大多数警校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寻找人生价

值、工作意义所在，是未来在公安职业中能够坚持、坚守的关键。

“警察这份职业需要有担当、有情怀的人来从事，这正是警察

院校大思政课的育人目标。”刘文芳说。

00后警校生：努力成长为最“帅”的警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通讯员 王 黎 秦治洲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 ”， 在 聊 城 大 学 的

“微思政课交互体验平台”智能教室里，自愿

报 名 的 同 学 们 认 真 观 看 了 5 分 钟 思 政 课 微 视

频后，开始思考并讨论“我们身边有哪些环

境 污 染 问 题 ？”“ 为 了 保 护 环 境 自 己 能 做 什

么？”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大家的发言真诚而

热烈。

“节日、纪念日、重大活动日，日日有思

政；微课、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人人受教

育 ”——2022 年 ， 聊 城 大 学 在 山 东 省 高 校 中

首推“思政教育年历”，选取一年中 36 个重要

节日、纪念日，结合微课、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无缝对接思政课堂和学生生活，在思政教

育中融入了节日、纪念日的仪式感和使命感。

5分钟微课，链接重大节日与
日常课堂

今年 3 月，聊城大学全面启动“思政教育

年历”。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刘琳琳和同

事们是首批实践者。3 月 5 日，刘琳琳提前录

制好了 《弘扬雷锋精神 谱写志愿华章》“5 分

钟微思政课”视频，结合 1600 多名聊城大学

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真实故事，探讨新时代如何

践行雷锋精神。

提前录制的微课会上传到智慧树等线上学

习平台，在节日当天的课堂上，马克思主义学

院的教师采取“播放视频+重点讲解+师生互

动”等方式灵活运用。

在孟宪霞老师的课堂上，学生们同唱 《学

习雷锋好榜样》，用这种激昂又朴素的方式向

雷锋致敬；在于翠杰老师的课堂上，同学们在

热 烈 讨 论 “ 新 时 代 ， 我 向 雷 锋 学 什 么 ？” 之

后，认真填写“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志愿服

务”个人心愿卡，郑重写下自己近期的志愿服

务计划。

作为山东省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该

校马院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博士们“试水”

5 分钟微课，精心设计导入、讲解、小结、巩

固等完备的教学环节。

他们还顺应新时代青年的心理需求，充分

利用了本校和本地的德育资源。比如在端午节

的微课中，老师们选取了在全国赛场荣获 200
多个冠军的聊大龙舟队事迹，用队员们“冬日

砸开冰面，夏季头顶烈日”刻苦训练的场景，

生动诠释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刘邓大军渡黄

河”与“中共山东省委重建”等本地的红色故

事，也都成为微课中的重要素材。

“短、新、活”的 36 堂微课，串联了 36 个重

大节日、纪念日，落地生根，成为聊城大学思政

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校动员，内外联动，人人都是
思政教师

4 月 15 日 ， 第 7 个 “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 聊 城 市 公 安 局 政 保 支 队 民 警 张 丽 婷 走 上

了聊城大学讲台。她用真实的具体案例告诉大

学 生 们 看 似 平 静 的 校 园 生 活 里 也 有 暗 流 涌

动 ， 教 大 家 如 何 识 别 抵 制 敌 对 势 力 向 高 校 采

取 的 渗 透 破 坏 活 动 ， 普 及 《境 外 非 政 府 组 织

境 内 活 动 管 理 法》 等 法 律 知 识 ， 为 学 生 们 上

了 一 堂 生 动 的 国 家 安 全 主 题 思 政 课 。 这 一

天 ， 学 校 官 方 微 博 等 线 上 平 台 还 组 织 了 法 律

知识学习、竞赛活动。

思政年历的教育活动由校党委宣传部牵头，

马院、校团委、学生工作处、安全保卫处、教师

工作部、后勤、工会⋯⋯都分别担任某个节日的

活动主办方。

按照“思政教育年历“的规定，清明节、烈

士纪念日、国庆节等 9 个重要节日纪念日，都有

“升国旗”“唱红歌”等仪式教育活动；在建党

节、校庆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等 16 个重要节

日纪念日，都会组织举办主题座谈会、演讲比

赛、征文、“星火影院”观影等系列红色主题教

育活动。

5 月 4 日清晨，在映照着朝阳光芒的五星红

旗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何梦茹以 《团

结奋进百年路 青春献礼二十大》 为题为学生们

讲授微团课。

五 四 青 年 节 是 聊 城 大 学 “ 思 政 教 育 年 历 ”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节 日 。 学 校 隆 重 举 行 升 国 旗 仪

式 ， 校 领 导 为 新 发 展 团 员 代 表 佩 戴 团 员 徽 章 ，

勉励他们弘扬五四精神，传承爱国情怀。团员

面对团旗宣誓，青年学生代表朗诵致敬五四精

神的原创诗歌，全体师生齐声合唱团歌和聊城

大学校歌，现场气氛青春洋溢，嘹亮歌声响彻

校园。

在马院录制的专题微课之外，各学院专业课

教师、学生辅导员、民警、后勤职工，还有学生

自己，都可以是各种形式微课的主讲人和活动参

与者，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联动，师生员工都成

了节日、纪念日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都成为教

育者和被教育者。

打造教育磁场 助推“思政教育
年历”向纵深发展

除了微课堂的不断推陈出新，聊城大学努力

打造教育阵地和磁场，助推“思政教育年历”向

纵深发展。

譬如，学校网络中心开辟了思政年历教育资

源共享平台，各二级单位活动计划、先进经验、

各种与思政年历及主题思政教育相关的视频、图

片、文案等教育资源，可随时发布至这个平台，

供师生下载使用，学习与分享的精神得以弘扬。

6 月，聊城大学评定并集中推出“红色文化

驿站”“传统文化驿站”“生态文明驿站”等 11
个品牌文化驿站，与“红色文化培根铸魂”“书

香 心 理 文 化 中 心 ” 等 11 个 品 牌 文 化 建 设 项 目 ，

打造具有较大规模性、丰富内涵性的教育资源

阵 地 ， 为 “ 思 政 教 育 年历”的深入实施提供有

力支撑。

在聊城大学党委书记关延平看来，“新时代

的现代化教育，要求我们要以‘系统眼光’与

‘系统自觉’，开展好‘系统育人’。依据这份年

历，让每位大学生在校期间经历一遍重要节日纪

念日文化的思想滋养与精神洗礼。我们要让重要

节日、纪念日成为融文化性、教育性和引领性于

一体的系统化、高品质价值载体”。

请收下这份特别的“思政教育年历”

□ 刘为民

线上文化活动近来日盛一日，大家谈教育谈人才谈创
新，又谈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笔者多次推荐、引述张
现民先生的新译著 《宇宙人——冯·卡门的航空航天岁月》
（简称《宇宙人》）。这是一部思想严谨、征引丰富的学术性
传记，传主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教授的授业恩
师——冯·卡门，其音容笑貌生动鲜明。

上世纪欧美围绕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国际科
技、军工研发、国防攻关项目的详实场面与细节，历历在
目，如数家珍。尤其是客观记录了一代科技教育家、创新实
干家、国际活动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杰出组织者与领军人物
冯·卡门成就辉煌的一生。正如钱学森教授在获得“国家杰
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后的感言：“我师从全世界闻名的
权威、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他是一位让我
永远不能忘记的恩师。他教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
方法。”通过《宇宙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冯·卡门与钱学森
的师生关系，尤其是在二战后期到上世纪 50 年代初这期间
教学相长互为“镜像”——他们共同研发的一系列科技成
果，在专业领域大放异彩，享誉国际影响深远——其中的现
代科学教育思想和方式、方法，内涵精深的思维框架与丰富
博大的学术胸怀以及组织原则、工作程序、具体做法等，励
志又可资镜鉴。

《宇宙人》 明确肯定了冯·卡门教授在上世纪30年代行
之有效的教学思想与人才培养方式：越是初级课程越需要最
为精湛的教学，删繁就简，准确无误地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
力，从而对相关领域科学问题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法则有所启
发与感悟。冯·卡门设定了两大教学目标：一是愿意为学
生耗时费心，谆谆善诱；二是让学生逐步认识到基础科学
对专业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冯·卡门从不盲目接受美国大
学的教学方式——就是由年轻教师或研究助理为本科生授
课，知名学者和教授只负责研究生课程。他比较认可欧洲教
学模式——即便是学术泰斗，也应该讲授最基础的课程，他
本人当年正是从著名的大学教授那里学到了高等数学的基本
原理；他坚信他的学生都应当有机会在大师的指导下，建立
扎实而系统的专业知识及学术基础。冯·卡门在课堂上建立
了一套宽松制度：穿着随意，从不点名乃至允许迟到。学生
只要在课堂上专注听讲，学业一般都会“一帆风顺”。

冯·卡门的讲座经常一“座”难求，他出口成章，才华
横溢又不失温文尔雅。据说他从来没有为讲座而进行过“正
式”的准备，每次的讲法各不相同，往往是选择一些正在钻
研但尚未“深思熟虑”的问题——每当此时，他便结合漂亮
的板书，近乎“本能”地进行现场分析。在演算过程中又往
往中间受阻，他就从黑板前后退一步，从口袋里掏出手帕，
放一个角儿咬在嘴里，一边咀嚼，一边用心思考解决问题的
办法——当他再次抓起粉笔时，学生们就会发现他的思维成
效卓著：他总能在各类教学“死局”中“庖丁解牛”般地起
死回生，使听众瞠目结舌，不约而同地为他的奇思妙想鼓掌
叫好。他的讲座除了极具“舞台表现力”，其清晰度和想象
力也独具特色，总能举一反三化繁为简引人入胜，还常常以
生活中的寻常事例和画图的形式来解释复杂的科学过程。

每当冯·卡门步入会议室时，所有参会者都一同起立。
一手拿着雪茄的冯·卡门，用一个笑话或有趣的“现场发
挥”和情景观察，开始他的演讲。他始终微笑着，用另一只
手兴奋地打着手势，指指点点，先叫实验室的秘书宣读上周
工作记录。此后，出席会议的所有人包括卡门自己、教师、
来访学者、研究生和试验员，都要简单汇报各自负责的项目
进展与工作状况。没有人敢在会上“一言不发”——偶尔一
次尚可谅解，两次就犯了“大忌”——冯·卡门希望广开言
路集思广益，只有这样，新点子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科学检验
和启发思维。

年过半百的冯·卡门日复一日地爬上三楼实验室，鼓励
并严格要求在那里辛苦工作、进行数据论证的学生。有时
候，学生们前天在桌上留下一串令人懊恼的方程，结果第二
天一早就会发现一个信封或“剧目节目单的背面”，冯·卡
门用他那平直的手写体给出了答案，还会留下一行文字：我
想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冯·卡门如果路过一间办公室，看到学生正为一道极其
困难的题目而烦恼，他往往会推门而入，用片刻工夫了解情
况，然后解决这些问题；那些一时“走神儿”的学生，则会
发现自己的座位前，经常给摆上了“一杯黑咖啡”——冯·
卡门总是乐呵呵地大声喊着学生的名字，引领他们攻坚克
难，步入科学的殿堂。冯·卡门经常说：“从长远观点看，
我仍然认为最杰出的创意，并非来自团队的秩序井然，而是
源于‘个人内心世界的静止如水’。”

《宇宙人》 强调了冯·卡门的教学方式“非常具有个性
化”而绝不“拘泥于课堂”，也不仅仅限于科学专业的问
题。因此，当时全世界相关学术领域的青年才俊纷纷来到美
国加州理工学院，都是为了师从冯·卡门，进而学习最前沿
的科技。冯·卡门尤其鼓励那些根据理论分析采取新方法解
决问题的学生，他经常举办家庭聚会，就是为了打破与年轻
人之间的隔阂。师生之间有说有笑，有时候交流论文，有时
草草记下几个公式，还就一些特别的技术问题展开讨论，然
后就拿出了解决方案，等等。

来自中国的青年钱学森，正是在冯·卡门的支持、帮助
和指导下，参与了当年一系列关于火箭研发的重要理论与实
验工作，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冯·卡门批准
并实施了美国第一个隶属于大学的火箭研究项目，并以他崇
高的学术威望，为航空航天及火箭研究撑起了深邃的科学思
想的天空——他与钱学森的合作研究，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
航空理论科学探索的一段佳话。

今天回顾、思考并深入探讨“钱学森之问”，更应借鉴
他山之石——学习、借鉴和发展冯·卡门当年的科技教育

“创新”思想。因此，笔者特别推荐冯·卡门的新传记 《宇
宙人》。 （作者系文学博士）

他山之石《宇宙人》
求索“钱学森之问”

以熊猫为纽带 两岸青年在蓉共修“保育课”
7 月 18 日，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参加体验营的两岸大学生展示自己设计制作的大熊猫环境丰容道具。

近日，“2022 两岸青年大熊猫保育实习体验营”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营，来自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等

相关专业的 10 名两岸大学生，在科普老师、科研人员、专业饲养员等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对大熊猫生活、丰容道具、食

物准备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实操。

今年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设“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第十年，围绕大熊猫举行的交流从科研延伸到了文

化、旅游、科普等多个领域，大熊猫已成为两岸同胞传递友谊的特殊纽带。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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