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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晨 朱 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同上一节课、同唱一首歌、同

做一个实验、同观一部影片、同参

与 一 项 非 遗 活动⋯⋯近日，南京

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小 e行”思政

一体化研学实践团的大学生与南

京滨江中学、南京天妃宫小学、方

兴小学的中小学生在南京下关街

道东炮台社区搭建起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新平台，齐聚同一课堂，积

极探索思政一体化建设新举措。

“ 剪 纸 是 中 国 民 间 手 工 艺

术，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8 月 2 日，在南京下关街道东炮台

社区，一个年轻人一边用剪刀灵

活地转动着手中的鲜红纸张，一

边绘声绘色地讲解着。

围 绕 在 他 身 边 的 20 多 名 中

学 生 和 小 学 生 看 着 一 张 张 印 有

党徽和祥云的剪纸，发出了赞叹

的呼声：“太美了！”

这个年轻的“师傅”是刘柄辰，

他是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2020
级学生，也是非遗剪纸传承人。

“我想通过这一张张剪纸表

达出对党和祖国深深的热爱，更

想通过生动有趣的剪纸课让中小

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受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刘柄辰说。

暑假一开始，他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学院组织的思

政一体化研学实践团，“我们实践团的师生各怀‘技

艺’，想通过一个个有趣的课堂‘征服’中小学生们。”

这边剪纸课刚展示结束，那边南京工业大学计

算机学院的师生又开始发挥专业优势，为中小学生

上了一节有趣的 Python 编程课。

该课由李斌教授讲授，5 名大学生担任助教，对

前来学习的孩子们进行手把手指导。

输入代码、弹出预定画面，中小学生们看到屏幕

上出现自己的作品，别提有多兴奋了。

“最开心的就是，我和哥哥姐姐们合作，用代码画

出了一个‘冰墩墩’！”五年级学生林珈锦兴奋地说道。

大学生曹喜玲介绍，设计本次课程时，他们特地

将冬奥会吉祥物融入编程课中，让大家在生动有趣

的课堂上学习编程知识的同时，了解时事，增强文化

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三全育人’和‘五育并

举’的思路融入活动中，于是融合学校、社区、企业和

家庭的教育资源，结合科技创新项目和思政教育元

素，激发各个年龄层学生的探索欲和使命感，希望能

在求知与启智、传承与创新、示范与引领中共同成

长。”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邹金铃介

绍，为充分发掘协同育人资源，积极探索实践育人举

措，他们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发展规律，引导大学

生在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机构中，通过志愿服

务、实地调研、科技帮扶等形式，以社会为“课堂”，以

实践为“素材”，在大思政教育中学思践悟“国之大

者”，实现立德树人、知行合一的教育目标。

据了解，本次研学活动紧扣培养全面发展的时

代新人为教育目标，设置了思政理论课、红色音乐

课、趣味运动会、爱国教育基地实践等课程，协同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大

、中

、小学生齐聚同一课堂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上世纪五十年代，

有一批青年师生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上海迁往西

安。他们要在这片黄土地上建立一所新学校、筹划学

科发展、培养西部科技人才⋯⋯

实现从 0 到 1 的跨越并不容易，“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建功立业”成为激励师生们的信念和誓言，有

教师义无反顾地卖掉上海的房产，带头西迁；有学生

踊跃随行，在简陋的校舍里迅速开展科研工作⋯⋯

交通大学的 6000 多名师生扎根黄土地，实现了中国

式的“大树西迁”奇迹。

如今，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校园里，坐落着率领

内迁西安的老校长彭康、中国电机工程专 家 钟 兆

琳、热能动力工程学家陈学俊的雕塑，每年的校

庆日、清明节、国庆节等特殊日子，雕塑下总会

摆满鲜花。

“一直都有人记得他们，永远都记得。”西安交大

建筑学专业硕士生郑睿每每想起这个画面，总会触

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西迁精神永远和师生们同行，一天又一天、一年

又一年，激励着千千万万名新时代的青年学子奔赴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坚守一方热土，撑起一片蓝天

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西迁精神”的核心是

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

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本西迁人的“爱国语

录”中记录下了那个时代青年们的铮铮誓言，“向科

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

囊就去哪里”“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爱

国没有选择项，奋斗永远进行时”⋯⋯

“老一代科学家留下的精神，是新时代青年不断

努力和奋斗支柱”。西安交通大学有一支被称为“三

秦楷模”的网络化系统工程团队，电信学部教授徐占

伯就是其中一员。2017 年，徐占伯放弃了美国巨头

互联网公司抛来的橄榄枝，回母校继续从事科研工

作。在他看来，交大学子是在西迁精神的滋养中成长

起来的，正是因为西迁老教授无私奉献的精神，才成

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交大青年科研人。

把基础研究和学科做好，就要有脚踏实坐“冷板

凳”的耐心。对于扎根西部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来说，

西迁精神还包含着科研人为国家科学发展所做的创

新和努力。

前不久，由网络化系统工程团队打造的榆林科

创新城零碳分布式智慧能源中心示范项目建成投

用，这是世界首个实用化和规模化零碳智慧能源中

心，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新的技术路

径。在团队创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大电信

学部主任管晓宏的带领和影响下，团队一次又一次

攻克“卡脖子”技术。

长期以来，团队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坚

持自主创新，“始终与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尽管管

晓宏已年近 70 岁，但他坚持和团队成员前往科研项

目一线。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的精

神，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学生。

曾经，为了完成一项前沿研究，徐占伯和团队成

员十几人挤在一间不足 30 平方米的房间里，日复一

日进行科研工作，虽然艰苦却又充实，徐占伯觉得心

里是踏实的，未来的日子充满光明。

西迁精神跨越时代在师生间传递着，他们作出

同样的人生选择，站在同样的讲台上讲述着相同的

故事。徐占伯在课堂上经常会讲西迁老教授的故

事，他觉得只有真正提高青年科研人的格局和追

求，把科学家精神、创新精神传播给更多的人，才

能源源不断为西部提供更多的创新科技人才，实现

西部发展。

“或许我们与老一辈西迁人面临的问题不同，但

新时代需要用这样的精神去解决新问题。”徐占伯说。

成为西迁精神的“新传人”

“西迁的伟大之处在于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发

展相结合”“西迁告诉我一个道理，国家强盛需要我

们永不停歇地奋斗”⋯⋯在交大西迁博物馆厚厚的

留言簿上，留下了新时代青年感人至深的话语。2018
年，西迁博物馆建成开馆，这里记录下的是老一辈西

迁人波澜壮阔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开启的是一

段交大青年学子的乘风破浪之旅。

“历史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生

长 在 这 片 土 地 ，当 然 要 肩 负 起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的 责

任。”郑睿是西迁博物馆学生志愿讲解员，也是西安

交通大学学生微宣讲团（筑梦社）副团长、西迁精神

宣讲队队长，曾经的一次博物馆讲解员招募活动让

她与“西迁精神”结缘。如今郑睿讲述西迁故事已经

3 年多了，西迁精神早已成为她用实际行动践行青

春梦想的坐标。

郑睿在西迁博物馆进行了 100 多场志愿讲解、

面向社会单位以及中小学进行过几十次宣讲，每一

次演讲稿都被她用五颜六色的彩笔标注出密密麻麻

的知识点。郑睿喜欢搜集西迁过程中发生的小故事

和小细节，她在原稿件的基础上进行 5 倍的扩充，最

终才形成自己的宣讲稿。

让郑睿印象很深的是，西迁过程中，学校最年轻

的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热能动力工程学家陈学俊

的故事。当年，陈学俊举家来到西安，交大新建校区

还是土路，陈学俊的女儿哭着说：“花裙子上溅满了

泥点。”这个小故事就像一场电影一样在郑睿脑海中

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她也在思考如何让小朋友明白

西迁的意义。

“孩子不懂什么是西迁、什么是伟大的事情，等

他们长大之后才明白西迁人是作了多么伟大的决

定。”后来，郑睿去往小学宣讲时，经常把“西迁”比作

“搬家”，她会告诉小朋友：“那个地方没有家里条件

好，但你们在那里用功读书，未来就会因为你们而变

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刘源是学生微宣讲团

指导教师，在与学生交流中，他经常会结合毛泽东

同志的 《论十大关系》 中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讲为

何西迁，为何这会成为一段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

运的历史；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讲听党指挥跟党走的内涵，60 多年前的交

大人是如何做到的，面向新时代的青年学子又该做

些什么⋯⋯刘源印象很深的是，经常有学生在课后

向他分享在校园里偶遇西迁老教授的激动和兴奋、

听到西迁故事所受的震撼，“对于交大学子来说，西

迁精神并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语言上的表述，他们明

白这就是发生在自己校园的故事”。

开启“二次西迁”新篇章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于交大师生来说是一个

特别的日子。这一天西安地铁 5 号线的“西迁号”

主题列车开始试运行。这趟连接起西安交大兴庆校

区、曲江校区和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列车，开启

了新时代师生的“二次西迁”之旅。

作为地域融合发展的新平台，地处咸阳与西安

之间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将会迎来越来越多的

青年学生和科技创新人才。在西安交大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韩锐看来，这将为解决中西部科技发展

不均衡的问题贡献交大青年的力量。

一代有一代人的使命，响应祖国“一带一路”

建设号召，为西部科技发展贡献青年力量，是新时

代西安交大学子的使命。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西

迁精神的内涵，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了一门叫作

《西迁精神与大学文化》 的思政课，结合党史、校

史、“西迁精神”，讲述着“天边”和“身边”发生

的西迁故事。

“教师需要带领学生 深 度 理 解 爱 国 主 义 的 基

本内涵、时代要求和践行路径，不仅仅只是表现

小 情 感 ， 更 要 体 现 大 情 怀 。” 韩 锐 觉 得 ， 在 新 时

代 下 讲 “ 西 迁 精 神 ” 就 要 让 学 生 产 生 情 感 共 鸣 ，

真正明白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乡村振兴的意义，才能够有更加清晰的人

生 定 位 和方向，进而学会适应时代需要实现人生

价值。

如何实现情感共鸣？如何更加 生 动 地 还 原 西

迁 老 教 授 把 青 春 和 热 血 洒 在 西 北 黄 土 地 上 的 故

事？如何让西迁精神的火种代代相传？在西安交

通大学，还有很多师生在用青春的力量让“西迁

精神”扎根在每一名学子心中，传播到祖国的大

江南北。

近年来，西安交大打造了纪录片 《西迁纪》、

广播系列剧 《大树西迁》、原创广播音乐剧 《西迁

西迁》、长篇报告文学 《西迁人》、学生原创话剧

《追忆西迁年华——向西而歌》、原创歌曲 《梦朝远

方》 以及主题油画展⋯⋯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本科生王方舟是 《追忆西

迁年华——向西而歌》 的主演，在剧中他饰演西迁

教授陈志鸿 （化名）。对于王方舟来说，他仿佛回

到了上世纪那段波澜壮阔的西迁历程中，体会着那

个时代的青年关于“抉择”的人生课题。

是否要从上海迁往西安？远在上海的母亲病

危，如何在小家和大家之间取舍？面对新的历史环

境，要不要重返上海？面对环境的未知和条件的艰

苦，剧中人物陈志鸿发出过数次青春疑问，却一次

又一次地作出留在西安的决定。伴随着剧中人物从

迷茫到坚定的转变，王方舟也收获了一次跨越时空

的对话和成长。

“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这

是话剧结束时青年演员喊出

的铿锵誓言。在王方舟看来，

一次又一次的演出可以落幕，

但新时代青年的新征程才刚

刚开始，“深入情景，方能体会

到西迁人的伟大，当大家举起

右拳一起宣誓的时候，那是一

种惊涛拍岸的力量”。

“西迁精神”向西而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当 00 后走进社会，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

国情和民情，对祖国的发展充满期待和信心。”安徽

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辅导员、“青春三下乡”活

动带队教师刘成俊，在这个暑假带领着 20 多名同

学在安徽省休宁县汪村镇探访当地的茶园产业、泉

水鱼养殖、“生态美”超市、小岭头战斗纪念馆、

红军夜校⋯⋯上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这堂大思政课，在安徽师范大学已持续了 20
年。长期以来，安师大始终把社会实践作为立德树

人的“第三课堂”，推行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

双重指导的双导师制度。

校团委书记汪凯介绍，今年暑假，近 20 位思

政课教师覆盖到学校 71 支暑期社会实践校级重点

团队，将课堂从校园教室搬到了社区工厂田间地

头，带领同学们“一线故事听变化”“一线走读访

精神”“一线收获话真知”，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

投身社会实践，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知于心、润于行。

“社会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今

年 7 月，安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胡朝荣来到新闻与

传播学院实践现场，为同学们带来了一次带有泥土

气息的思政课。他希望同学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

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

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

在 学 校 社 会 实 践 精 神 的 引 领 下 ， 刘 成 俊 将

“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作 为 此 次 社 会 实 践 的 目 标 之

一 。 为 此 ， 师 生 们 专 门 前 往 安 徽 省 汪 村 镇 村 民

张 桂 女 家 中 ， 听 她 讲 述 起 自 己 的 爷 爷 张 志 流 、

大 伯 伯 张 仲 云 和 二 伯 伯 张 仲 宏 先 后 报 名 参 加 红

军 而 牺 牲 的 故 事 。

一门三忠烈的故事，让 2020 级播音与主持艺

术专业的姚巧巧既感动又深受震撼，这是她第一次

真切地接触红军后代，第一感受到英雄离自己这么

近。后来，姚巧巧拍摄了一段讲述此次“红色探

访”经历的短视频，她觉得如果能够用自己的声音

去记录、去传播有这些意义的人和事，将是此行最

大的收获。

2021 级新闻学专业的檀子信印象最深的是当

地的生态保护措施。曾经，她只在教材上学习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但并不理解具

体内涵，直到她亲眼看到当地打造的“生态美”超

市，通过垃圾兑换积分再兑换相应价值生活用品的

方式，进而促进村民文明生活习惯的养成，“我们

看到了理论政策的具体落实手段和实效”。

“百闻不如一见，我自己就是从一堂又一堂社

会实践课中获得了成长，也希望能够将这种成长体

验传递给更多的学生。”刘成俊在安师大读书时，

每年都会参加学校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细细

数来已参加过 7 次。2015 年，他和团队去往安徽阜

南县支教，那次经历让刘成俊第一次感觉到外面的

世界有多么不同。

后来，他去过安庆宿松参加抗洪抢险，在黄山

探寻古村落，在宣城宁国市调研民族乡，加入研究生

支教团去往四川⋯⋯这些特别的经历也成为他毕业

后选择继续留在母校、从事学生工作的原因。

今年，刘成俊从一名普通学生成长为一名带队

教师，角色的转变带来的是责任感越来越浓，大到

规划调研行程和进度、关注每名学生的安全和心

态，小到买车票、订住宿⋯⋯刘成俊变成了整个团

队的主心骨。在他看来，一次与大思政课的结缘，

让他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有了人生目标，学生们

也需要一位过来人的引导，“正能量需要一代又一

代地传承下去”。

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金塔村，有一群手拿调

色盘的青年，在乡村广场的墙壁上作画，他们绘制

的主题涵盖基层党建、文明乡风、生态建设以及旅

游打卡等多个方面。

绘制前，师生们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经过

反复修改图纸十余次，才最终定稿。美术学院党委

副书记、思政课教师朱琳觉得，这是一次以青年听

得懂的语言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美育教育的深度融

合，“学生以笔为旗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用自己的真

情实感去触摸时代的脉搏，为当地贡献青春力量”。

去哪里画，画些什么，如何体现党的光辉历

程，怎样用画笔描绘新时代美好乡村？这是朱琳一

直在思考的事情。

“实践绘画时，老师结合实际为我们解读国家

政策，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脱贫攻坚的成果和乡村

振兴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在一笔一画中传递青年的

情感。”20 级版画专业的方银说。

在朱琳的带领 下 ， 美 术 学 院 将 党 史 课 堂 从 书

本 搬 到 田 野 绘 制 党 史 宣 传 画 、 知 青 下 乡 等 3D 互

动 式 主 题 墙 面 2000 余 平 方米，在实学实干中传承

红色基因。

近年来，安师大组建了“宣讲团首席专家+专业

指导教师+青年宣讲员”宣讲团队，聘请专业学者担

任宣讲团首席专家，着重理论研究阐释，加强红色资

源历史研究，形成了思政教育“传帮带”育人机制。

将思政教育与民俗风俗相结合，用村民喜闻

乐见的方式做宣讲，也是实践团队收获满满好评

的原因。

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教指委委员、马克

思 主 义 学 院 教 授 张 奇 才 是 文 学 院 赴 古 沟 回 族 乡

“ 童 心 系 诗 向 党 ， 美 育 筑 梦 成

长 ” 支 教 实 践 团 队 的 思 政 指 导

教 师 ， 即 将 退 休 的 他 始 终 坚 持

在学生实践一线。

在张奇才看来，思政教育是基

础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一名教师

就要让教育星火代代相传，“只要学

生需要，我就会一直指导下去”。

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探索了20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剑平

“ 第 一 次 穿 上 红 军 服 ， 戴 上 红 军 帽 ， 挎 上 书

包，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革命

斗争的峥嵘岁月。”大二学生何骁宇走进江西省井

冈山市老区红色文化培训基地教室，发现与杭州的

教室氛围大不相同。开课前“起立，立正，整理军

帽军服”的口令后，就出现了整齐划一的动作与红

军服摩擦的嗖嗖声。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 院 教 师 、 一

线辅导员，以及学校“青马工程”学员、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体 系 研 究 会 学 生 骨 干 一 行 40 余

人，近日来到井冈山开展为期一周的思政课理论

研修、专题教学与现场实践教学活动。

在黄洋界哨口，山峰似箭，绝壁悬崖，浓雾

缭绕。“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师生代

表 朗 诵 《西 江 月 · 井 冈 山》， 重 温 革 命 战 争 的 烽

火岁月。

1928 年 8 月 ， 黄 洋 界 保 卫 战 打 响 ， 成 为 以 少

胜多和充分利用地形取胜的经典战役。谈起黄洋

界 保 卫 战 的 胜 利 ， 总 是 绕 不 开 “ 前 两 发 炮 弹 哑

火，第三发炮弹击中山下敌人指挥部”的传奇故

事 。 在 镌 刻 着 毛 泽 东 手 书 的 《西 江 月 · 井 冈 山》

碑石下，廖旭照同学联想到当年红军战士在险恶

的环境中英勇奋战、顽强抵抗的场面，内心激扬

澎湃，无比敬畏。

“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哎，八角楼的灯光，

照 四 方 。” 毛 泽 东 在 井 冈 山 斗 争 时 期 ， 经 常 在 这

里居住和办公，领导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

大 斗 争 。 楼 房 内 部 有 一 个 类 似 于 八 角 形 的 天 窗 ，

当地群众习惯把那栋房子称为八角楼。

雨后天晴，一束阳光从八角形天窗照入，照

亮了茅坪八角楼里的架子床、书桌、茶几以及桌

上 的 汽 油 灯 和 烟 台 。“ 天 上 的 北 斗 亮 晶 晶 ， 八 角

楼 的 灯 光 通 通 明 。” 刘 爽 同 学 刚 跨 进 八 角 楼 的

门 ， 耳 机 里 就 播 放 起 《八 角 楼 的 灯 光》 讲 说 词 ：

当年红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毛泽东与普通战

士一样吃红米饭、南瓜汤，穿破衣烂衫御寒，床

上垫的是稻草，盖的是一条薄薄的线毯。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煤油十分紧张，按规定毛泽东晚上

可以点三根灯芯办公，为了节省煤油他只点一根

灯芯。就是在一根灯芯的微弱灯光下，毛泽东相

继写下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

冈山的斗争》 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

光辉思想。

90 多年过去，八角楼依旧矗立在那儿。梁桂

铭 同 学 看 见 八 角 楼 的 灯 光 有 感 而 发 ：“ 楼 非 玉

宇，有孤灯一盏，如曙光照四方。”

踏着曲折的青石板路，师生们来到了小井红

军第四军医院旧址。10 名医生，一间木屋，这就

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所正规医院。

在 湘 赣 边 界 第 二 次 代 表 大 会 上 ，毛泽东提议

建一所医疗条件较好的医院。然而，当时井冈山红

军一穷二白，建一所医院谈何容易？红军七拼八凑

出 1000 块大洋，造房子、购置医疗设备和医药物

资后所剩无几。医院极其缺少两种药物，一种是麻

醉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红军伤员就忍着

剧痛，肢体被固定在石头上施行手术。另一种是

消毒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红军医院没有消毒

药，只能用食盐消毒，后来食盐紧缺就用石灰水

代替。

小井红军医院感人肺腑的故事道不尽、说不

完。据不完全统计，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两年零四个

月中，牺牲的烈士有 4.8 万多人，其中有名有姓的

只有 15744 人，更多的人成为无名烈士。他们不畏

难、不怕死，为追求崇高的革命理念光荣牺牲。

法学 1902 班张怡同学说，之前她对井冈山印

象仅停留在网页上刷到的图文视频。这次走了红军

走过的路途，参观了红军的历史旧居，回忆了红军

往昔的光荣事迹，理想信念不再停留在课本里，而

是成了自然生发、扎根的坚定信仰。

井冈山西北面黄洋界下有一条声名远扬的挑粮

小道。由开国上将朱良才所写的 《朱德的扁担》 故

事就发生在这里。当时，年逾四十的朱德军长常随

着队伍去挑粮，领着红军每天往返 100 余里，肩挑

背扛将 30 多万斤粮食挑上井冈山。

风乍起，吹皱山林的寂静。挑粮小道在郁郁葱

葱的柳杉林里，没有整齐的石阶，由一些乱石铺

就，沿着陡峭的山壁蜿蜒而上。师生赤手徒步三公

里挑粮小道，从发丝到面颊，从臂膀到裤袜，都被

汗水浸湿。叶飞燕同学由衷地感慨：“当年红军肩

挑重担，行于泥泞，路有坎坷，但是心系民族危

亡，越是艰辛越向前！”

梁桂铭同学记忆深刻的当数红军场剧 《十送红

军》 实景演出。所有的演员都是本地居民与红军后

代。他们冒着大雨，在露天的场地中深刻演绎着当

年送别红军的场景，无不令人动容。

郭菲老师说，在井 冈 山 革 命 先 辈 们 曾 浴 血 奋

战的现场教学，师生们身临其境感受 90 多年前的

年 轻 人 ， 在 艰 难 险 阻 中 始 终 坚

定 “ 星 星 之 火 可 以 燎 原 ” 的 信

念 ， 为 民 族 大 义 不 惜 牺 牲 ， 艰

苦奋斗，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这是追寻党的光辉足迹、补

足精神之钙的现实需要。”浙大城

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

部书记、副院长鲁明川说。

井冈山上的微课堂别开生面

8 月 10 日，在合肥市凤凰城小学暑期托管

班里，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古筝。

为减轻家长负担，有效缓解学生暑期“看

护难”问题，合肥市蜀山区今年在部分学校进

行试点，推出了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校方安排

了丰富多彩的个性化课程，让孩子们度过快乐

的假期。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安徽合肥：

试点暑期校园免费托管
助力多彩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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