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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我最想去北京天安门看看。”“你的

梦想会实现的。”两位来自新疆的“足球

小将”在视频最后一幕说出自己的愿望。

这支由暨南大学“传播中国”社会实

践团拍摄的 《和田少年足球梦》 短视频，

被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 Twitter 平台转

发，并配文“来自新疆的小足球运动员有

大大的梦想”，一时间火爆国内外平台。

去年 9 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36 名师生组成社会实践团，奔赴新疆喀

什 地 区 莎 车 县 、 塔 什 库 尔 干 塔 吉 克 自 治

县、叶城县、和田地区民丰县、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记录下发生在新疆的

故事： 在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播 种 绿 色 的 故

事 、 在 “ 生 命 禁 区 ” 守 护 楼 兰 古 城 的 故

事 、 新 疆 塔 吉 克 族 普 通 家 庭 巴 西 书 记 一

家 的 日 常 故 事 、 新 疆 叶 城 县 维 吾 尔 族 小

伙 子 艾 力 亲 手 打 馕 并 前 往 未 婚 妻 家 提 亲

的 故 事 、 莎 车 巴 扎 的 一 处 露 天 理 发 铺 发

生的剃头匠与客人间的故事⋯⋯

“用青年语言来讲出中国故事，以青

年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道路，以青年的思

维来解读中华文明，向世界展示真实、立

体 、 全 面 的 中 国 ， 让 世 界 更 好 地 读 懂 中

国”是“传播中国”社会实践团所秉持的

理念。在没有固定脚本、没有事前策划的

创作中，学生们用脚步丈量着祖国山河，

用心感受着祖国大地的律动。

“亲身触摸最真实的新疆，
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生活”

你眼中的新疆是什么样的？

“或许你眼中的新疆是美的，但你未

曾 踏 上 过 新 疆 这 片 土 地 ， 很 难 感 受 到 新

疆真正的美。”在广播电视专业本科生郑

永 煌 看 来 ， 新 疆 的 美 不 仅 仅 是 美 景 和 美

食 ， 还 有 当 地 牧 民 用 勤 劳 的 双 手 创造出

的美。

在 郑 永 煌 所 在 小 分 队 拍 摄 的 短 视 频

《巴书记的一天》 中，他们对新疆塔吉克

族普通家庭巴西书记一家进行了为期两天

的跟拍。巴西是村里牦牛养殖基地的负责

人，这片距离村子 20 公里左右的牧场是

他每天都要巡视的地方，当地牧民都亲切

地称他为“巴书记”。两天的跟拍，让同

学们了解了塔吉克族人如何在高原上挖紫

皮土豆，如何饲养高原牦牛，当地的孩子

如何生活与学习⋯⋯塔吉克族守护在我国

边疆，世世代代生活在帕米尔高原，至今

保留着淳朴浓郁的风俗民情。如何将他们

的真实生活呈现出来？

拍摄前，郑永煌还在为当地的拍摄条

件和难度而担忧。“本来想泥土路可能会

多一些，但这里竟然修起了一条完整宽阔

的公路。”一路上，小分队遇到了运送物

资的大货车、前来旅行的游客，他们惊叹

于当地“既有原始的自然美，又在向着现

代化发展”。

“每个人都在用双手去创造幸福。”在

巴西书记工作的牦牛场，他们见到了牧民

生活的不易，但同时又感受着当地牧民的

勤劳和乐观；巴西的妻子是村里计划生育

的宣传员，在跟随她骑摩托车去往村民家

中宣传政策的路途上，他们看到了女性的

坚强和自立；在当地的学校里，他们看到

了对摄像机有些好奇，争先恐后地挤到镜

头前展示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非常

可爱，他们对着镜头比爱心、露出纯真的

微笑”。

“我们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 形 象 。” 在 一 支 叫 作 《莎 车 十 二 时 辰》

的短片中，他们从民俗文化、风土人情等

方面记录下了新疆南部莎车县每个时辰的

生活场景，缓解疲劳的舞蹈、此起彼伏的

音乐、成群结伴的孩子们⋯⋯“我们记录

下的是莎车人寻常的一天，每一分、每一

秒都是他们热爱生活的见证”。广告学专

业 本 科 生 迪 丽 拜 尔 · 图 尔 贡 是 维 吾 尔 族

人，那是她第一次去莎 车 县 ， 用 她 的 话

来 说 ， 这 既 是 一 次 带 同 学 了 解 自 己 家 乡

的 实 践 活 动 ， 又 是 一 次 重 新认识家乡的

不寻常之旅。

“我的家乡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

方，当我用另一个视角去感受她，就会发

现当地居民的热情善良和淳朴太具有感染

性和吸引力了。”如今，已经毕业的迪丽

拜 尔 · 图 尔 贡 回 到 家 乡 从 事 广 告 设 计 工

作，那段经历依然历历在目，“我感动于

身边的同学对家乡美食、文化的喜爱，也

希望我们新时代新闻专业学生可以用专业

知识将祖国文化传播得更好。”

“读懂中国才能更好地传
播中国”

在黄沙和石砾组成的荒芜之海中，有

一群人十几年来默默坚守在罗布泊深处的

楼兰古城。他们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守护

在这里？他们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去往

罗布泊腹地的实践小分队，用镜头讲述了

守护楼兰文物的故事。

林爱珺是这支小分队的带队教师，在

她看来，当学生们真正接触到这些人，自

然而然就会唤起好奇心。“学生们会去探

究为什么有人能够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上，

扛过孤独、耐住寂寞，为什么有人把保护

楼兰文物的工作当成了自己毕生追求的事

业，最终影片中呈现的故事就是学生们得

到的答案，这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内容”。

在 林 爱 珺 眼 中 ， 这 次 实 践 就 是 一 次

“真枪实战”的纪录片创作过程，“传播中

国”实践队的每一名学生就像一个小小的

“能量球”，他们用青春热血点燃了一颗又

一颗小星球。

以前，学生们更多地是通过新闻了解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但对政策的具体落

实 情 况 、 给 当 地 居 民 生 活 带 来 的 改 变 ，

缺少了解。“总觉得方针政策离自己很遥

远 ， 但 当 切 身 体 验 之 后 ， 才 发 现 惠 民 政

策 就 在 身 边 ， 它 们 正 在 一 点 点 地 改 变 着

大家的生活。”黄俊嘉惊讶于当地学校设

施 建 设 的 完 善程度，有一些中小学的教

学设施甚至比沿海地区更加丰富，“我们

亲眼见证到国家政策可以让每个地区同步

发展，这是最让我心潮澎湃的”。

“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才能做

到真正了解中国，才可以更好地去传播中

国。”教师王明亮发现，在实践过程中最

能打动学生的往往是细节。他带领学生小

分队去往的是位于喀什地区的一所民族中

学，调查当地中小学推广普通话的情况。

实践队发现，当地的学生、居民都会将普

通话称为“国家通用语”。后来，在实践

队 的 短 视 频 作 品 中 ， 他 们 特 意 将 包 含 着

“国家通用语”二字的画面剪辑为短片中

最特别的一幕。

“意料之外的捕捉，往往比事先预设

的场景更加有吸引力。”王明亮觉得，当

不 再 给 学 生 设 置 采 访 和 拍 摄 的 “ 条 条 框

框”，他们反而能发现更真实、丰富的故

事。“我们没有‘明天要去哪个地方、去

采访谁、采访什么’的限制，就让学生自

己去城市、去人群里发现主题。他们走进

基层的这段经历，远比书本上学来的‘如

何做好新闻报道’更加深刻。”

“一位中国青年就是一颗
传播中国的火种”

“既然是用青年的声音传播中国，那

我们的作品就要真实，既要感动创作者，

给读者带来感同身受的共鸣，同时还要打

动国外的年轻受众。”嵇美云是 《和田少

年 足 球 梦》 小 分 队 的 指 导 教 师 ， 在 谈 起

学 生 的 创 作 历 程 时 ， 她 觉 得 这 是 一 次 当

地学生和实践队相互滋养的过程。“当地

学 生 想 去 北 京 、 想 去 实 现 足 球 梦 想 的 愿

望 ， 就 是 一 份 国 家 认 同 感 的 传递，在同

龄人间碰撞出来的情感力量，远远超越其

他任何手段。”

专业与实践的碰撞，给学生们带来了

更多有意思的“火花”。去新疆之前，新

闻与传播学院开设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技能

训 练 营 ， 摄 影 摄 像 、 视 频 剪 辑 、 影 视 制

作、非虚构写作⋯⋯

王明亮觉得新时代的新闻学子要肩负

起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要用真实的声音

讲述真实的故事，“00 后学生总会带来一

些奇思妙想的惊喜，他们的自信、勇敢和

坚强也代表了中国希望和未来，每一位青

年都可以更好地传播中国”。

新闻学专业本科生汤君妍也收获了更

大的“惊喜”。这次新疆之行，实践队接

触到了很多“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的志愿者们，汤君妍被一位又一位青年志

愿 者 身 上 展 现 出 的 信 念 和 勇 敢 深 深 打 动

着。回校之后，她便发起了一项关于大学

生志愿服务的调查研究，用文字、视频、

H5 等形式讲述青年志愿者在西部的真实

生活，“我近距离感受到中国青年选择扎

根西部的无畏梦想，我希望他们能够被更

多的人看到，也希望我的作品可以感染更

多的青年加入”。

新闻学子在基层读懂中国，向世界讲好新疆故事

用亲眼见证和脚步丈量发现真实故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通讯员 巩姝言 刘永辉

从 红 色 金 融 研 习 社 到 “ 黄 金 密

运”宣讲团，3 年近 400 名宣讲团志

愿 者 接 力 奔 赴 ， 还 从 中 孵 化 了 一 个

以 大 学 生 为 主 体 的 公 益 组 织 ⋯⋯ 在

山 东 工 商 学 院 ， 多 年 来 颇 具 特 色 的

思 政 实 践 成 为 一 扇 窗 ， 向 更 多 人 展

示 了 以 财 商 教 育 为 办 学 特 色 的 高 校

如何使传承红色基因成为可能。

“ 我 们 的 金 心 公 益 注 册 成 功

啦！”拿到 《烟台市莱山区金心公益

发 展 中 心》 登 记 证 书 后 ， 省 级 优 秀

毕业生于诗涵兴奋地欢呼。

金 心 公 益 是 山 东 省 烟 台 市 莱 山

区 唯 一 一 个 以 大 学 生 社 团 为 主 体 申

报 的 公 益 组 织 。 于 诗 涵 偶 然 在 第 二

课 堂 上 听 到 了 黄 金 财 富 研 究 院 教 师

刘 国 栋 的 讲 座 ， 知 晓 了 抗 战 时 期 发

生 在 胶 东 地 区 隐 蔽 战 线 上 送 金 救 党

的 红 色 金 融 革 命 事 迹 ， 他 从 金 融 学

专 业 的 角 度 敏 锐 捕 捉 到 黄 金 密 运 党

史 的 重 大 历 史 意 义 和 重 要 史 学 研 究

价 值 ， 随 即 展 开 了 对 黄 金 密 运 党 史

如 饥 似 渴 的 学 习 和 研 究 。 恰 逢 山 东

工 商 学 院 正 在 打 造 以 财 富 管 理 和 公

益 慈 善 为 两 翼 的 工 作 布 局 ， 在 学 校

的 支 持 下 ， 于 诗 涵 发 起 成 立 了 集 挖

掘 、 研 发 和 传 播 为 一 体 的 学 术 类 社

团——红色金融研习社。

社 团 成 员 将 红 色 金 融 资 源 与 财

商 教 育 为 特 色 的 学 校 办 学 定 位 紧 密

结 合 ， 在 深 入 挖 掘 黄 金 密 运 事 迹 的

基 础 上 ， 将 “ 黄 金 密 运 ” 的 党 史 学

习 和 财 经 类 专 业 学 习 相 结 合 ， 用 财

经 知 识 来 解 读 黄 金 在 经 济 战 线 的 硬

通 货 地 位 ， 不 断 丰 富 胶 东 地 区 黄 金

密运史料、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利 用 红 色 金 融 研 习 社 这 一 平

台 ， 于 诗 涵 在 全 校 进 行 了 公 开 招

募 ， 又 组 建 了 金 心 公 益 团 队 ， 确 保

黄金密运的研究得到有效延续。

3 年来，研习社团队成员陆续采

访革命前辈 36 位，整理有关红色金

融的相关史料 10 余万字，发表 《红

色 征 程 ： 历 史 上 的 黄 金 密 运》 等 多

篇 专 业 研 究 论 文 。 近 期 ， 团 队 集 体

整理的一部近 20 万字的研究专著也

进入最后的校对阶段。

红 色 基 因 就 这 样 一 点 点 被 唤

醒 。 随 着 红 色 金 融 研 习 社 对 “ 黄 金

密 运 ” 相 关 史 实 的 不 断 深 入 研 究 与

挖 掘 ， 山 东 工 商 学 院 “ 黄 金 密 运 ”

宣讲团应运而生。

宣 讲 团 以 学 校 思 政 课 教 师 、 青

年 团 干 部 、 青 年 学 子 为 主 力 ， 广 泛

宣 传 “43 万 两 黄 金 密 运 延 安 ” 的 红

色感人事迹。百余个宣讲团队近 400
名 宣 讲 团 志 愿 者 奔 赴 学 校 驻 地 各 中

小 学 ， 利 用 课 余 、 寒 暑 假 等 时 间 ，

用 孩 子 能 够 接 受 、 乐 于 接 受 的 形 式

进 行 宣 讲 ， 让 他 们 在 良 好 的 氛 围 中

了解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谈及“ 黄 金 密 运 ” 宣 讲 团 ， 烟

台 第 三 中 学 教 师 张 春 燕 竖 起 大 拇

指 ，“ 历 史 课 受 限 于 课 时 和 教 学 条

件 ， 授 课 方 式 比 较 固 定 ， 但 这 些

大 学 生 的 到 来 给 我 们 注 入 了 新 鲜

的 血 液 。 他 们 的 思 维 相 对 活 跃 ，

讲 解 方 式 也 有 新 意 ， 特 别 受孩子们

的欢迎。”

如 今 ， 宣 讲 团 已 制 作 了 面 向 大

中 小 学 生 的 “ 黄 金 密 运 ” 宣 讲 课 件

10 余部 ,“黄金密运”党课专题课件

5 部 ,“ 黄 金 密 运 ” 课 程 先 后 走 进 驻

地 所 在 中 小 学 200 余 次 ， 走 进 高 校

“ 第 二 课 堂 ”100 余 场 ， 走 进 党 校 课

堂 20 余次，在不同学生群体间进行

了广泛传播，反响热烈。

在 宣 讲 团 的 助 力 下 ， 金 心 公 益

团 队 茁 壮 成 长 。 成 立 3 年 来 ， 该 团

队 形 成 了 理 论 与 实 践 相 结 合 、 宣 传

与 教 育 相 结 合 、 线 上 与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工 作 机 制 ； 同 时 ， 团 队 探 索 搭 建

了 多 轮 驱 动 的 载 体 平 台 ， 初 步 建 成

了 课 程 研 发 、 教 育 推 广 、 交 流 传 播

相互支撑的载体平台。

“目前，我们团队将挖掘整理出

的 史 料 进 行 思 政 教 育 素 材 转 化 ， 并

在 专 业 教 师 指 导 下 成 立 《错 位 时 空

— 重 回 雁 鸣 渡》 话 剧 组 ， 将 发 生 在

黄 金 密 运 路 上 的 雁 鸣 渡 战 役 改 编 到

舞 台 上 ， 以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进

行全景式呈现。”团队指导教师刘永

辉介绍。

“金心公益团队开创的‘党史学

习 + 专 业 实 践 + 创 新 创 业 + 公 益 宣

讲 ’ 模 式 是 一 次 很 好 的 尝 试 ， 他 们

探 索 出 了 一 条 相 互 融 合 、 齐 头 并

进 、 深 度 参 与 、 四 位 一 体 的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机 制 。 团 队 成 员 采 用 的 立 体

式 多 渠 道 全 方 位 研 学 模 式 ， 既 激 发

了 大 学 生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和 对 地 方 党

史 的 研 学 兴 趣 ， 也 传 承 和 弘 扬 了 红

色 金 融 文 化 ， 提 升 了 学 生 的 历 史 自

觉 ， 闯 出 了 一 条 用 好 用 活 红 色 资 源

的 新 路 ， 在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的 赛 道 上

跑出了青春风采。”山东工商学院党

委书记白光昭说。

藏在财商教育里的
“红色密码”

□ 庄儒麟（同济大学医学院 2022 届外科
学博士毕业生）

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出于对医学专
业的浓厚兴趣和对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这个职业的向往，在志愿表上全部填上

了医学专业。今天我要说，选择在同济
大学就读医学专业，我不后悔。

同济校友、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曾
说，“德不近佛者无以为医，才不近仙者
无以为医”。医生这个职业的成长是非常
漫长的，既要求学识，又要求情商，既
要求心灵手巧，更要求有一颗大爱无
疆、仁爱之心、同情之心、怜悯之心。
我觉得这与同济培养医学人才追求卓越
的精神相得益彰。同济医学讲究精诚济
世，明道致远，要求每一位同济医学人
不忘初心、夯实基础；“医”路用心、秉
持“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仁爱之
心；永葆真心，在智慧和勤奋的基础上
对生命的高扬、对至真至美的无悔。

同济大学医学院走出了“中国肝胆
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这样的大师级人
物，他的无数故事至今仍为我们同济人
津 津 乐 道 。 直 到 2019 年 1 月 宣 布 退 休
前，时年 96 岁高龄的吴孟超一直没有放
下手中的手术刀，治病救人 78 载，他主
刀完成了 1.6 万多台肝胆手术，成功救治
了 1.6 万余名患者。

吴老生前一直强调做基础研究，他
说：“光搞临床，只是个开刀家，没什么
了不起，开刀只能治一个患者，基础研
究是解决整个疾病问题的最终方法。”这
样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深。我们总认
为好医生的标准就是做好临床工作，其
实这是不全面的，未来真正推动一个领
域前进的重大技术进步，最初都来自前

沿的、创新性的研究突破。
吴孟超院士在 2007 年同济大学建校

百年庆典大会上说过：“同济精神是鼓舞
我努力奋斗的力量源泉，在平凡的岗位
上，以报效祖国的情感踏踏实实地工
作，是我们全体同济校友的本色。”这无
疑是在叮嘱后辈的同济人要保持终身学
习的习惯、不断超越的态度以及同济天
下的大爱。薪火相传，风雨兼程。作为
新时代的同济人，我们也会继续沿着前
辈们的脚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让奋斗成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在同济学习期间，我告诉自己要努
力学好每一门课程、做好每一个课题、
写好每一篇论文。科研就像一场马拉
松，在你调整好心态、制定好计划之后
就马上开始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要学
会忍受科研的不确定性和做科研时的孤
独感。最终我在同济在读期间发表了 16
篇 SCI 论文。

当然，科研难免会遇到瓶颈，我觉
得多阅读、多思考、多交流、以及多请
教一定会帮助你走出瓶颈。遇到科研瓶
颈的时候，一方面，我会通过和自己的
导师、同门交流讨论，他们很多不经意
的话会让我茅塞顿开，在他们的传道授
业解惑之下，我逐渐锻炼了自己的科研
能力；另一方面，在读期间学校、学院
搭建的高等讲堂、博思论坛、挑战杯赛
事等学术交流、科技创新平台也为我的
科研工作提供了沃土，让我可以有更多

与其他优秀的学子交流的机会，并能够
更加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最终，
科研带给我的开心和成就感是溢于言表
的。同济特色的“卓越科研育人”机制
让我们有机会在本科阶段就找到科研领
路人，进入到新的“升级打怪”过程。
我记得医学院院长郑加麟教授在 2017 年
开学典礼提出的“MAD”，“不忘初心

（motivation），力当先行 （action），明道
志 远 （Dream） ”。 回 想 在 科 研 的 过 程
中，实验室里大家争分夺秒，凌晨一两
点依旧灯火通明，我们努力的样子，也
正是同济人崇尚科学、创新引领、追求
卓越的缩影。

除了科研和学习，我和我的小伙伴
们在课余还创作了很多原创歌曲。我们
创作这些歌曲的初衷就是希望讲述同济
故事、传达同济精神。比如我们创作的

《逆行的光》，就是为了致敬抗疫医护人
员的。我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
期，我还在国外交流，当时我看到了这
样一个视频，大年三十人头攒动的上海
火车站里，响起了点名声：附属第十人
民医院、同济医院、东方医院⋯⋯视频
中的面孔，正是我熟悉的老师和同学
们，他们平时是严师、朋友，但这一刻
他们是医生，他们勇担使命、不怕困
难、逆向而行。后来我和团队一起创作
出了 《逆行的光》 这首歌，共同致敬每
一位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

此外，我们也创作了很多歌曲，《你

好，同济》《这一天》 表达我们对同济的
热爱；《祖国，我爱你》 细数了同济人
把论文写满祖国大地的故事；《破浪》
则是作为毕业歌鼓励我们每一名毕业生
能够身披“同济天下”的荣光，不断乘
风破浪⋯⋯

可能很多人对同济学子的印象都是
黑框眼镜、埋头苦干的直男形象，但是
我们的学校里有非常丰富的校园文化活
动的土壤，有原创的舞台剧讲述同济故
事、同济情怀，有大型晚会、艺术节让我
们去学习和欣赏高雅艺术，还有艺术类社
团、十大歌手比赛等展示自己的机会。在
这样青春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下，我才能
够和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将同
济的故事写成一首首歌曲，通过我们同济
学子的歌声传递正能量。

今年我已经顺利毕业。未来我希望
自己能够像我导师刘中民教授一样，在
临床上妙手回春、救死扶伤，在实验室
勇于创新实践，不断攀登科学新高峰，
努力在这一领域留下自己的名字，为健
康中国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毕业并不代表结束，而是另一个开
始。我从“医学生”变成了“医生”，我
想我们青年一代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只有在奋斗中度过青春才不会后悔。作
为新时代的同济青年，我也将会传承同
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将我的事业与国
家、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成为社会栋
梁与专业精英，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同舟同向，逆风也要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抗疫一线的经历，不仅提升了我的

职业素养，更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一名共产

党员的责任，我更加热爱我的工作。”蚌

埠医学院抗疫医护人员“齐进思政课堂·

讲述抗疫故事”思政大课日前开讲，该校

二附院血透中心副护士长、主管护师唐天

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教材”，为 2022
级 护 理 学 专 业 的 本 科 生 上 了 一 堂 专 题

“ 大 思 政 课 ”。 接 下 来 ， 学 校 选 聘 的 曾 转

战 上 海 、 宿 州 、蚌埠、西藏等地方舱医

院的 12 名医护人员，也将陆续进入学生

思政课课堂，为全校本科生班级开讲抗疫

思政课。

唐天元曾参加援鄂、援沪及支援省内

城市的战“疫”，他以 《微光成炬 星火传

递》 为题，分回顾抗疫、我的抗疫、美好

祝愿三个部分，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所见所闻，以点滴小事诠释

伟大抗疫精神的价值内涵，在一言一行中

体现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现在一线

的 医 护 人 员 就 是 未 来 的 你 们 。 学 弟 学 妹

们，希望你们从中找到方向、汲取力量，

勇毅前行！”唐天元说。

一堂思政课，台上台下互动频繁，真

情流露的讲述常常被掌声打断。课后，同

学们仍不愿离去，围在唐天元周围表达激

动之情。邹佳佳同学说，学长所经历的战

“疫”故事就真切发生在我们身边，“因为

白衣天使的负重前行，才换来普通人的岁

月静好”。

王晴雨同学说：“从这节课开始，精

诚为医、团结奉献的精神将成为我职业生

涯的信条。”

蚌埠医学院第一、第二附属医院医护

人员近年来转战全国抗疫一线，涌现出一

批抗疫先进典型。援沪期间，医护们还编

写了方舱医院管理手册及奥密克戎防治科

普手册。本学期，蚌埠医学院结合思政课

教育教学开设疫情防控专题课，通过身边

人讲述“疫”线故事，守好课堂育人主阵

地，不断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

命教育、责任感教育和感恩教育。

该校党委负责人表示，蚌埠医学院将

“大思政课”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着

力强化政治引领、厚植爱国情怀、突出价

值引导，为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注入强大动

能，为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医药卫生人

才奠定坚定的思想基础。

抗疫“活教材”融入大思政教育格局

11 月 4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明德启南中学，学生们在农场运送蔬菜（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明德启南中学积极开展劳动教育与实践，与社区共同建立“至善农场”作为学生的劳动教育与实践基地。农场收获的成果一部分运送到学校食堂进行加

工，让学生们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一部分由学生志愿服务队赠送给学校周边的养老院。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