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组织的微党课《从反腐大剧
到全民党课———以人民的名义解
读〈人民的名义〉》，获得了第七届
“视友杯” 中国高校电视奖教学类
三等奖、江苏省高校微党课评比视
频类二等奖；他作为跟拍摄影师拍
摄的微电影《水月》，拿到了金鸡百
花奖最佳微电影奖；他作为顾问拍
摄的女性题材微电影《不害怕，不
冷漠》，斩获第八届“视友杯”中国
高校电视奖形象类一等奖；他带队
拍摄的南林大广告系暨新闻传播
学学科建设 20 周年专题片， 受到
了专家的高度评价……他是南京
林业大学在读研究生张银柱。一路
走来，面对各种选择，张银柱都坚
定不移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6 年前的初夏，“好男儿当兵
去” 的征兵口号响彻南京大街小
巷。 此时，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张
银柱恰好在南京林业大学完成了
本科学业。 一听到征兵消息，已经
收到两家公司录用通知的他毫不
犹豫地冲到老师办公室填写了自
愿当兵的意向信息。

不久后，张银柱踏上了北上的
列车，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在
完成 3 个月的新兵集训后，他正式
成为了北京军区的一名装甲兵。

在一次坦克技能综合训练中，
张银柱右手不慎受伤。“当时 25 公

斤重的炮弹径直从空中掉了下来，
‘咣当’一声摔在了我的手上，我居
然没感觉到。”张银柱回忆道。由于
训练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张银柱
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伤势。直到训
练结束的哨声吹响，他才在战友的
惊呼声中感受到了一阵阵剧烈的
疼痛。当时恰逢 APEC 会议在北京
召开，所有士兵都得坚守岗位做好
安保工作， 一律不准请假外出，战
友们只能先为他做了简单的紧急
救护与包扎。

“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这
是张银柱在那几天里对自己说得
最多的话。 3 天后，他才被送到医
院， 并被确诊为右手小指肌腱断
裂。 经过手术治疗后，他的小拇指
还是落下了残疾。 事隔多年，张银
柱的母亲想起此事就会黯然落泪：
“他都不告诉我， 如果不是我偶然
发现，他打算一直瞒着我。 ”

在一年一度的冬季越野拉练
训练中，按实战化要求，全团官兵
要负重超过 20 公斤徒步行军数
百公里，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完成
多项规定动作。 此时，张银柱右手
固定着钢筋， 如果坚持参加此次
拉练，手可能会留下后遗症，连长
和指导员都劝他留守连队养伤，
可张银柱当场立下“军令状”———
“我保证，一定不掉队、不受伤，不

给连队丢脸！ ”
男儿誓言，一诺千金。 在接下

来四天三夜的拉练训练中，张银柱
不仅一路走在连队的最前面，还担
负起了连队的通讯工作，最终圆满
完成了任务。 除了完成常规任务，
张银柱还负责连队的文书工作，连
队实力的汇总、 战备方案的修改、
班排训练大纲的细化等内容都在
张银柱的岗位职责范围内。他常常
加班整理资料到凌晨后，还要扎好
腰带去营门站岗。

在两年的军旅生涯里，张银柱
先后被评为“优秀新兵”“优秀士
兵”。凭借突出表现，他获得参加军
官选拔考试的资格，在全团几千人
当中，仅 5 人获此殊荣。 但他考虑
到母亲患有冠心病， 未来需要照
顾，便放弃了机会，选择了退伍。

2015 年 9 月， 张银柱脱下军
装，含泪告别战友，正式退役。当他
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看着
两年未见的儿子足足愣了十几秒，
才一把搂住儿子哭了起来。回家陪
伴父母一段时间后，张银柱又回到
了南京，决定报考南京林业大学广

播电视学研究生。
“当时距离考研只有不到两个

月的时间，学习十分紧迫。 除了考
研复习的压力外， 生活上也不轻
松。 ”张银柱说，考研那段时间，身
上仅有 9000 元的退伍费，“我已经
本科毕业两年了，哪还能问家里要
钱”。母亲几次汇给他的钱，都被他
悉数退了回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
张银柱最终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成
了南林大广播电视学专业的一名
硕士研究生，开启了他人生中新的
求学生涯。

2017 年， 张银柱的第一篇学
术论文《后真相时代的科普传播》
在核心期刊《戏剧之家》刊登。 随
后，他以第一作者身份，陆续发表
了 5 篇论文。 此外，张银柱在学校
的综合素质测评全专业第一名，
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获一等
奖学金。

在学校里， 他是个好学生；在
军营里，他是个好士兵。 无论是选
择当兵，还是选择读研，张银柱始
终信奉一句话，“选自己爱的，爱自
己选的”。

张银柱：选对方向走好路
■本报通讯员 郭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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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大林）读研 3
年，连续两年获国家奖学金，被评
为学校“十佳学术之星”，如今已
被中央财经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
生， 这是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思政教育专业学生王苗的
踏实足迹。“学院良好的学习氛围
助推我成长进步！ ”面对记者，他
这样表示。

思想领航带来学业领先。近年
来，为更好地引导学生“学马”“研
马”“信马”“传马”， 江苏师大马院
在课堂教学之外，通过开展“抢艰
攻难战”、举办仰观论坛、成立“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会”及大学
生志愿者宣讲团等， 创新教学形
式，拓展实践阵地，走出了一条坚
定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新路。

“每个群体都有人积极向上，
有人随波逐流，我们组织开展‘抢
攻战’的目的就是要在学生中形成
竞争向上的氛围。 ”江苏师大马院
党委副书记韩洪政介绍说，“抢攻
战”包含生活、学习和科研三方面，

让每个学生都发现、 发展自身所
长，并以积分的方式，评选“党建之
星”“学业之星”等，让所有学生都
参与进来，向优秀看齐，努力争先。

为让学生有更开阔的“学马”
“研马”视野，该院通过开设仰观论
坛，每月 1 至 2 次，邀请马克思主
义专家学者与学生讲座交流 。
“2016 年 9 月至今，我们已办了 40
余期，浙江大学的刘同舫、南京大
学的胡大平、南京师范大学的王永
贵等数十位专家都曾来校交流。 ”
江苏师大马院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张志建说。

有了机制， 还要搭建舞台。
2016 年年初， 江苏师范大学成立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会”，由
马院牵头，每周日晚组织学生研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每月组织一
次社团开放日，社团成员、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师与全校师生分享心
得，互动问答。

“3 年的研读会活动我几乎次
次参加，台上台下交流，同学们参

与感很强，收获也大。”王苗告诉记
者，为更好地学习交流，读研三年
期间，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相关书籍，
2018 年一年就读了近 100 本。

“学马”“研马”更要“信马”。为
让学生在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
信仰，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该校成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大学生志愿者宣讲团，面
向全校师生开展了一系列十九大
精神宣讲活动，并在校团委、学院
等组织带领下，先后走进徐州市王
杰中学、樵村社区、彭城街道宣武
社区等 20 多个单位， 开展主题宣
讲数十场，覆盖群众近万人，获得
广泛赞誉。

该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
业研二学生韩叶说：“我印象最深
的是有一回到徐州泉山区荣景社
区宣讲，我们去了 4 人，现场有 20
多名老党员，宣讲过程中互动讨论
特别热烈，所有人都参与其中。 宣

讲结束后，一个老党员一直把我们
送到门外，并建议我们，今后的宣
讲内容要与实际生活贴得再紧密
些。 对有争议的问题，要增强把控
能力。 老党员的话对我触动很大，
鼓励也很大。 ”

2018 年， 该宣讲团被江苏省
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团省委评为
“大学生志愿者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活动”重点团队。目前，江苏师大
马院 66 名全日制研究生中， 已有
17 名党员、6 名预备党员。 在前不
久教育部公布的首批高校“百个研
究生党支部”“百名研究生党员标
兵”创建名单中，江苏师大马克思
主义学院研究生党支部榜上有名。

江苏师大党委书记华桂宏表
示：“理论筑魂，实践锻真。 马克思
主义学院组织的‘学、说、行，研、
信、攻’教学实践活动，不仅让青年
学生拓宽了学习路径、开阔了学习
视野，而且对提升他们的才干与能
力、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积
极作用。 ”

打好大学生坚定信仰的“抢攻战”
江苏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创新教学形式，拓展教学实践阵地———

“刺绣制作一般要经过绘
稿、配线、劈丝、绣制和装裱等几
道工序，其中，丝线的选择至关
重要。 通常情况下，黄色用来表
现阳光、火焰，绿色用来绣绿叶
……”周五下午三四节课，是扬
州市邗江区公道小学刺绣特色
社团活动时间。 只见该校 36 个
小女生安静地坐在学校的刺绣
实践馆内，倾听教师王燕介绍刺
绣基本流程。

随后， 学生们两人一组，分
工协作。“这些工艺品取材广泛，
有简单的花鸟鱼虫， 简约的山
水、人物，还有的以漫画配文字
的方式表现扬州市文明有礼二
十四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 ”王燕指着馆内部分刺绣作
品介绍道，绣制过程中，每个学
生都表现得很专注。 36 个小“绣
娘”， 个个身手不凡， 透出一股
“文艺范”。

扬州刺绣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特色工艺，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让“非遗”项目得以传承，近
年来，公道小学开设刺绣特色课程，吸引小学中高年级
学生参与，通过 3 年实践，一批小“绣娘”脱颖而出。“以
校园为土壤，以课程为种子，把传统文化根扎在孩子们
的心里，我校为传承‘非遗’文化探索出了一条‘幽径’。 ”
校长刘大军说。

去年 10 月，经过多次训练和反复筛选，公道小学刺
绣社团的 6 名学生和 2 名教师一起参加了江苏省中小
学艺术工作坊展演。“当时，许多观众涌进展厅，观看我
们刺绣， 我担任解说员向大家介绍刺绣， 特别激动，我
们工作坊还获得了省一等奖。 ”五（1）班学生陆羽钧满
是自豪。

陆羽钧的奶奶是一名扬州刺绣民间艺人。“我奶奶
绣的许多作品都销往国外。 有人认为做刺绣没有大出
息， 但我不这么想，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分，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将来，我们不单要拿更多、更高
级别的奖，等我长大了，还要带着作品走出国门，到世
界各地巡展，让扬州刺绣走向国际舞台。 ”陆羽钧兴奋
地说。

刘大军介绍说，刺绣是门精细活，古人曾经讲“为学
应如绣花针”，是说做学问应该像绣花那样精密。 学校开
设刺绣社团课， 不仅让学生看到了精品艺术的魅力，培
养了审美能力，还能让学生做事更加细心、认真，这些对
学生终生都有益处。

扬大学生为退休女教师师拍拍写写真真

飘逸的白纱裙、优雅的红礼服、知性
的长旗袍，穿在两位教师身上，分外美丽。
妇女节前夕，扬州大学文学院为该院两位
退休女教师谢明和梅尚筠拍摄 “最美写
真”，用镜头记录下两位教师的美丽姿态。

“这两位教师退休前长年累月坚守在教
育第一线，很少有时间打扮，我们想通过拍
摄艺术照的方式感谢她们一直以来的奉献，
更想借此机会对广大女性表达美好的节日
祝福。 ” 活动负责人、文学院学生谭丰雪说。

据介绍， 两位教师均出生于 1950 年，

在扬大文学院已工作数十年。 为此，拍摄取
景地选在两位教师日常工作的地方———文
学院行政楼、阅读中心、文科楼等。 采访中，
两位教师对学生们的举动表示感谢，对于新
一代女性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修养，她们也表
达了自己的理解。 谢明说：“我觉得，女性的
内心要有独立的勇气，在面对困难、挑战、机
遇、选择时，能够有自己的思考。 ”梅尚筠则
认为，女性要学会放飞自我，要自由、自强、
自信，更要有一颗乐观的心。

熊章溢 樊鑫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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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妍）3 月
4 日，在周恩来诞辰 121 周年纪
念日前夕， 江苏省淮安中学举
行“学习周总理 努力创三好”
活动总结表彰大会， 该校 128
个班级中 57 个获评“周恩来
班”。“这一活动，我们坚持了 40
年。 ”采访中，该校校长王玉洲
介绍，1979 年 3 月 5 日，周恩来
总理诞辰 81 周年纪念日，该校
举办首届以“学习周总理 努力
创三好” 为主题的表彰大会。
“从那时起，我校师生对这一活
动的传承从未停止”。

多年来， 淮中把系列“学
创” 活动确定为德育工作的
“保留节目”， 如 1 月在总理故
居举行入团宣誓仪式；3 月召
开“学创”活动表彰大会；五四
举行周总理诗文朗诵会或演
唱会；七一组织周恩来生平照
片展。 另外， 该校还固定了新
生进校的五个“第一”：第一次
升旗仪式，进行“学习周总理
努力创三好” 的主题动员；第
一次主题班会，开展“像周恩
来同志那样工作、 学习和生
活”讨论；第一次集体活动，瞻

仰恩来故居和纪念馆……
“40 年来，我校的恩来精神

传承教育历经规范、创新、沉淀
后， 形成了一批红色德育校本
教材。 ” 淮中副书记李斌补充
道。 记者看到，《像周恩来那样
律己待人》《周恩来故事选编》
等校本教材， 已成为每一个淮
中学子案头的必备书。

近年来，以“学创”活动为
龙头的特色德育文化建设有力
促进了淮中各项工作的开展，
该校先后被江苏省文明委授予
首届“江苏省文明校园”称号，
被教育部关工委评为“五好公
民教育活动示范学校”，校团委
被共青团中央表彰为“全国五
四红旗团委”，多个班级被命名
为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班”。

“活动中，我校尤其注重用
身边的人和事育人， 让师生从
生动可信的道德形象中汲取精
神力量。 ” 王玉洲说，“下一阶
段， 我们将继续贯彻习总书记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指示
精神，加大德育队伍建设，探索
可推广的实践模式， 提高育人
实效。 ”

淮安中学坚持 40年
开展“学习周总理”活动

射阳县临海初级中学李卫新因公护照遗失， 护照号码
为 PE1704720。 特此声明作废。

启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