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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全国教育系统最年轻的十
九大党代表，在中外记者见面会和代
表通道上传递中国青年的声音；他是
全国思政工作的青年先锋，斩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全国最美教
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他
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者、宣传者，
是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守者……
他，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党委书记徐川。

从辅导员到学院的党委书记、十
九大代表，10余年的坚守与耕耘，徐
川用自己的价值观和影响力感染着
数百万青年。徐川有一个梦想：用一
生的时间，做青年终身难忘的陪伴
者，让党的创新理论和思想的声音

“飞入寻常百姓家”。

青春陪伴者：
“48小时有求必应”

“很久没有更新了，四五个月……
其实一直在，就像你们一直在，问答
一直在继续。”“南航徐川”微信公众
号上，在最新一篇文章开篇徐川这样
写道，虽然文章更新得慢了，但是却
一直和大家在一起。

20152015年年，，徐川开通个人微信公徐川开通个人微信公
众号众号““南航徐川南航徐川”，”，他向所有学生承他向所有学生承
诺诺，，所有问题所有问题，，4848小时内有求必应小时内有求必应，，
有问必答有问必答。。很多学生在徐川的微信很多学生在徐川的微信
公众号里留言倾诉自己的困惑烦恼公众号里留言倾诉自己的困惑烦恼，，
从个人情感到人际交往从个人情感到人际交往，，从校园生活从校园生活
到社会万象到社会万象，，只要提出问题只要提出问题，，徐川都徐川都
一一回复一一回复。。为了回复这些留言为了回复这些留言，，徐川徐川
常常忙到深夜常常忙到深夜。。

徐川说徐川说，“，“学生在哪里学生在哪里，，我就应该我就应该
在哪里在哪里”。”。从最初的博客到人人网从最初的博客到人人网，，
从微博到微信从微博到微信，，徐川一直和学生在一徐川一直和学生在一
起起。。他坚持问题导向他坚持问题导向，，对受众的咨询对受众的咨询
和问题不回避和问题不回避、、不逃避不逃避，，通过线上线通过线上线
下的互动交流下的互动交流，，进行分类引导和因材进行分类引导和因材

施教，有问必答，形成了全天候的
陪伴。

徐川每年回答提问超过 10万
条，每年辐射受众 200余万人，微信
公众号粉丝累计 30多万。这些粉丝
中，除了南航大师生，更多的是全国
各地甚至国外的粉丝；不仅有青年学
生，还有高校教师和家长。

通过对问题的梳理，徐川发现，
信仰、入党、节日等是咨询的热门话
题。为此，他创作了以《青年节里谈
中国》《建党节里谈信仰》为代表的

“节日谈”系列文章，累计阅读量逾百
万。徐川开设专栏“答学生问”，新浪
上线 3个月，阅读人数超过 1000万，
其中第二十篇问答专栏《我为什么加
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被上千个微信公
众号转载，该篇文章得到习近平总书
记批示，并入选全国“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先进典型案例。

徐川希望，“我的传递能让青年
一代意识到，国家大事、中国的未来
对我们个人来说不是遥不可及。只
有个体的信仰跟上了时代的节奏，才
能走出自己辉煌的人生之路。”

宣讲践行者：
接地气“说正事”

20162016年五四青年节这天年五四青年节这天，，徐川的徐川的
《《青年节里谈中国青年节里谈中国》》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刷爆朋友圈刷爆朋友圈。。文章从几个小故事出发文章从几个小故事出发，，
用轻松幽默的行文号召广大青年涵养用轻松幽默的行文号召广大青年涵养
中国气质中国气质，，宣扬中国故事宣扬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传递中国声
音音。。这是徐川这是徐川““节日谈节日谈””系列文章的第系列文章的第
一篇力作一篇力作，，体现了徐川一贯的创作风体现了徐川一贯的创作风
格格，“，“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

在徐川看来在徐川看来，，如今的思想政治工如今的思想政治工
作作，，都不同程度存在被都不同程度存在被““标签化标签化”，”，其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硬灌输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硬灌输，，不接不接
地气地气。。因此因此，，他用故事讲道理他用故事讲道理，，用道用道
理说现象理说现象，，综合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综合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等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
引人入胜的故事，引发听众强烈的学
习期待。

徐川说，衡量一堂党课是否合
格，标准只有一个，“不是教师，而是
听众”。徐川的党课不仅有段子、有
故事，有知识、有价值观，还有质疑和
交锋。以身边人、身边事情为例子，
加上机智风趣的语言，不管在课堂、
讲座，或是网络空间，徐川和他的课
都吸引很多人。

2015年 9月，学校回应学生呼
声，请徐川专门开设传统文化公选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申请开
通 5秒钟，名额一抢而空。如今，徐
川已开始给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上
专业课。

近年来，徐川围绕时代主题和思
政工作形成 17个宣讲主题。他先后
应邀前往中央国家机关、高校等上百
家单位开展党的创新理论、思想政治
工作、党史党建等方面的主题讲座，
广受好评。10余年的坚守，上百场
的宣讲，数十万的咨询，辐射影响数
百万人。

方法推广者：
把“我”变成“我们”

“春天来了，不代表一定会有开
往春天的地铁；地铁来了，不代表所
有人都能同向同行。”作为一名党务
工作者，把“我”变成“我们”是徐川多
年以来的追求和梦想，他也为凝练可
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持续发
力。近几年来，徐川在《求是》《人民
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文章60余篇。

徐川在学校成立了“川流不息”
思政工作团队。团队分成很多小组，
有人负责传统文化，有人负责思政教
育，还有人负责理论研究等，“大伙儿
的工作就是研究如何把党的故事讲

得通俗易懂。”
经过努力，徐川和同伴们形成了

在全国具有示范推广效应的思政工
作方法和思政工作模式。通过深化
理论、讲透道理、组好团队、多方传导
的方式，直面问题，因材施教；践行

“精准滴灌”理念，创新形式，转化话
语，形成“寓理于情”的表达特色，构
建“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

“靠个人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
徐川介绍说，如今协同联动的“川流
不息”思政工作团队已涵盖全国 50
余所高校，使得思政教育始终保持

“顶天立地”的昂扬姿态，形成“铺天
盖地”的辐射效果，在全国 200余家
单位示范推广。目前，该团队已出版
著作7部，发行30万册。

徐川将“川流不息”团队称为“没
有门槛的孵化器”。他说，不管是高
校教师、职校教师还是企事业单位人
员，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加入。“希望
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把‘我’变成

‘我们’，多探索一些青年人喜闻乐见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做更多青
年和大学生的陪伴者和引路人。”

徐川：让党的声音“飞入百姓家”
■本报记者 王琼

体育课上，学生们用器材搭建了一道道桥
索，奋力穿梭障碍物，生动还原“飞夺泸定桥”战
斗场景。这样的课堂，既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
挑战自我、克服困难的能力，又在润物细无声中
给予孩子们红色文化的精神滋养。授课者，是淮
安市洪泽区高良涧小学党支部副书记邓红。

将红色基因注入学生心田，是她对课堂教学
“深一度”的积极探索。年逾知命，邓红不仅是教
学的行家里手，还是一位“公益达人”。由她创建
的洪泽区“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让留守儿童感
受到家的温暖。她先后获评“全国最美志愿者”

“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好人”，日前，又
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建一个“亲情聊吧”

1988年成为一名教师以来，邓红在小学教
育这块田地里勤恳耕耘了 33个春秋。她把全部
的心血和汗水，倾注于钟爱的事业。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留守儿童约为
6973万。“这么大的群体，如何让他们在健康有爱
的环境中成长？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要带头关
注这些孩子。”邓红在心里筹划着。

2019年初，邓红向洪泽区教体局等单位提
出倡议，为留守儿童创建“亲情聊吧”，一个让他
们与父母缩短时空、拉近距离的即时交流场所。
经过努力，同年 4月，首个“亲情聊吧”在高良涧
小学正式启动，全校 400多名留守儿童与父母有
了更多的交流。

邓红还通过“一对一”方式，帮扶困难学生。
一名有抑郁症家族史的二年级学生，平时沉默寡
言。邓红利用周末带他参加各种活动，约请心理
专家为他辅导。慢慢地，孩子变得阳光起来，学
习成绩也很优异。在她的带动下，刘涛、王丹、戚
云堃等一大批党员教师加入到帮扶队伍中来。

邓红先后倡议建立“少儿成长乐园”和“心理
辅导室”，一批“问题少年”不良行为得以矫正。
数据显示，去年洪泽区青少年犯罪率同比下降
67.69%。这其中，离不开“邓红们”的努力。

聚一支“百合”队伍

多年来，邓红关注帮扶的对象不分校内校
外。她告诉记者，2001年冬日的一天，她在洪泽
湖大堤偶遇一位老人和一个瘦弱男孩，爷孙俩踟
蹰在寒风里。热心的她询问后得知，孩子的父
母、奶奶都已去世，只有 80岁高龄的爷爷陪着孙
儿。这一场景刺痛了邓红的心，也激发了她投身
公益事业的决心。

于是，她牵头成立“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
并担任协会党支部书记。协会成立后，当地的留
守儿童不再孤单。2020年初，“水上百合”发起

“共享阳光 携手前行”关爱留守儿童乡村行系列
活动，志愿者多次走进留守儿童家庭，走到孩子
们身边，陪他们做游戏、唱儿歌，开展心理辅导，
送去生活必需品和学习用品。这项活动还入选
了省志愿服务交流会展示项目。

除了留守儿童，贫困生也是邓红的关注重
点。去年暑假，洪泽区黄集街道一名孤儿中考成
绩优异，但因为家庭贫困，准备放弃学业。得知
消息后，邓红带领“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党支部
一班人多方奔走，帮助这名孤儿圆了继续学业的
梦想。受此启发，“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党支部
组织 35名党员志愿者，为全区 50名孤儿当起“代
理爸妈”，目前已覆盖留守儿童600多名。

传一种“志愿精神”

投身公益事业，意味着将牺牲掉绝大部分休
息时间；活动接连不断，邓红向身边寻找“援手”，
家人和亲友也纷纷参与进来。

妹妹邓芸经营着一家店铺，琐事很多，但只
要“水上百合”一有活动，她都会挤出时间参加。
邻居张丽华早年曾因意外造成腿部残疾，一直郁
郁寡欢。看见邓红在工作之余为公益忙得不亦
乐乎，张丽华申请加入到协会中来，有了精气神。

“以前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现在每天都很幸福，
帮助别人让我心里踏实。”张丽华说。

洪泽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洪泽，有
困难找“水上百合”已成为当地很多居民的口头
禅。“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成为当地志愿服务的
一张名片。

“我的梦想，是让所有需要关爱的人都得到
关爱。我将始终奔跑在公益路上，传递爱心不停
歇。”邓红说。

邓红：
“百合”花开
爱有芬芳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亮

“儿童画就是要让儿童用眼睛发
现美，用画笔画出美，用心灵沉
淀美。”

“艺术并不能让所有人成功，但
它能帮助每个孩子成为更美更好的
自己。”

“小小的童画里，不仅有一个绚
丽完整的儿童世界，更有一方水土的
神奇与美丽。”

扎根苏北乡村 38年，睢宁县王
集镇中心小学美术教师朱永形成了
对美和教育的深刻认知。这份认知，
既源于他 30余年前就在村小建立

“寻美小分队”的积极探索，也离不开
他坚持以美育人的深入实践。更重
要的是，他心中有着对党的教育事业
的深沉热爱和执着坚守。

“要读懂孩子的心灵”

“李忠义把‘艺术创意栏’上的美
术作品撕坏了！”听了学生的反映，朱
永走进教室，看到了被撕坏的作品，
还有调皮鬼李忠义的忐忑不安。面
对此情此景，朱永却没有训斥和批
评，而是顺势带着孩子们把所有作品
全撕了，撕坏的纸片则分给每个学
生。那堂美术课上的是撕纸贴画，李
忠义上得最专注，最终拼出了一幅

“七彩苹果”。
这堂美术课，在李忠义心里埋下

了一颗小小的艺术种子。后来，他以
优异成绩考取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
在深圳做服装设计。

随机生成的教学智慧，是朱永数
十年如一日的潜心钻研。

1983年，因为美术特长，朱永成
为了一名民办代课教师。初上讲台，
他在黑板上教孩子们画人物肖像。
没想到，看来简单易学的东西，却让
不少学生抓耳挠腮。这让朱永意识
到，会画画不代表就能上好美术课，

更重要的是要读懂孩子的内心。
面对学校师资不足的状况，他主

动提出承担低年级的数学教学和班
主任工作。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仅是
成为一个能“管好班”的老师，更要成
为一个“懂孩子”的人。为此，他积极
向老教师取经，一有时间就去听其他
学科的课，数学课上的导入、语文课
教学的自然过渡、体育课上的趣味游
戏……朱永探索每一个课堂教学环
节并运用到美术课上，寻找学生的兴
趣点。

为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朱永
打听到徐州师范学院举办为期 3年
的函授班。当时，他每月工资仅 24
元。为凑足学费，他偷卖了家里
1500多斤粮食。“母亲知道后，在村
里追着打我。”朱永告诉记者，那时，
全村人都知道朱家小子为了上学，偷
卖了家里的粮食。

虽然困难重重，但朱永坚持白天
给学生上课，晚上钻研专业书籍，周
末带着煎饼和咸菜到市区学习。咬
牙坚持了 3年，他以优异成绩顺利毕
业，并慢慢叩开了教育之门。他开始
做科研、写论文，在县、市级教学比武
中展露头角，成了全县小有名气的美
术教师。

38年，坚持童画育人。朱永教
过的学生数以万计，辅导过的小画童
超过 2000人。他把艺术的种子播撒
到众多乡村孩子心中，成为一个让乡
村孩子触碰艺术的摆渡人。他也成
长为省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被
文化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美术教师
中唯一的“儿童美术教育专家”。

“立足乡土，童画育人”

20世纪 80年代，睢宁县实验小
学和睢城小学儿童画频频在国际、国
内获奖，轰动了整个睢宁县城。县政
府把获奖作品和小作者的照片展示
在县城繁华大街上，这让朱永很是
羡慕。

此后，他一有时间就骑着自行车
去看那些展出的儿童画，心里琢磨着
要给农村孩子一个彩色的童年，创造
出属于他们的绘画天地。

有了想法，朱永立刻就行动起
来。1986年，在他的申请下，王集小
学成立了睢宁乡村小学第一个美术
课外兴趣小组。当时，学校一无场
地，二无桌椅。他把妻子陪嫁的四床
棉被撕开重新缝合，搭起了简易遮阳
棚；他又卖了家里的粮食，买来旧桌

凳；没有画纸颜料，他就把帮别人画
宣传广告奖励的材料拿来给孩子们
用；遇上雨雪天气，他把学生带进自
己仅有6平方米的宿舍。

“绘画来源于生活，生活中的素
材融入画面才会更鲜活，才能打动人
心。”朱永说。为打开孩子们的绘画
视野，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自费带
学生外出写生，并一直坚持了 30多
年。“写生的队伍叫‘寻美小分队’，走
遍了睢宁的山山水水。孩子们用手
中的画笔记录睢宁的变迁，记录社会
的进步，记录身边的美好。”朱永说。

付出总有回报。从 1989年开
始，他辅导的学生作品在国际、国内
儿童画大赛中不断获奖。2012年，
他辅导学生鹿芷涵绘制的儿童画《我
们爱和平》，从全球 7000多幅作品中
脱颖而出，获得由联合国主办的“艺
术促进和平”儿童绘画大赛第二名，
成为长期陈列在联合国大厦的 4幅
儿童画作品之一。

“小小的童画里，不仅有一个绚
丽完整的儿童世界，更有一方水土的
神奇与美丽。这就是乡村小学美育
的灵魂。”朱永说。在不断的实践中，
他和学生摸索形成了具有浓郁乡土
气息的绘画风格。农村广袤土地上
美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
丰收的果实、辛勤的劳作，都为孩子
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38年来，朱永教过的学生，有近
200名考入艺术院校，有的成了大学教
授，有的成了优秀的美术工作者，还有
的毕业后回到学校任教。“艺术并不能
让所有人成功，但它能帮助每个孩子
成为更美更好的自己。”朱永说。

“农村需要我，我就在这儿干”

“教育从来不是灌输，儿童画就
是要让儿童用眼睛发现美、用画笔画
出美、用心灵沉淀美。”38年来，朱永
始终保持乡村教师本色，总想着尽己
所能为农村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
环境。

2012年春季，当得知学校要在 5
公里外的庄楼社区成立“留守儿童呵
护站”时，朱永主动请缨做辅导教师。
每个周五晚上和双休日全天，他都去
义务辅导十几名留守儿童绘画、写
字、做作业，从不间断。

学习上的悉心指导，生活上的真
诚关怀，他和孩子们成了彼此牵挂的
人。一个深秋的晚上，眼看辅导时间
快到了，天却突然下起大雨。妻子劝

他说：“天这么黑、雨又大，孩子们肯
定不会去了，你也别去了吧。”朱永犹
豫了一下，但一想到孩子们焦急等待
的情形，他又义无反顾地骑上自行车
消失在漆黑的雨夜中。

来到呵护站，眼前的一幕让他惊
呆了：十几个孩子全站在屋檐下眼巴
巴地等着他，最小的只有 5岁。一个
孩子扑到他怀里，哭着说：“朱老师，
我想你一定会来的！”朱永紧紧地把
孩子搂在怀中，那一刻他知道了，童
画对农村孩子，不是一个简单的技
艺，而是一个温暖的世界和精神的
家园。

“城里可能不缺我这样的老师，
但农村需要我，孩子们也需要我，我
就想在这儿干。”朱永是这样说的，更
是这样做的。

“如果没有朱老师，我可能不会
在农村小学待这么久。”已在王集中
心小学工作 12年的美术教师王艳
说。每个工作日，王艳都驱车往返两
个小时，从徐州市区到学校给学生们
上课，每周末，她还要和同事们一起
跟着朱永，义务为乡村孩子辅导
绘画。

在学校，朱永办公室的门永远开
着，除了学生，青年教师们也是往来
常客。朱永坚信，好的教育不会让人

“背井离乡”。“我希望能做年轻教师
前行的灯塔，引导更多的美术教师健
康成长，让他们在睢宁这片土地上辛
勤耕耘，收获希望。”

2014年，“朱永名师工作室”挂
牌。7年间，他先后做了百余场中小
学美术教育教学讲座，足迹遍布睢宁
城乡的每一所中小学。他和青年教
师结对，与中年教师交友，无私地分
享教学经验。近年来，他结对的教师
中，有 3人评上副高级职称、20余人
评为中级职称，并涌现出一批爱岗敬
业的乡村美术教师。

2020年，随着新乡村建设的步
伐，王集镇鲤鱼山庄改造建成，当地
群众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在朱永
建议下，镇政府在鲤鱼山庄开办儿童
绘画创客中心，他每周末为孩子们开
展义务辅导。如今，绘画创客中心不
仅有活动场地，还为孩子们提供画具
和早中餐。

朱永说：“不管哪里的学生，只要
来，就可以学。”很多家长由衷地感
叹：“现在真是赶上了好时候，谢谢党
和国家！感谢朱老师为孩子们付出
这么多！”

朱永：做乡村美育“追梦人”
■本报记者 李大林 王琼

朱永，睢宁县王集镇中心小学美
术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徐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全国优秀党务工
作者

邓红（右一），淮安市洪泽区高良涧小学党
支部副书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
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省教育系统中，睢宁县王集镇中心小学美术教师朱永等3人
受到表彰。为激励全省党员师生守初心、担使命，本报本期特刊发他们的典型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