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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 晚 ，2021 级 研 究 生 开 学 典 礼

后，山东大学“沂蒙老战士后代讲党史”第四

场报告会拉开帷幕。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

导者彭湃烈士孙女，中国著名核动力专家、

“时代楷模”彭士禄院士之女彭洁以“忠于理

想的两代人——讲述彭湃烈士和彭士禄院

士的故事”作专题报告。

新学期第一周，思政课教师、北京科技

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彭庆红为大二学生

开设课程，讲述百年来青年与中国共产党的

紧密关系，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热情。

…………

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全国高校扎实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努力引导青

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学习英雄人物
响应伟大号召

9 月 4 日上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以

“ 继 承 传 统 ，做 新 时 代 的 清 华 人 ”为 题 ，为

3000 余名 2021 级本科生作报告，全体本科生

新生在线“同上一堂课”。陈旭勉励同学们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时对广大

青年提出的殷切期望，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

绽放绚丽之花。

“人一辈子不一定要干多大的事，但一

定要干一件有意义的事。”9 月 17 日，北京大

学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学习英雄事迹，

弘扬英雄精神”主题教育系列报告会，“七一

勋章”获得者石光银讲述了自己 40 多年与风

沙搏斗的经历。他勉励广大青年，要肯于吃

苦、勇于坚持，树立崇高的理想抱负。

9 月 30 日上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组织

各 学 院 学 生 集 体 参 观“ 中 国 对 外 经 贸 博 物

馆”，并由校党委书记蒋庆哲在博物馆内为

新生开讲开学第一节思政课。蒋庆哲和同

学们一起回顾学校 70 年风雨历程，感受博

学、诚信、求索、笃行的精神内涵。

…………

新学期开学以来，各高校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首要内容，各高校书记、校长带头宣讲，结合校史中的红色故事、校友中的

先 进 人 物 ，教 育 引 导 广 大 青 年 切 实 将 伟 大 号 召 转 化 为 奋 斗 前 行 的 实 际

行动。

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结合学校科技报国的典型人物、感人故

事，激励广大学生勇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西安交通大学开展

西迁精神主题教育，激励学生唱响爱国奋斗人生主旋律。

讲好百年党史 赓续红色血脉

“ 牢 记 使 命 与 责 任 ，诚 信 立 身 ，精 勤 为 学 ，致 力 于 探 索 真 理 、传 承 文

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本部和克拉玛依校区 6000 多名 2021 级新生，在

开学典礼上以庄严的誓词诠释“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新学期，学校通过

典礼仪式、宣讲培训、专题党课、参观实践等形式，上好新生思想教育的

“第一课”。

9 月 18 日至 24 日，北京理工大学组织 1100 名师生分批前往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通过重温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感悟初心使命、

汲取信仰力量。

9 月 14 日，上海交通大学“形势与政策”课 2021 年秋季学期第一次集体

备课会在闵行校区举办，备课主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有与会教师表示，将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投

入教学内容研究、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实效提高上，“用心、用情、用理”站稳

讲台，尽职尽责打造一流思政课。

…………

记者了解到，新学期开学以来，各高校充分利用校内外红色育人资源，

创新教育形式和载体，组织广大师生共上“党史大课”，教育引导广大师生从

党史学习教育中树牢信仰、汲取力量。

北京工业大学党史宣讲团 27 名成员以讲理论和讲故事相结合的形式，

到二级党组织进行宣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

校校领导带领青年学生系统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了解学校

一代代师生科教报国的光辉校史，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情怀 激发奋进力量

“1940 年，新华广播电台一台 3 千瓦手摇发电机开始发电，把党的声音

及时传递到全国各地。电力的星星之火在峥嵘岁月中顽强成长。”开学之

初，华北电力大学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新生赵树群参加了一场

在校史馆举行的特殊主题班会——结合学校发展实际学习党史。打造有电

力大学特点的思政课程，已经成为华北电力大学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特色

之一。

“方寸之间天地宽，蕴有文化意万千；方寸之中有乾坤，系挂党史树丰

碑。在那横与纵的交汇下，有文化星火相佐日月，有百年征程历久弥新。”不

久前，在北京邮电大学党史学习教育主题系列活动之一——《邮票中的党

史》讲述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裴晓军老师通过讲述邮票

中蕴含的红色故事，引导师生在方寸间感受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报告，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 73056 部队退伍返校，前来报到！”“报告，

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退伍返校，前来报到！”……今年，浙江大学

又有 32 名学生告别军营光荣退伍。在每年新学期的学生军训总结大会上，

学校都会举行欢迎仪式，勉励退伍返校学生再立新功，激励全体学生学习榜

样，筑梦国防。党史学习教育中，浙江大学推进国防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

合，鼓励学生厚植爱国情怀。

山东农业大学启动“百名党员专家联百村”实践活动。学校 117 名党员

专家带领 318 名研究生，组成 117 支乡村振兴服务队，奔赴齐鲁大地生产一

线。在田间地头、在农场企业、在生产车间，开展技术帮扶，助力农业生产，

让群众得实惠、让学生受教育，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不断转化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动力。

“寻找身边的红色文化”，这是北京林业大学大二学生韩雪丽的社会实

践题目。她和同学一道，实地参观北大红楼、河北乐亭李大钊故居、李大钊

烈士陵园，访谈近百名大学生，写下上万字的实践报告。

…………

记者了解到，开学以来，各高校结合学校特色，统筹用好校内校外、课内

课外、线上线下学习资源，厚植广大师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怀，

激发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

广大师生表示，要在学好党史践悟思想上当先锋，在砥砺奋斗成才报国

上勇担当，在服务师生做好实事上作表率，传承红色基因，书写华彩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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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最近，电影《守岛人》感动了亿万观

众。电影讲述的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

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王继才与妻子

王仕花 32 年守护开山岛的故事。

开山岛，距离灌云县燕尾港 12 海里，

面积仅有 0.013 平方公里。作为黄海前

哨，开山岛不能无人值守，1985 年部队撤

防后设立民兵哨所。 1986 年，王继才夫

妇成为开山岛的第五批守岛人。

2018 年，王继才在执勤期间突发疾

病，长眠在开山岛上。

岛上升起五星红旗

开山岛，四面大海、一面朝天，只有几

排空荡的营房、满山的怪石、陡峭的悬崖，

夏天是灼人的烈日，冬季是刺骨的寒风，

没有电，没有淡水，没有植被……

王继才的最好陪伴和精神支柱，就是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32 年间，不论刮风下雨，王继才和妻

子王仕花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庄严地

升起国旗。王继才说：“开山岛虽小，但领

土神圣，必须升国旗！”

岛上生活，经常遭遇恶劣天气。一次

遇到 12 级台风，王继才怕国旗受损，顶风

跑到山顶将国旗降下来抱在怀中。返回

途中，一脚踩空从半山腰滚下来，摔断两

根肋骨。王继才却说：“旗帜就是阵地，人

在旗帜在，旗在阵地在。”

2012 年元旦，天安门国旗护卫班专

门从北京送来一座钢制移动升旗台和一

面曾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

日复一日，夫妻俩升旗、巡岛、护航

标、写日志，从未间断。

他们还克服重重困难，在满是石头的

岛上种树种花。没有土，就托渔民一点点

捎来；没有水，就从喝的水中“挤”出来。

“人能活下来，树肯定也能！”王继才说。

终于，长出一棵苗、盛开一朵花、结出

一粒种子……几十年过去，岛上已有百余

棵树，还自产蔬菜水果。王仕花说，“虽然

老王走了，但这座岛已经不再孤独。”

执着坚守报效祖国

王志国是王继才的儿子，如今是一名

海警执法员。

1987 年 7 月，王仕花眼看就要临产，

强台风突然来了，无法下岛。十万火急之

下，王继才抓起步话机联系县人武部，在

政委家属的远程指导下给妻子接了生。

王继才给儿子取名“志国”，他说：“志字上

面一个‘士’，下面一个‘心’，就是希望他

当一名战士，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

开 山 岛 上 ，淡 水 、食 物 全 靠 渔 船 捎

带。遇到渔船无法出海，他们就断粮、断

水 了 。 这 样 的 情 况 ，每 年 都 会 遇 到 一

两回。

32 年间，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选

择，但王继才夫妇的选择是坚守。

1993 年，王继才的儿子到了入学的

年纪，他鼓起勇气想要辞职。此时县人武

部的老政委生病卧床，拉住他的手说：“继

才啊，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开山岛守下

去，你下岛就真的找不到守岛人了。”王继

才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不久，老政委去世。“老政委的话是他

的临终遗愿，他到死都不放心开山岛，我做

出了承诺，就一定要守下去！”王继才回忆。

父母、二舅都支持他守岛。“二舅参加

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幸运地

活了下来。”王继才觉得，“岛上再艰难，也

没有枪林弹雨，我怎么守不好？”

踏踏实实多做点事

开山岛海域海况复杂。过去卫星导

航不发达，王继才夫妇会在岛上点上灯

火，让过往的渔船看清航道；遇到雾天，他

们 就 用 盆 敲 ，发 出 响 声 ，让 渔 船 避 开 小

岛。而有渔船断粮、断水、疾病求助，他们

也尽全力帮助。“看到这些渔民，我们总会

想起自己，想起亲人。”王仕花说。

一年冬天，渔民黄晓国的渔船路过开

山岛，发动机突然起火，王继才把仅有的

两床被子抱来，泡了海水盖在发动机上，

这才灭了火。他们夫妇，却忍受寒冷过了

3 个晚上。

王继才生前常挂在嘴边的是，“做了

应该做的事，却得到这么多荣誉，我们非

常感激，以后，要踏踏实实多做点事情。”

9 月 26 日上午，开山岛一改往日的宁

静，迎来了参加换岗交接仪式的新一批守

岛民兵。王继才逝世后，灌云县改变开山

岛执勤方式，通过自愿报名和组织推荐的

方式在全县遴选守岛民兵，每批 10 人左

右，值守周期为一年，分组轮流上岛执勤，

每组 3 人，每次半个月。

（李弘非参与采写）

江苏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王继才——

一生守护一座岛
本报记者 郑海鸥

王继才（左）和王仕花。 王冠军摄

驿站内，如沐春风，人们休憩、阅读、

观展，重温红色记忆；驿站外，碧道蜿蜒，

市民散步、慢跑、嬉戏……广州塔下，珠江

岸畔，一个个新时代驿站，将党群建设、文

明实践、成就展示、惠民服务等功能融为

一体，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

一路向东，位于珠江前航道的广州琶

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处处涌动

着创新活力。广州市委提出，要全力推进

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海珠区则着力建

设好滨水城市“客厅”。

党建引领

从广州塔出发，沿着阅江路，平均每

800 米就有一个新时代驿站。

“这个房子好漂亮，里面还有很多科

技设备和报刊书籍，我们进去体验一下

……”位于阅江路碧道的新时代驿站，成

为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点。在这里，

“5G+8K”“触控电子书吧”“直播间”“AI机
器人”等虚实结合的科技产品一一亮相，

结合景点介绍、文物展示、时事新闻等，以

二维码、视频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

“这些家门口的红色研学阵地，能让

市民出门见学堂、随时学党史，特别是让

孩子们从小就接受红色教育，非常有意

义！”市民吴芳芳参观后感言。

正在驻站医生指导下量血压的冯阿

姨也连连点赞：“设备很先进，还有医生指

导，到江边散步顺便检查一下身体，太方

便了。”每一个驿站还提供共享雨伞、共享

充电、无线网络、直饮水、自助售卖扶贫产

品等便民一站式服务。

海珠区委书记蔡澍表示，海珠区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推进城区功能

品质提升，建设城市“客厅”，在综合城市

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

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4个方面出新出彩。

绿色生态

从广州塔出发，向东还有一条绿色生

态临江碧道，其对面就是高楼林立的珠江

新城。

连日来，凉风阵阵，走在碧道上，无论

是晨起的跑者，还是暮归的行人，都会惊

喜地看到一群鹭鸟……“这是我们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成

果。”跟园林、道路、河涌等打了 10 多年交

道的海珠区委常委、副区长陈伟锋说。

位于海珠湖公园十香花海景点南侧

的新时代驿站，占地 5500 平方米，风光优

美，视野开阔，党群服务大厅、急救室、母

婴室、图书室等一应俱全，空间设计典雅

大方……如今，海珠湖作为海珠湿地公

园，已成为市民感受绿色发展成果的一处

休闲场所。

据悉，海珠区还将同步打造覆盖全岛

的环岛碧道，切实增强市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科创活力

在“新时代驿站·会展东”的科技企业

互动展示区，腾讯、科大讯飞、三七互娱、

海康威视等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企业带

来了多功能无人机等“黑科技”产品，许多

市民饶有兴趣地参与互动。

“这些科技产品不仅为生活提供了便

利，还让人们感受到数字企业创新发展的

最 新 成 果 。”正 在 琶 洲 创 业 的 年 轻 人 梁

建说。

从驿站放眼望去，广州琶洲人工智能

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已建成一片热土，腾

讯 、唯 品 会 、树 根 互 联 等 大 型 企 业 在 此

扎根。

“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有 8 个项目投

产运营，在人工智能数理基础、核心算法、

智慧医疗等领域也布局了 56 项重点研究

项目，52 个优质数字经济应用场景落地

推广，带动海珠区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收同比增长 31.4%。”一名工作人员说。

海珠区提出，要聚焦数字赋能，打造

创新发展新高地；聚焦产城融合，打造协

调发展新高地；聚焦都市生态，打造绿色

发展新高地；聚焦合作共赢，打造开放发

展新高地；聚焦共建共治，打造共享发展

新高地。

接下来，海珠区将立足“一区一谷一

圈”发展空间布局，在珠江沿岸 29.2 平方

公里规划范围内，推进 12 个贯通提升单

元建设，串珠成链打造高端产业带、科技

创新带、历史文化带、都市景观带、滨江休

闲带、公共服务带等。其中，将按照优于

5A 级景区的标准打造广州塔景区品牌，

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城市“客厅”。

“我们正以‘绣花功夫’推动广州塔景区综

合环境品质的提升。”广州塔景区管委会

工作人员林嘉涛说。

（廖靖文、李智斌参与采写）

广州市海珠区——

提升城区功能
激发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罗艾桦

近年来，浙江宁波镇海区以“美丽河湖”建设为抓手，推进全域水生态治理，提升环境质量。镇海区九龙湖镇以当地山水优势资源

为支撑，努力建设风景优美、生活宜居的文旅特色型美丽城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图为镇海区九龙湖镇风景。 郭长佳摄（影像中国）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成都 10 月 7
日电 （记者王明峰）

近年来，四川省中江

县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整

合财政、水利、住建、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农 业 农 村 等 部 门 力

量，合力推进全县水

土流失治理工作。

“ 通 过 整 理 土 地

和修建道路，现在种

庄 稼 比 以 前 轻 松 多

了。土地整理以后，

环 境 也 比 以 前 好 多

了。空闲时候，大伙

就凑到一起聊天、散

步。我们还领了很多

李子树苗，水利局帮

忙买苗、栽植，我们就

只负责后期管理。等

以后李子树结了果，

又是一笔收入，日子

越来越好了。”中江县

金 光 村 村 民 代 志 平

介绍。

“田间路能通车、蓄水池能取水，

大雨天也不用担心了。”当地群众纷纷

点赞。

“在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时，我们着力将产业规划同步考虑进

去，以项目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力争发挥项目的最佳效益。”中江

县水利局局长许世顺说。

据了解，近年来中江县通过水土

流失治理项目建设，发展农产品种植

专业合作社、经果林、水产品养殖专业

合作社、农旅结合产业园等，年产值达

9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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