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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第 1574 次讲座。

他慢慢走上讲台，双手微微撑住讲

桌，桌上没有讲稿。他清癯的面庞略带

病容，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抑扬顿挫，

丝毫不像一位已经 83 岁的老人。

2023 年 6 月 2 日下午，天津师范大

学教师思政大课堂，他为 2022 年入职

的年轻老师讲党课——“矢志追求更有

品位的人生”。

他 叫 王 辅 成 ，是“ 新 中 国 最 美 奋

斗 者 ”，也 是 一 名 有 着 50 年 党 龄 的 老

党员。

两个小时的讲座，他一如既往站着

讲、脱稿讲、不计报酬讲。这是从 29 年

前第一次讲座开始，他给自己定下的规

矩。两年前他做过手术，眼下身体仍在

恢复期，这次讲座学校为他备了轮椅，

他摆手拒绝：“我会一直站着讲下去，直

到我讲不动了为止。”

多年来，王辅成全情投入、倾情奔

走，将青少年如何树立正确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等主题，化作精彩的宣讲，

把信念的种子播撒到一个个倾听者的

心田……

一

清晨 5 点钟，83 岁的王辅成已开始

每天的“晨诵”。王辅成的“晨诵”不是

机械地背诵，500 多字的《黄州快哉亭

记》，他吟诵起来行云流水、感情充沛。

年轻时，他就养成了背诵名篇的习惯，

半个多世纪坚持不懈。

在天津师专中文系上学时，王辅成

的 日 历 上 不 变 地 写 着 两 个 字 —— 读

书。 1963 年从天津师专毕业后，王辅

成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学生们都

喜欢博学多才的王老师。他也沉醉于

讲课之中，每次站在讲台上都旁征博

引、激情澎湃。

“读书”是王辅成坚持了一辈子的

习惯。多少个夜晚，台灯下，是他孜孜

求索的身影。他搜集着那些鲜活的事

例和精彩的文章，然后记在本子上和大

脑里。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遍布

的符号标记，记录着他的勤奋与深思。

到今天，王辅成每天都要读书看报五六

个小时。

在王辅成的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

的影响很大。一位是雷锋。王辅成是

雷锋的同龄人。雷锋牺牲之后，全国掀

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那时，王

辅成就下定决心，要像雷锋那样，自己

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

另一位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

运铎。1982 年，作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王辅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座谈会。正是在

这次会上，他遇到了吴运铎，并得到了

吴老“把一切献给党——王辅成同志共

勉”的珍贵签名。从此，“把一切献给

党”这简短而不简单的 6 个字，成为王

辅成的人生准则与崇高追求。

二

1994 年，当时已在天津市环卫局

工作的王辅成，被调到天津市教育学院

（后合并到天津师范大学）工作，任副局

级巡视员。这一年，他 54 岁。

重回校园，这一次王辅成面对的是

中小学老师。自己应该怎样与他们交

流呢？走进校园的第一天，王辅成就开

始思考这个问题。

经学校研究决定，王辅成为参加培

训的学员们讲授教师职业道德等课程。

像一位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新人

一样，王辅成仔细翻阅着自己的剪报

册，找资料，翻书本，写讲义。

第一课，就讲师德。他特意给这堂

课起了一个诗意的题目——“思考在远

航的帆影下”。

走进教室，眼前的年轻面孔让王辅

成感慨。他在心底对自己说，必须要持

之以恒地读书、学习，经常与学生交流，

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跟不上年轻人的

思维。

站在讲台前的王辅成很镇定。他

站姿挺拔，嗓音洪亮，他有那么多话要

对这些年轻人说。

第一堂课上，他由当时的教育现

象，引申到教师本身的素养，还与学员

们分享自己的读书、学习体会。一堂课

结束，他意犹未尽，学生也意犹未尽，他

们忽然发现，原以为枯燥的课程竟然被

王老师讲得那么有趣，生动之余引人思

考，深刻之中启人智慧。

大家纷纷点赞王辅成的课——实

例丰富，语言通俗，富有激情。

王辅成的课渐渐成了“明星课”。

随着讲课次数不断增加，他的讲课内容

从单纯的师德层面提升到如何正确树

立“三观”、做一个大写的“人”。他将

“三观”的具体内容、培养途径、重要意

义等内容设计为四大主题 56 学时的教

学大纲，根据不同听课对象、不同需要

推出不同组合。

从此，王辅成踏上了“三观”宣讲之

路。通读多遍的理论著作，为他的讲课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反复吟诵的中

华传统经典，为他提供了充足的文学养

分；19 年中学老师的历练，让他在讲台

上应付自如……

三

2001 年 10 月，王辅成从天津师范

大学正式退休。退休后的他仍像从前

那样忙碌。桌上的日历依旧密密麻麻，

他奔走在宣讲“三观”的路上。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

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高

校的讲堂上，常常能见到他挺拔的身

影、听到他铿锵的声音，他的宣讲给很

多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渐渐地，王辅成的宣讲声名远播，

他的脚步也从天津延伸到北京、河北、

河南、山西等省市。

王辅成相信，正能量的种子就是这

样一颗颗播种下去的，只要用心耕种、

辛勤浇灌，这些种子一定会发芽、长大、

结果。

2006 年 5 月，应河南省安阳二中之

邀，王辅成为学生们宣讲“学生时代如

何树立理想信念”。 5000 名学生有序

地在操场集合、整齐列队。在操场上，

王 辅 成 举 着 麦 克 风 站 着 讲 了 两 个 小

时。温暖的午后，阳光照耀着他，也照

耀着孩子们。他和孩子们谈理想，说信

念，讲人生，论价值，探讨人活着的意义

……5000 人的露天讲座，连同他的激

情与学生们的共鸣，就这样深深地刻进

了学生们的记忆里。

2007 年 5 月，一年之后，安阳二中

再次邀请王辅成为全校几千名师生做

讲座。再次受邀，王辅成十分高兴。还

是畅谈“三观”，还是阳光下的那个操

场。第一句话还未出口，王辅成的眼睛

已经湿润，他感动不已，为自己有机会

站在这个讲台上而无比骄傲。

王辅成的宣讲语言，通俗易懂，便

于记忆，又十分精辟。这些话语，有的

是他引用的，有的是他化用的，有的是

他原创的，不管哪一种，都是从王辅成

的思想深处喷薄而出。特别是当他流

畅地、一字不差地背诵长长的经典原

文时，会场上总会响起掌声，那是听众

发自内心的敬佩。而每当他看着听众

入神的表情，心底就会涌起甜蜜的成

就感。

四

在王辅成的身上似乎有这样一种

能量，可以无声地影响人，有力

地鼓舞人。

2010 年 10 月 的 一

天 ，应 天 津 大 学 之 邀 ，

王 辅 成 为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100 多 名 入 党

积极分子讲党课。

坐 在 听 众 席

的 工 业 设 计 专 业

大二学生高一歌

记 得 ，站 在 讲 台

上的王辅成，一开

口 便 与 众 不 同

—— 声 音 洪 亮 ，双

眼有神，充满激情。

时 至 今 日 ，高 一

歌还记得那天王老师宣

讲的题目是“当代大学生

应该自觉牢固地树立正确的

‘三观’”。他没有板书和课件，就

一直站在讲台上讲，讲得平实生动，句

句说到人的心里。高一歌的思绪被深

深吸引，听到动情之处，泪水忍不住在

眼中打转。

这 堂 党 课 ，同 学 们 都 沉 浸 其 中 ，

思 想 的 火 花 随 着 王 辅 成 的 讲 演 而 绽

放……

2011 年 5 月 ，高 一 歌 参 加 入 党 宣

誓，脑海中又闪现出听王辅成讲党课的

情景。她在心里对自己和王老师说：

“我一定会走好人生之路。”硕士毕业回

到家乡，她与王辅成一样成为一名教

师。今天，已是家乡一所高校老师的高

一歌，经常在班会上和学生们讨论“三

观”话题，引导学生成为弘扬正能量、有

责任感的人。

2017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 点 50 分，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

业在读研究生龙凌云早早坐在报告厅

里，等待学校为新当选的学生党支部书

记举办的讲座开始。

龙凌云是贵州毕节人，是他们村里

的第一个大学生和研究生。大学期间，

他入了党，大四那年，他圆了从军梦。

他以优秀士兵身份退役后，考入天津大

学读研。

1 点 57 分，主讲人王辅成站到讲台

上。大屏幕上显示着演讲主题——“活

着树一面旗帜，倒下铸一座丰碑”。

2 点 整 ，王 辅 成 准 时 开 讲 。“ 同 学

们，我是王辅成。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

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要回答好

人生的一道必答题，人活着为了什么？”

沉默片刻，同学们纷纷说出答案。

“非常好，谢谢同学们的答案……”

那 一 次 讲 座 ，龙 凌 云 久 久 难 忘 。

下课后，他走到王辅成面前：“王老师，

我喜欢听您的课，我现在在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希望您今后多

多指导我。”

从此，只要有时间，龙凌云就会追

随王辅成的脚步，聆听他在其他高校的

讲座。在这样的熏陶下，龙凌云郑重决

定，硕士毕业后，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

小分子，投身到国家的大事业里。2020
年 8 月，他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

冬青村驻村；2023 年 6 月，他主动申请

到乡镇工作，为黑龙江的乡村振兴再添

一份力。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理论在

提升，王辅成讲稿的内容也在不断变

化 。 讲 台 上 的 王 辅 成 喜 欢 与 学 生 互

动，同学们也喜欢向王老师提问。通

过这些提问，王辅成及时了解当代大

学生的思想状况，不断补充素材、调整

视角，用更有说服力也更符合大学生

接受心理的案例和解释，化解他们思

想上的困惑。

五

不光是宣讲，在生活中王辅成也时

时处处为青少年做榜样。每月他只给

自己留几百元零花钱，钱攒到一定数

额，就找机会捐出去。他从不吝啬自己

的爱心，也不愿意被捐助人知道自己的

存在。

多年来，王辅成把劳模补贴、各种

奖励和自己每月的大部分零花钱，都用

于助弱帮残，至今已经捐款 50 余万元。

几十年来，王辅成的身份、地位、

角色在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他传播

信 念 的 初 心 和 行 动 。 从 1994 年 宣 讲

至今，29 年间，他从年近花甲讲到岁至

耄 耋 。 他 将 信 念 从 大 学 播 种 到 中 小

学，将感悟从机关辐射到企业，将正气

从城市传递到乡村。1500 多场的义务

宣讲，50 万听众的思想共鸣，彰显着一

位教育工作者的情怀，书写着一位共

产党员的执着，大写着“最美奋斗者”

的情操。

只要时间允许，他对所有宣讲邀请

都不拒绝。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他仿

佛在履行一项使命。他不止一次说，我

要用尽全部心力让自己的这抹夕阳红

染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2019 年，王辅成与他心目中的英

雄雷锋、吴运铎的名字，同时出现在“新

中国最美奋斗者”名单中。他知道，这

是让他将传播信念、传承精神、传递爱

心的接力棒接过来，执着地走下去。

图①：王辅成与天津师范大学学生

交流。 刘东岳摄

图②：王辅成每天坚持读书学习做

笔记，为宣讲做准备。

天津师范大学供图

版式设计：张丹峰

播种信念的人
谢沁立

我喜欢一个人在万绿园慢慢地走。

每一次回海南海口，我都要挤出时间去

万绿园走一走，去看园中结满椰子的椰

子树，看海岸边新植的红树林，看海水温

柔地亲吻绿岸。如果是在夜晚去万绿

园，会欣赏到园南滨海大道上的灯光秀，

秀出瞬息万变、色彩缤纷的图案。

万绿园是海口最大的开放性热带海

滨生态园林，占地广阔，园中栽种了以椰

子树为主的数百种、近万棵观赏植物。

1994 年 10 月万绿园开建时，海口掀起了

“全民共建万绿园”的热潮，市民捐款达

到 1000 多万元。很快，荒凉的滩涂覆盖

上了绿油油的青草，填海造出的土地种

上了千姿百态的植物。1996 年 1 月万绿

园开园，从此万绿园成为海口人记忆的

一部分。

我想起 30 多年前刚到海口时的情

景，再看看眼前，不觉感到恍惚。

上岛的那天是 1988 年 8 月的一天。

记得一上岛就遇到了台风，被当地人称

作“碰碰车”的三轮车，在风雨中无处停

靠，而在台风中的椰子树，那柔曼又刚俊

的形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

我曾很多次被问到，当初你为什么来海

南？我总会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是被椰

子树的魅力迷住的，被海口的热带风情

留住的。我选择留在海南，留在闯海建

省的激情里。

那时候我就住在万绿园东南面滨海

新村的一处民居，离海边不远。后来搬

到了同在滨海新村的另一处简陋的屋

子，到海边的距离也很近。海边那条如

今叫滨海大道的宽阔公路，那时仅仅是

一条极普通的城市基础路，路基下边就

是海滩。海滩很宽阔，海岸边却杂草丛

生，淤泥四散。很多个早上，我都会到海

边去，看渔民在海里捕鱼，看海滩上的大

人小孩捡拾贝壳。我忍不住下到海滩，

在沙滩上慢慢地走，或弯腰捡一枚贝壳，

仔细地欣赏它的色彩和斑纹，或赤脚走

到浅浅的水中，任海浪轻轻在我的脚面

拂 来 拂 去 。 偶 尔 ，我 也 会 去 看 夜 晚 的

海。海滩东侧有一片小小的树林，那里

总是人影绰绰。一些前卫的闯海青年支

起 帐 篷 ，面 朝 大 海 朗 诵 诗 歌 或 放 声 歌

唱。那一片树林，连同那宽阔绵延、野生

状态的海滩，正是如今绿草如茵、花木茂

盛的万绿园前身。

滨海新村往西走不远就到了龙昆南

路。龙昆南路是一条南北向的道，和东

西向的海秀路构成海口城市的主干道。

那时候的龙昆南路上，两边的树木才栽

种不久，非常低矮，一遇雨水，地面就淹

在浑黄的积水里。龙昆南路以西是杂草

滩涂，偶尔夹杂着小块农田，尚未有开发

的迹象。不过没过多久，龙昆南路以西，

就有了高楼大厦，有了市井繁华。如今

这繁华早已延伸到了西海岸。我现在回

海口，就是回西海岸，我在海口的家就安

在西海岸。西海岸是海口变化的一个明

证。今天的西海岸建筑风格个性凸显，

道路宽阔，现代滨海城市气息浓厚，非常

适宜居住。

那些年，我的人离开了海口，心却从

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给了我青春的成

长，给了我挥洒才情的机会。我永远感

激海口这座年轻的省会城市。因此，当

我离开海口以后，总想在这座城市有一

个美好的落脚处。有一次我和朋友从万

绿园向西行，我一眼看到了这处地方，毫

不犹豫地选择这里作为自己今后回到海

口的落脚地。事实上，那时候是没有西

海岸的，只有海甸岛、白沙门、国贸，那时

候从海府路到文华大酒店，就已经觉得

好远。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让西

海岸早已不再遥远，还把琼山区、澄迈县

连在一起，让三亚等地都变得很近。

这一次，我又来到万绿园。下午的

万绿园，空旷，清爽。青绿的草地漫无边

际地延伸。有些树木一看就知栽种期不

长，嫩叶稚干，在清润的海风吹拂下和温

煦的阳光朗照中，有一种青春的气息。

园里鸟语花香，散步的老人，绿地中、石

椅上的恋人，拍照的游客，构成一幅悠闲

自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

我有两年没有来过万绿园了。这一

次，我在园子里停留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感到万绿园相较于两年前容颜更新。

是椰子树更高大更壮硕了？是红树林更

青绿更茂盛了？是海水更明净更幽蓝

了？我说不清楚，但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它更美好，它是海口越来越美好的一个

缩影。

在我最喜欢的热带观赏植物区，我

看见几名园林工人正在移栽花木。盛开

的三角梅鲜艳夺目，工人们的脸上洋溢

着热情明媚的笑容。无论是谁，见到花

想必都是愉快的。每天与花打交道，心

情也会舒畅。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海口

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好，让人看到了无限

希望。有希望在，自然就有好心情。

告别园林工人，我来到万绿园南面

的 一 家 海 景 大 酒 店 ，上 到 28 楼 的 咖 啡

厅。我喜欢坐在这高楼上凭窗眺望风

景。东北方向的世纪大桥、海甸河，西边

的假日海滩、观海台，壮丽的景色尽收眼

底；极目处，琼州海峡波涛万顷，连通浩

瀚南海；近海处，游船、帆板、渔船穿梭往

来，自由而有序，一派蓬勃景象。晚霞正

铺满天空，万绿园郁郁葱葱，闪耀着金色

光亮……

我心里一热，思绪一下子飞回当年

初到海口时的情景。30 多年前和 30 多

年后的画面，叠映在一起，交织在一起。

那些画面，一页页飞快地闪过，但它不是

电影蒙太奇，它是真实的奋斗的历程。

我相信，万绿园和海口这座城一样，会越

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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