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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今年 9
月10日，是中国第37个教师节。一代代教育
工作者们在四季耕耘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建党初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切实担当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

在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有这样一位青
年教师，一头利落的短发，一张明媚的笑
脸，每一个与她接触的人，都会被她身上洋
溢着的青春气息所感染。

1994年出生的宋玺，如今是北京大学的
一名专职辅导员。在过去的几年里，她从北
大校园参军入伍，成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两
栖侦察兵，参与亚丁湾护航。退役之后，获
得“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当选“2018北京
榜样”，回到母校深造……在她的青春华章
里，每一次着笔都是浓墨重彩，书写在祖国
的大地上。

2021年8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举
行中外记者见面会，4 名退役军人、退役军
人工作者党员代表围绕“老兵永远跟党走”
主题，畅谈工作经历和体会。

宋玺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老兵”，感
慨万分地说：“从所谓的天之骄子到普通一
兵，对我而言是极其难得的升华，因为在党
旗和军旗的指引下，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使
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

从校园走向军营，对于宋玺来说，并不
是头脑一热的决定。宋玺的军旅梦，缘起于
小时候跟随父亲在部队大院生活的经历。纪
律严明、英姿飒爽的军人形象深深印在她的
脑海中。“我从小就对军营充满了向往，梦想

着自己也能够穿上军装，保家卫国。”
2012年，如愿进入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学习之后，宋玺的从军梦并没有被
浇灭，反而愈发坚定。直到大三那年，当海

军来到北京大学校园征兵时，宋玺毅然决然
地报名了。

回想起刚进入新兵连第一天，宋玺难掩
激动：“早就听说了有‘两栖霸王花’之称的

海军陆战队女子两栖侦察队。”她暗自下定决
心，自己也要成为这样一朵“霸王花”，绽放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为了这个目标，她制定了全面而又严苛
的训练计划，五公里越野、攀爬铁丝网、实
弹射击……每一样都不能落下。后来她以优
异的成绩进入海军陆战队，也成为了一朵铿
锵不屈的“两栖霸王花”。

2016年12月，宋玺作为唯一的一名女陆
战队员，随中国海军第二十五批护航编队赴
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亚丁湾也叫
海盗湾，因为临近索马里，往来的商船经常
会受到海盗们的袭击。为了保护亚丁湾以及
往来商船的安全，中国海军在此驻扎巡逻，
为他们保驾护航。

2017 年 4 月份，一艘图瓦卢籍货船在索
科特拉岛西北海域遭遇数量不明的海盗劫
持。宋玺回忆，为了解救人质，中国军舰

“玉林舰”立即前往救援，16 名“90 后”特
战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舰载直升机的掩护
下，乘小艇登上被劫货船，经过七个多小时
的舱室搜索，终于成功解救了19名人质。看
到被解救的叙利亚籍船员身披五星红旗大喊

“Thank You China （感谢中国） ”，宋玺眼
角泛起泪花：“这次任务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祖

国的强大，为自己也是中国海军的一员感到
自豪！”

同年，退役后的宋玺回到北京大学继续
完成了学业，并攻读了临床与健康心理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2018年5月2日。宋玺作为唯
一的学生代表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发言，汇
报了自己在军营锻造、校园学习中的成长感
悟。宋玺说：“从蜜罐子到部队的经历，让我
深刻感受到大学生一定不能脱离群众，自己
不能架空自己。”

谈及自己现在的工作，宋玺露出了满意
的笑容：“我觉得当老师是件挺幸福的事
儿。”在和学生们接触时，宋玺用自己的心路
历程和成长经历不断激励、影响他们，让他
们在面对困难时，拥有更强大的内心力量。
她也常常告诉他们，要将个人发展与国家、
社会的需求相结合，敢作敢为、勇于追梦，
将火热青春融入时代洪流中。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作为一位与青
年学生“同行者”，宋玺表示，今后专职从事
学生工作，会用专业知识陪伴同学们成长，
为青年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上好这门“大
思政课”，和同事们一起为祖国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茉莉花——
“我愿成为一座沟通中外的桥梁”

“滑梯区的护垫需要更换了。”“可以在小区增加一些
运动设施吗？”“晚上路灯太暗，建议检修一下。”……

8月的一天，伴随着咖啡飘香，在北京顺义新国展社
区裕京花园小区的居民议事会现场，数十位外籍居民正
你一言我一语探讨着小区里的大事小情。作为活动组织
者，来自波黑的物业经理茉莉花边听边问，笔记本上密
密麻麻写满了居民提出的诉求。

坐落于温榆河畔的裕京花园小区，属于典型的国际
社区。“可能是碍于语言不通，对于社区共治，外国居民
之前参与度并不高。”新国展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华对记者
说，如何深入了解外籍居民需求，成为摆在社区居委会
与物业公司面前的首道难题。

探索国际人才社区治理新模式，精细化创新不可
或缺。

2014 年 4 月，裕京花园的物业公司决定设立一个岗
位，聘请外籍居民担任，专门负责收集解决居民诉求。
很快，“中国通”茉莉花进入了企业的考察视线。

1979 年，茉莉花跟随身为外交官的丈夫第一次来到
中国，两年时间里，她不仅学会了汉语，也爱上了这个
古老的国度。“在中国，我体会到了家的温暖，特别是人
与人之间亲切友好的氛围，让我无法忘怀。”深感与中国
有缘的茉莉花选择在此定居，而这一待便是42年。

多年来，她从事过很多职业，餐厅经理、外企公
关、销售总监，也去过很多地方，上海、厦门、天津……7
年前，本 该 退 休 的 她 决 意 接 受 邀 请 ， 担 任 物 业 副 总
经理。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创意，还有很多精力可以释
放。”“新官上任”的茉莉花主动出击——每天上下班高
峰期，她都会守在小区门口，挨个向居民做自我介绍、
留联系方式，为外籍居民提供实用的生活建议，这让茉
莉花迅速摸清了业主们的生活诉求。

掌握需求后，紧接着便是要解决问题。茉莉花决定
在每周二上午举办“咖啡议事会”，邀请外籍居民参加，
共同说看法、提建议，再经由她整理后反馈给居委会与
街道等部门。

“茉莉花就是外籍居民的‘12345’。”在赵华看来，
这位“洋经理”的出现，拉近了居委会与外籍住户之间
的距离。

“赵主任，有好多外籍居民说，小区对面空地光秃秃
的，影响美观，大家想一起栽些绿植。”一次沟通过程
中，茉莉花带来的居民反馈，让赵华当场愣住了。“没想
到，外籍居民还愿意投入精力改善小区的周边环境，这说
明他们真正把这里当家看待了。”赵华感叹道。

经过沟通协商，双方一拍即合：由居委会负责联系
绿植栽种，茉莉花则负责组织居民参与。前前后后两天
时间，近 2000平方米土地便顺利完成补种，赢得大家的
一致好评。

如今，裕京花园里的各个路牌都加上了双语标识，物
业公司开设了双语窗口，各种通知手册也有了英文版……
在茉莉花的推动下，一个“国际范儿”十足的新型社区
赫然在目。

2019 年，茉莉花通过了顺义区“梧桐工程”外籍高
层次人才相关申请条件，经过区总部人才服务中心推
荐，成功取得中国“绿卡”，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能够获得中国‘绿卡’，我真的特别开心。”茉莉花

说，“我愿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爱上
中国，一起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龙小西——
“我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

先在诱捕笼底铺上纸，再将猫粮放于踏板后方，卡
好安全扣……8月27日下午，在顺义空港街道香蜜湾社区
内，不一会儿工夫，就有两只流浪猫“落网”，经检查无恙
后，小家伙们第一时间被等待一旁的好心人收养。

负责本次“行动”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区的外籍居
民——西班牙人龙小西。2012 年怀着对中国的热爱，她
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书，毕业后，她选择留在中
国，到海南航空公司从事管理工作。3年前，她搬到了香
蜜湾社区居住。

“之前，有的小野猫老是到处乱跑，一不小心还会窜

出来吓到居民。”社区党支部书记李雪英告诉记者。2019
年，初来乍到的龙小西敏锐察觉到了身边的人猫矛盾，
热衷于救助小动物的她选择避开人群，在绿化带深处设
置固定投喂点，集中管理流浪猫。不仅如此，在她的卖
力“推销”下，还有多只流浪猫找到了新家。

“正是通过救助流浪猫，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龙
小西的暖心行为，带动不少居民加入救助行列，他们自
发成立社区爱猫协会，筹集喂养资金、寻觅领养家庭。
几年时间下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小区流浪猫数量
得到有效控制。

“我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这里就是我的家，我该
为它出份力。”龙小西对记者说，她之所以救助流浪猫，
也是想通过自己的付出，为改善小区环境“添柴加薪”。

在香蜜湾居住了2年，龙小西慢慢发现，还有一群人
同样在尽心守护着小区的安全洁净——“香蜜乐助”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每天都会轮流值班，检查卫生死角、
排除安全隐患……眼看邻居们主动投身志愿服务，龙小
西不甘落后，自去年起，她正式“上岗”成为服务队的
一分子。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更好交流沟通、传达防
疫政策，香蜜湾社区建立了面向外籍居民的社区服务微
信群，安排专人24小时对接。

“那段时间，社区工作者真的很辛苦，无论我们外国
人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尽力解决。”龙小西说，“在
我看来，有些根本不算职责内的工作，他们也从不拒
绝，这让我很感动。”

身为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为分担防疫压力，中文娴
熟的龙小西主动扛起了“在线翻译官”之责，帮忙在微
信群内解答关于疫情防控的疑惑。“我下载了好几款新闻
APP，把政策法规了解得透透的，再翻译和解释给其他外
国居民听。”龙小西说，还有十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
朋友也纷纷上阵，组建了一支志愿服务小分队，与中国
社区工作者一起值守门口防疫岗，共同守卫家园。

“小西这个人十分善良，也特别亲切，对我们社区工
作人员很是关心。”李雪英说，去年疫情防控最吃紧时，

龙小西每天中午都会到小区门口替岗，以便值勤者有时
间享用午餐，就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直到疫情缓解。

“这只是一件举手之劳，作为邻居，本来就应互帮互
助嘛。”龙小西笑着说，她非常喜欢在香蜜湾的生活，不
仅因为这里的“类海外”环境，还因为这里有尽职尽责
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新家”，她越来越有融入感、参与
感、归属感。

洛林——
“中国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宝贵经验”

今年 61岁的洛林是加拿大人，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
他 2016 年来到北京，并在此结识了来自加纳的妻子。
2019 年，洛林夫妻俩搬至顺义空港街道，性格外向的他
们很快就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在顺义生活很方便。附近的进口超市、国际学校有
很多，英文指示标识也随处可见。”“类海外”的生活环
境令洛林感到宾至如归。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洛林夫妇选择留在北京。“我
们的社区工作人员有许多是年轻的小姑娘，那段时间，无
论天气多冷，她们都坚持站岗，丝毫没有退缩。”社区工作
者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令洛林倍感钦佩。深受感动的他
也因此穿上志愿者马甲，加入其中——在小区门口为进出
人员测温，给楼道等区域消毒，还协助物业劝导外国人遵
守防疫要求。

“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夫妻俩义务为我们开展了心
理疏导。”社区工作者张旭回忆称，由于长期满负荷工
作，她一度陷入了心力交瘁的状态。

大家疲惫的样子，细心的洛林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他特意拉上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妻子，为社区工作
者举办了多场小型心理讲座。“小小的互动游戏，顿时让
我们放松下来，重新燃起了斗志。”张旭感叹道。

“我一直在思索，还能再为我的‘中国家人们’做些
什么。”参与志愿服务还不够，洛林决定发挥自己在教育
方面的一技之长——为社区的孩子们免费开办线上小讲
堂，分享英文故事。

“小朋友生性好动，但因为不能出门，我就想为他们
的居家生活增添一些乐趣。”为了保证孩子们能准时收
看，每天一大早，洛林便在家中忙碌起来。拿出精心准
备的故事书，架好摄像机，洛林声情并茂的讲述，受到
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但初期，由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英语基础不同，部
分年龄较小的儿童存在听不懂的问题。对于这一情况，
洛林格外重视，他针对性地将讲堂直播改为录播，提
前录制好视频后，再添加中文字幕，进而方便孩子们
理解。

“虽然最终呈现出来也就几十分钟，但每次录制，他
都要花费近两个小时时间进行准备。”张旭告诉记者，自
讲堂开办至孩子们回归校园，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洛林
就精心讲解了 20余本儿童故事书，且从未因个人事务中
断过。

“中国是从全球视角出发应对疫情挑战的，彰显出非
常难能可贵的大国担当。”在洛林看来，这些正确的做法
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宝贵经验。

“外国人尤其要注意学习中国人的自控能力，因为减
少外出对于防控疫情真的非常管用。”现在，每当认识一
位新朋友，洛林都会主动介绍起中国的抗疫措施，劝他
们减少外出、勤洗手、勤通风，以此提高对病毒的防御
能力。

年轻的“老兵”宋玺：

从海军陆战队员到北大青年教师
任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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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小西参加社区端午节包粽子活动。
（受访者供图）

茉莉花日常检查小区设施。

洛林在家录制英语小讲堂。

本报记者走进北京顺义国际人才社区，听外籍人士讲述——

“在中国，我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本报记者 刘乐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

国际人才选择到中国追寻梦想。建设一流国

际社区，成为许多城市提升人才吸引力的着

力点和突破口。

首都国际人才社区是北京市着力打造的优

化发展环境、吸引国际人才的创新品牌。截至

目前，已形成中关村科学城、新首钢、通州、

顺义等8个国际人才社区。

启动建设以来，各社区努力完善配套设

施，提高人才承载能力，积极营造“类海外”

发展环境，主动将境外人员纳入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体系，引导外籍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

务，增进中外居民情意和文化融合。

外籍居民不仅亲眼目睹了中国发展的辉煌

成就，还切身感受到邻里间的温暖“亲情”。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顺义国际人才社区，采访

了几位外籍人士，听他们讲述生动鲜活的中国

故事。

宋玺在主持2021北大新生训练营日评会。
资料图片

宋玺在执行护航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