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月 9日上午，我校在 5125会

议室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全体党委委员、党群各部门负责

人、各二级党组织负责人、“两优一先”代表

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于远望主持。

会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雷根平分

享了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两

优一先”表彰大会和系列庆祝活动，尤其在

天安门广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百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深切感受。随后，

获得省委教育工委和校级先进党组织和个

人代表、职能部门负责人等 10位同志先后

发言，他们结合自身工作岗位，畅谈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大

家表示，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引，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担当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委书记刘力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

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

他要求大家要提高政治站位，站稳政治立

场，心怀“国之大者”，将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学校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深刻领会其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他强调，

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要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坚持读原文、悟原理，不

断深化对核心要义的理解和把握，不断推

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他特别要求，

将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推

动工作中去，以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武装自

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做旁观者，争当

“排头兵”，凝心聚力，开拓创新，为学校“十

四五”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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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座谈会

再回延安（下）
离退休教职工 杨亚明

6.岁月的延河
滚滚延河水，滔滔向东流，都交给昔日的
时光，你站在河边，发现它已经不是
过去丰盈的延河，沧海桑田的陌生

只是我的记忆，依然汹涌而来，奔腾
东去，伟人的脚步，血火硝烟的岁月
大生产的歌声，革命的洪流，何曾断流

延河成为黄河长江，成为两岸青山
成为浩瀚的大海，成为不落的太阳
人间最美，流向我心，灌溉精神的家园

7.梦中的延河
难得有这个多雨的季节，我希望
把每一朵云和每一个期盼都榨出水
为了河水，储备更多的含苞的梦境

昨夜，我就住在延河边上，每个呼吸
距离延河十个楼层，它一定是和我的
梦的方向迎头相遇，碰撞出一个个巨浪

这一夜，噪音被月光过滤了锋芒
车流被水移走，只有时间在倒流，倒流
青春的延河水，填补我心所有的空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征文教师组二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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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江红·纪年共产党百年华诞
共产党人，红船梦，南湖启航。

西风烈，长征路上，壮怀激昂。

八年抗战灭倭寇，三年驱蒋得解放。

英雄血，染红五星旗，永飘扬。

看今朝，山河新，民富裕，国盛强。

驾飞船，直奔天宫云壤。

建国伟业振寰宇，立党初心永不忘！

争朝夕，两岸变通途，齐欢唱。

二、沁园春·人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日月衡动。

望银河两岸，星光闪烁，鹊桥相会，热泪飞纵。

天降雨露，地生万物，绿水青山飞彩虹。

山河丽，引群雄逐鹿，岁月峥嵘。

欲问天外星辰，是否也有桃源仙洞？

后羿射九日，生灵犹存，嫦娥遗恨，悔居寒宫。

沧海桑田，从猿到人，磨石冶铁铸鼎钟。

弹指间，坐飞船奔月，环游太空。

双星陨落 国士无双
2021 年 5月 22 日 13:05 和 13:07，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和“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相继离世。上古时代的

神话传说中，神农辨药尝百草，给华夏

民族带来生的希望。而今时今日，“一医

一食”，两位现代神农离开了，留给我们

“医食无忧”。虽然我们是信仰唯物主义

认识论的国家，但此刻，我们更愿意相

信，两位院士只是化作天穹的明星，永

远护佑着中华民族。

袁隆平院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艰

苦的年代，他为了一个让国人吃饱饭的

朴素愿望，克服重重困难，培育出新型

杂交水稻。之后的数年中，他又带领团

队改良水稻品种，使之更高产更能适应

沙漠、盐碱地等恶劣环境。并且承诺用

自己的技术造福全世界。而这样一位为

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大多数

国人心中，却又那么的亲切。有网友写

道:我好像和他有一面之缘，在课本上，

在饭桌上，在人间里。是啊，从小到大的

历史、生物课本中，他一直都在；捧起一

碗白米饭时，耳边仿佛响总能起他“好

好吃饭”的叮嘱；他会到超市看米价，会

下地看新稻的长势，看到鸭子时会说它

们“好漂亮呀”，他好像是我们出门就会

遇到的快乐老爷爷！

犹记袁爷爷的一次采访，记者拿出

“还是吃得太饱了”的表情包，询问他是

否见过时，袁爷爷眼中闪烁着泪光说: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啊，那个时候，饥荒

时代的时候啊，没饭吃真难受啊，饿死

人了”。我们平时互相调侃的表情包，在

袁爷爷心中是那个难以忘怀的饥荒时

代，是让所有人有饭吃的执着和初心。

袁爷爷也是一个浪漫的人。他会在 90

大寿时，将第一口蛋糕喂给相伴多年的

妻子，他会在稻浪中拉小提琴，会向每

个人讲述那个美丽又甜蜜的禾下乘凉

梦。这样一位老人，让人怎能不为他的

离世而悲痛呢？

相对于袁隆平爷爷的国民知名度，

吴孟超院士似乎并没有那么的家喻户

晓，但对于患者和医学事业来说，他也

同样是守护神一样的存在。吴孟超院士

是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他最先提出

了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的新见

解，在国内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

肝法，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

建立了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

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说起吴孟超院

士，我便总能忆回忙碌的高三生活，那

时，老师每天晚饭时间放一小段《朗读

者》，我便这样认识了吴老。彼时，他已

是 96岁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他在节

目中展示了自己的一双手，右手食指因

常年握手术刀，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弯

曲变形。他说脸可以老，手上的感觉要

保持住。那双挽救了 1.6万人生命的手，

应该是他最为骄傲的所在吧！

有人问吴孟超院士: 这个年龄坚持

工作，不怕手术失败，给自己的名誉带

来损伤吗？他回答说:“我不过一个吴孟

超嘛”。谈起做肝胆外科医生的原因，他

说自己的恩师裘法祖说当时的中国缺

少肝胆方面的医生，他就把自己的研究

方面设为此，理由十分简单。这几天看

到一条热搜，中国肝胆外科方面的杰出

人才有八成是他的学生，他创造出许多

“第一”，又将自己的所学倾囊相授。我

时常在想，他们那代人是否都是如此的

纯粹，如此的可敬可爱？

这几天，全国各地的人民陆陆续续

的前往湖南长沙，想送袁爷爷最后一

程。无法到场的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

发文发帖寄托自己的哀思。而许多非医

学专业的人，在了解吴老的事迹后，也

被他敬业奉献的精神所打动，用自己的

方式表达崇敬和思念。人民之所以自发

的做这些事，是因为袁老和吴老的心里

装着人民，他们用一生为人民谋幸福，

人民都知道。最近看《觉醒年代》的人可

能会看到这样一段话。“他们看到有人

带着孩子，有人带着老人，有人拿着酒

有人拿着花，并没有很多人哭，大家只

是很安静，李大钊和陈延年藏匿在稀松

的人群里，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身边的小

年轻就是他们正缅怀的烈士。一拨人散

去后，李大钊走过去拿起一捧花，放在

鼻尖闻了闻，然后递到了陈延年手里。

‘很好闻。’陈延年笑着接过，对着花止

不住的傻笑，‘先生，他们爱我！’‘因为

你爱他们’”。袁吴二人又何尝不是如

此，他们爱我们，我们报以更深的思念。

基辛格写过: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

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我们就是被

这些科学家，这些国士保护着，但他们

终会化作颗颗明星离开我们。我们怀念

他们，更应该成为他们！

校报记者团 赵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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