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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闯 黄鹏举
通讯员 刘宇豪

“每讲一次校史，就是接受一次伟
大抗战精神的洗礼。”7月4日，东北大
学校史馆内，冶金学院2023级学生傅筱
雅作为讲解员，为来访者讲述抗战和办
学历史，触摸这所高校爱国主义光荣传
统的时代脉动。

“培育英才、御侮兴邦”，东北大学
创办之初确立鲜明办学初衷，在白山黑
水间撑起兴学育人、文化救国的大旗。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
学被迫走上迁徙抗争之路，成为中国第
一所在抗战洪流中流亡的大学，在中华
民族浴血奋战中书写了十四载壮丽战火
青春。

诞生与流亡

在我国近代历史中，美丽富饶的东
北曾是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目标。日本
因其地理位置，对东北的丰富资源垂涎
已久，到 20 世纪 20 年代，已将侵略势
力扩张到我国东北所有地区。

1921年，奉天省采纳代省长王永江和
教育厅厅长谢荫昌“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
人侵略，必须兴办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
建议，决定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创办东
北大学。

1923年4月，东北大学成立，很快
成为全国知名的高校之一。

“我们这所学校的特殊性，不是一般
的大学，而是为抗日造就干部，也可以说
我们要办抗日大学。”这是东北大学校长
张学良在东北大学秘书主任、代理校长
周鲸文赴任之时交代的办学目标。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
占领沈阳，东北大学校园惨遭日军严重
破坏。“美丽幽静的校园变成了日本兵
营，图书馆周围变成了马厩，学校被迫停
课，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东
北大学档案馆校史志编研室主任陈均语
气沉重，指着校史馆展板上的一张图片
向记者讲述：学校门口的校牌两旁，站立
着持枪的日本士兵。图片的左上角写着

“奉天东北大学现日本军临时兵舍”。
兵锋威胁之下，东北大学无奈搬离

沈阳，踏上流亡办学之路。1931年9月
26日，东北大学3000多名师生流亡到北
平。10月，东北大学在北平复课。

从流亡到抗日战争胜利，东北大学
师生先到北平，再辗转开封、西安，又
南下四川三台。14年飘零，流亡办学的
线路蜿蜒曲折，奋进不息的精神力量接
续不断。1946年，东北大学迁回沈阳。

誓言与抗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有希望的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

东北大学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红色
基因。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教师、
学生、工人党员在校内从事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张希尧、宋黎、苗
可秀等一批东北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
加武装斗争。“打回老家去”“读书不忘救
国”的铿锵誓言，激荡着流亡路上每一个
东北大学学子的心。

如今，在东北大学南湖校区“一二·
九园”，一座伫立在花园中央的古铜色群
雕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驻足瞻仰，前仆
后继的青年学子眼神坚定、高举校旗，手
挽手、肩并肩，在大踏步游行。

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国民
党政府妥协退让，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2 月 9 日，北平数千名学生，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
九”运动，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被推举
为整个游行队伍的指挥学校。300多名东
北大学师生顶着寒风、视死如归，高喊着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冲破军警
的阻拦，英勇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力军和先锋队。

诞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抗战
歌曲《五月的鲜花》流传至今，它的曲
作者是时任东北大学音乐教师阎述诗。

…………
英雄不会被遗忘。从建校之初，东

北大学师生中先后涌现出丛德滋、佟
彦博、苗可秀、王肃等近80位为中华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而献出自
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1926年，苗可秀考入东北大学读书，
毕业后毅然组织斗争活动，用智慧与敌
人抗争。1935年7月，苗可秀英勇就义，
时年29岁。

2023年，东北大学迎来建校百年。师
生自编自导自演校史剧《同行》，展现一代
代东北大学师生爱国报国的赤诚情怀。

当年还是大四学生的冯文相在首演

中饰演苗可秀。“革命先辈的英雄气概激
励着我们青年一代肩负起民族复兴大
任。”本科毕业后，冯文相在云南省保山
市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支教一年，将理
想信念和爱国主义的种子播撒在祖国西
南边陲，2024年回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赓续与弘扬

在东北大学汉卿会堂的东南方，一
尊“拓荒牛”雕像栩栩如生，身似钢筋
铁骨，形如拓荒开路。

作为“共和国冶金人才的摇篮”，东北
大学在冶金、信息、矿业、材料、机械、化学
等学科领域，为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培养
了大批优秀人才，涌现了许多动人故事。

106 名学生主动申请“为国转系”，
1954年毕业后奔向全国各地，这个光荣
的集体被誉为“54煤”，“热血青年、献
身矿业、刻苦学习、敬业报国”的“54
煤”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万千学子；

1952年到之后30年间，45名学生奔
赴可可托海，隐姓埋名，为祖国寻找急需
稀有金属，铺就我国尖端工业的根基，熔
铸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

开设中国首批工业电气化自动化专
业，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

…………
步入新时代，一批批优秀毕业生在

各行各业施展才华，浓墨书写爱国奋斗
的新篇章：白鹤滩水电站、川藏铁路、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神舟飞船、新一代
战舰、核潜艇等一项项超级工程和大国
重器，都留下了东北大学学生报国的印
记。

建校百余年，“爱国”始终是东北
大学育人的鲜亮底色。该校党委副书记
张皓表示，学校着力凝练校史红色文化
资源，打造爱国荣校“大思政课”品
牌，通过一系列小切口、大纵深的具体
举措，支撑学校形成强大思政引领力，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给东
北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
扛牢‘育人兴邦’使命，弘扬爱国主义
光荣传统，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把国
家利益所在、人民幸福所需作为奋斗方
向，在祖国大地上磨砺奋斗人生，为国
家、为民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东北
大学党委书记郭海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在14年流亡办学中高举抗战旗帜

用爱国报国铸就最鲜亮的底色

我们的精神地标

通讯员 林波

“嘀嗒、嘀嗒”的电报声在耳
边回响，中共地下党员“李侠”正
在将刚刚获得的紧急消息传递给
中共中央。这个画面，出自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红色剧本+”《永
不消逝的电波》。“李侠”，这个以
隐蔽战线的革命烈士李白校友为
原型改编的人物，由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的学生扮演，完成一场跨
越77年的时空对话。

作为红色校史育人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立
足红色校史资源优势，以沉浸式

“红色剧本+”破题，推动青年从
“红色剧本”演绎者转变为“人生
脚本”书写者。

用故事点亮红色记忆

“半部电台起家，长征路上办
学”是西安电子科大的光荣校史，
办学90多年来，学校涌现出诸多
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学校依托
一站式学生社区组建“剧说风华”
剧本创作社团，推出以李白烈士
为原型的首部红色校史剧本《永
不消逝的电波》，让学生沉浸式感
受先辈们取义成仁的豪情壮举，
激发爱国情怀与价值认同。

为了让校史故事更贴近“00
后”学生，学校在学生社区设置红
色文化长廊，集成首任校长王诤
红色故事展板、院士手绘教学挂
图等百余件展品，建设校史故事
二维码矩阵，形成“墙面叙事+云
端延伸”的混合空间。同时，探索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复原李白烈士
工作室等历史场景，打造思政教
育基地，围绕校名变迁和校史故事两条主线，梳理打磨了
18个校史故事，并通过三维虚拟历史场景进行宣讲。

“像身临其境一样，我真切感受到了老一辈西电人与国
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奋斗历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2级学生刘子硕参加完“西电学子讲西电”宣讲活动后
感慨，“原来红色教育内涵可以这么丰富，这么生动。”

激发大学生主体潜能

“那时候没有纸，学员们就把土地抹平了在上面写
字，把牛皮烤硬了在上面画图。白天行军，晚上就在树林
里围在火堆边学习电工知识……”西安电子科大大学生党
史校史宣讲团成员郝芮眷，为同学们讲述通信学校学员边
走边学的励志故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青年学生是校史传承中稳定的
依靠力量。学校以青年力量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引领，推出

“同学同讲同育”模式，深入挖掘党史校史中的红色故事。
大学生党史校史宣讲团以青年视角讲述西安电子科大

红色历史、标志性科研成果，打磨创作了《干惊天动地
事 做隐姓埋名人》《石凳上的自习室》等100余个微宣讲
作品，目前已开展分层次、分众化、互动式宣讲活动300
余场，覆盖2万余人。

同时，学校将红色基因传承计划量化，通过“学生社区
点单—社团接单—成果展单”闭环管理，形成学生自主创作
的良性生态。目前，各类社团累计产出红色主题作品137
件、网络宣讲作品110余件。

构建全链条长效机制

为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和各环节，西安电子科大以长效机制为支
撑，贯通育人全链条各阶段。

在新生入学后，学校发布红色资源教学任务，以校史
馆参观、红色剧本体验等活动，完善红色校史学习供给，
构建“理论课程、导学实践、实景体验、社区熏陶”四位
一体的沉浸式校史课堂。

此外，学校实施“红色基因接力”系列工程，组织优秀毕
业生党员担任新生社团成长导师，从思想引领、技能传授、
情感联结三大维度提升“传帮带”成效；举办“毕业生党员向
祖国报到”大会，表彰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表现突
出的毕业生典型，以毕业生榜样示范带动新生目标引领。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西安电子科大构建起全方位、多
层次的红色校史教育新生态，让学生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
义教育，也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当历史变成可以触摸的剧本，报国就成了自然而然
的青春选择。”参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剧本创作的学生
李明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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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国良 通讯员 罗鉴益 白奕）近
日，重庆理工大学两江校区“艺起绘梦·寓暖同行”爱国
主义教育实践团师生走进丰都县包鸾镇，挥动画笔，开展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主题墙绘创作。

在中央宣传部“三下乡”示范项目“千村万画”团队专业
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学生们分工协作，从墙面基础处理到线
条精准勾勒，再到色彩的层层铺陈，一丝不苟地打牢艺术根
基。经过数日的合力奋战，一幅气势恢宏、饱含深情的红色
革命主题巨幅墙绘，在宁静的山村墙面上惊艳亮相。

画面以温暖的橙黄色为主调，中心是一位身姿挺拔、侧
身吹响冲锋号的八路军战士。他目光如炬，凝视远方，肩上
的步枪在朝阳下反射出寒光。战士身旁，一幅少先队员庄
重敬礼的红色剪影，仿佛象征革命精神的火炬在这一刻完
成了神圣的传递。背景中，蜿蜒的万里长城如巨龙般雄踞，
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喷薄而出的金色朝阳刺破云
层，照亮了欣欣向荣的乡村图景；三只洁白的和平鸽振翅高
飞，承载着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此次墙绘创作是艺术实践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度融
合。实践团指导教师、重庆理工大学两江校区管委会学工
办主任、团委书记罗鉴益表示：“大学生俯身乡土，以画
笔触摸历史，这不仅是一次专业技能的大练兵，更是一堂
沉浸式的大思政课。”

重庆理工大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师生乡村创作抗战主题墙绘

走进东北大学校史馆，一张颁发
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的东北大学
硕士学位证书吸引了记者的目光。那
年，东北大学仍流亡在四川省三台县，
这也是其万里流亡办学的最后一站。

1938年春，东北大学借得三台县
旧试院、草堂寺、潼属联立高中一部
为东北大学校舍，正式迁往办学。

三台办学时期，东北大学迅速恢复
元气，由初到三台时不到300名学生、2
个学院，发展到700多名学生、3个学院、
1个研究所。这一时期是东北大学流亡
办学过程中难得的学术发展高峰，各种
学术活动丰富，学术成果丰硕。

1942年，学校东北史地经济研究
室改为文科研究所，“以研究东北情形
及计划收复东北后之文化及经济建设

为第一使命，而
教导青年使之认
识东北为第二使
命”，研究生教育
由此发端。东北
大学校史馆珍藏
的那张硕士学位
证书的主人正是
在这里就读。

1942年3月，
东北大学东北建
设设计委员会正
式成立，委员会
集中专家、教授
15人，着手研究
制定收复、建设

东北的计划与纲领，以备抗战胜利后
为国之用。为东北建设设计委员会承
担研究工作的，正是年轻的文科研究
所。《东北通史》《东北要览》《东北
集刊》……一大批研究东北史地、经
济的著作、调查报告、学术刊物纷纷
面世。

读书不忘抗战，读书为了救国。
三台办学时期，东北大学师生秉承爱
国传统，成立进步社团，出版进步刊
物；组建剧社，编演抗战新剧，以进
步文化引导民众、宣传抗战；学生自
发组成“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小
组”。赵纪彬、杨荣国、董每戡等中
共党员到东北大学任教，他们竭力支
持学生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本报记者 黄鹏举 余闯 采访整理

万里流亡最后一站的见证

烽火弦歌

我们的传家宝

刘长春体育馆坐落于东北大学南湖
校区，总建筑面积逾一万平方米，主体
建筑外观以流畅的线条和现代钢结构为
特色，形似雄鹰展翅，是校园的标志性
建筑之一。

这座体育馆2008年落成，以刘长春
之名命名，是学校为了纪念这位从东北
大学走出去的中国奥运第一人，激励学
子传承“不言弃、敢争先”的体育精神。

1929年1月，东北大学成立体育专
修科，第一期学生共51名，刘长春是优
秀代表之一。1930年，在杭州举办的全
国运动会上，刘长春将100米、200米、
400米冠军收入囊中，震惊中国体育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
全境，并操纵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为拉拢一些国家承认伪满洲国，妄图使
其侵略我国东北的行径合法化，1932
年，日寇发布虚假消息，导演了一出

“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在美国洛杉矶
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的闹剧。

流亡在北平的刘长春得知此事后，
愤然疾呼：“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
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
马牛！”

在各方关切下，中国体育组织急电
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报名，张学良个人
出资8000银圆，资助刘长春等代表中
国参加奥运会。

1932年7月30日，在洛杉矶举行的
第十届奥运会上，23岁的刘长春举旗，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唯一的参赛选手步
入开幕式现场。颠簸21天抵达，尽管因
舟车劳顿，刘长春并未取得理想成绩，但
他却书写历史，赢得了世界的掌声。

体育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写照、一
个国家实力的缩影。以刘长春的名字
命名体育馆，是对这位体坛先驱的深
切纪念，也是对“爱国、拼搏、自
强”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这里是东北
大学的文化地标，是运动场所，更承
载着育人使命。馆内常设刘长春事迹
展，通过历史影像、奖牌实物等展
陈，激励学子传承体育精神，牢记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学校常年举办长
跑和排球、羽毛球等“刘长春杯”系
列赛事活动，开展刘长春体育科学大
讲堂、刘长春冠军大讲堂等，强健师
生体魄，磨炼意志品质。
本报记者 黄鹏举 余闯 采访整理

一座体育馆与自强不息精神传承

地图：
东北大学流亡

办学路线图。
学校供图

图片：
东北大学师生走

在“一二·九”运动游
行队伍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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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在四川三台流亡办学时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