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4日，“把
青春华章写在祖
国大地上”大思政
课网络主题宣传
和互动引导活动
在 四 川 大 学 举
行。其中，该活动

“源浚流长”篇章跟随总书记的文化足
迹，探寻古蜀道、三苏祠精神密码，感受
云南省普洱市景迈山非遗传承万古茶
香，倾听“网生代”传承文化血脉的青春
激情，激扬青年文化自信。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教授蔡东洲：
专注一个问题持续研究下去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道全长一
千多公里，一半以上是在崇山峻岭里面
穿行。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四川
考察调研，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教授
蔡东洲有幸向总书记介绍了这里的古
道、古树，“这条中国古代西部最大的交
通大动脉，它承载着三千多年的历史记
忆，显示了中国古代先民攻坚克难的不
屈精神和聪明才智。”

几十年来，蔡东洲不断在蜀道南段
采访调研，当他看到古路、古观、古碑、
古树等文物时，才真切感觉到与古人有
了亲切的联系，专注一个问题、一个方

向持续地研究下去，“这是总书记对我
们的嘱托，也是当代青年追逐理想，实
现价值应有的态度和必备的品格。”

三苏祠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徐丽：
三苏祠映射着中华文化的光辉

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东坡故
乡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内，常常能看到文

博研究馆员徐丽的身影。2022年6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徐丽很荣
幸地为总书记介绍三苏祠，这是她最难
忘的经历。

总书记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
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三
苏文化就是中华历史长河中的那一滴
水，一直以来以它独特的魅力映射着中
华文化的光辉。眉山是东坡的故乡，是
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美丽富饶的地方，
苏轼在眉山生活了26年多，从小就有着
家国天下的志向。

徐丽的父亲是三苏祠的一名老员
工，所以她从小就在三苏祠里长大。今
年58岁的徐丽，已在三苏祠工作了40

年。40年间，她讲得最多的就是苏东
坡，“越讲苏东坡，你就越靠近他，你就
会被他的精神所感召。”

景迈山下的采茶者：
用整个青春守护自然遗产

景迈山遗产保护践行者仙贡来自
云南省普洱市景迈山的傣族村寨。在
当地，制茶是一年最重要的事，制茶手
艺靠口手相传，长辈做晚辈学。“我也好
像一棵茶树被景迈山养护着，用我整个
青春见证景迈山的申遗。”仙贡说。

传承、保护千年万亩的古茶树林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思考哪些应该开
放迎接，哪些又必须代代相传。最终通
过努力，村民们看到老祖宗创造的林下
茶种植模式，可使茶树更健康地成长，
茶芽长得更好，茶更香更甜，茶价格自
然更高了。“作为新一辈的景迈山茶人，
我们想做得更多更好，让这里受到世界
的关注。”仙贡说。

活动中，视频博主煎饼果仔、夏天
妹妹以《爱可破万里》为题，讲述了一条
视频爆火背后的故事。夏天妹妹感谢
短视频时代带来的无限可能，同时也呼
吁大家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里发现自己
的无限可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三苏祠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徐丽讲述她与苏东坡的故事。主办方供图

专注是青年实现价值必备的品格

川大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长黎海超讲述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故事。

10月14日晚，
“把青春华章写在
祖国大地上”大思
政课网络主题宣
传和互动引导活
动在四川大学举
行。本次活动以

“校长开讲”为序
篇，“锦水含章”“源浚流长”“青春登场”

“万千气象”4个篇章依次展开。
在“锦水含章”篇章中，以歌曲《红梅

赞》引入，《江姐在川大》编剧冉诗媛、四
川大学“江姐班”学生代表张钰、“江姐纪

念馆”设计者段禹农、第49届南丁格尔奖

获得者蒋艳和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

队队长黎海超等结合自己的工作学习实

践，声情并茂地讲述传承江姐精神矢志

报国、援外抗疫展现大爱、创新赋能文博
考古的故事，生动诠释红色传承、文脉赓
续、人民至上。现场青年表示，将以他们
为模范，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川大师生：
用江姐精神书写青春华章

“让江姐在大家的记忆里，不只是
一个英烈的名字，更是一个生动鲜活
的人。”通过舞台剧《江姐在川大》编剧
冉诗媛的讲述，江姐的形象生动展现
在人们眼前。江姐19岁加入中国共产
党投身革命工作，牺牲时才29岁。“历经
数年筹备打磨、千百次排练……我们希
望能尽可能还原江姐在川大短暂生活
的色彩。江姐为了革命事业，将生命燃
成炬火，我们将继续讲好她的故事。
在我们眼里，她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冉诗媛说。

江姐，原名江竹筠，1944年考入四
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次年转入
农学院农艺系，在校用名江志炜。在四
川大学，她遵从组织决定，以普通学生

身份为掩护，努力做好群众工作。
为使江姐精神在川大代代相传，川

大启动建设“江姐班”，构建红色文化育
人新机制。2018年，学校将生命科学学
院生物科学2018级拔尖试验班设立为
荣誉班级——“江姐班”，引导全班学生
把对江姐等革命英烈事迹的学习传承、
对革命精神传统的弘扬践行融入到日
常学习生活中，并发挥“江姐班”对全校
各班级的辐射带动作用。

每年，川大“江姐班”都会迎来一批
新生，也会有一批青年投身强国复兴的
征程。张钰是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江姐班”的班长，“我们做学术搞科研，
争取出成果，就是想把江姐精神融入实
践。我决心投身国家的双碳战略，哪里
科研有需求，我们就应该投身哪里，去
钻研。”张钰说，在川大“江姐班”，她仿
佛穿越时空，与江姐相遇，“我为‘江姐
班’赋予的使命和责任感到自豪，也期
望感染更多的同学。”

川大江姐纪念馆已成为校内校外
青年学生的打卡地，作为川大江姐纪念
馆的主创设计，段禹农希望，历史记忆
的符号能作为红色血脉永远传承，并鼓
励广大青年以江姐为榜样，把自己的青
春汗水挥洒在祖国大地之上。

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蒋艳：
青春是人生赋予最大的奖章

活动现场，第49届南丁格尔奖获得
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部主任蒋艳
作了题为《奖章沉甸甸》的演讲。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蒋艳和
同事们作为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

远赴非洲协助疫情防控。埃塞俄比亚被
称之为非洲屋脊，因为物资缺乏、防护用
品不足，当地医护人员感染率极高。

一袭白衣、一顶燕帽就是生命对医
疗队最重的托付。蒋艳和同事为埃塞
俄比亚170多所医疗机构量身定制防疫
方案，践行了“专业、精业、敬业”的职业
精神。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蒋艳，从
中专一路考学到博士学位，她深刻明白
青春奋斗的意义。蒋艳告诫青年们说：
青春是人生赋予你们最大的奖章，拼搏
是追逐梦途上最美的姿态。

川大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长黎海超：
青春传承让三星堆再醒惊天下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
如今三星堆遗址还在不断发掘中。黎
海超是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
长。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新一轮发掘
中，他负责5、6、7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
工作。在他和队员们的努力下，三星堆
7号坑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
青铜器得以面世，并利用X光技术，发现
了三千年前青铜器焊接技术。

黎海超说，他会把接下来的30年，
甚至一辈子都献给三星堆，只为揭开它
的神秘面纱。如今，挖掘三星堆遗址的
重担传递到了新一代川大考古人身上，
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考古发现公
布于世，再次惊醒天下。

岷峨挺秀，锦水含章，巍巍学府，德
渥群芳。当晚活动现场，来自各行各业
的川大嘉宾讲述了自己用青春追逐梦
想的故事，这就是新时代优秀青年的精
神风貌。活动现场，青年们表示要坚定
不移向这些模范年轻人学习，把青春华
章写在祖国大地上，让青春在祖国建设
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姚瑞鹏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第49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蒋艳讲
述远赴非洲协助疫情防控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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