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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 16 日下午 2:00，应 教学促 进
与教 师发中心邀请，我校人 事处处 长 韩宝玲 教
授与我校各院 系和各部门的 50 余名教 师分享
了“教 师责 任与能力”，以此与青年教 师共 勉。
此次活动 既是教学促 进与教 师发展中心成立
以来举办的第 101 期 教 师发展活动。活动在中
心 教学楼 407 室举行，由我校教学促 进与教 师
发展中心主任庞海芍主持。

韩 宝玲 从 教 师 责 任、教 师能力、以及青年
教 师是否做 好 心理准 备迎接挑战三个方面进
行了高屋建瓴的阐述。

以问题开篇，韩宝 玲 向在座青年教 师 提
问：什么是责任，什么是能力？引起与会青年教
师的深思。指出：高校教师的责任 ,包括教学、科
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这三方面的责任构成了
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概括起来高校教 师要为
师、为学、为人。同时用 前主席胡锦涛的四点希
望来激励 青年教 师：希望广大教 师爱岗敬业、
关 爱学生；刻苦钻研、严 谨笃学；勇于创新、奋
发进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

之 后 韩宝玲指出：作为高等院校教 师，其
中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职业道 德，包括爱国守
法、敬业爱生、教 书育 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
为人师 表。希望青年教 师在深入了解高校教师
职业道德之 后，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通
过行动计划来指导自身发展。同时，韩 处 长以

北京理工大学光机电微纳制造学科责任 教 授曲
良 体 教 授的优秀示例，讲述其“钻学术 之未研，
启学生之未知”的故事，以及曲教 授自身对于教
师责任和能力的体悟，引发青年教师深思。

最后，韩宝玲以“我们准备 好了吧，学校准
备 好了吧”为题，向 青年教 师提出感恩这一命
题，希望青年教 师在自身学术科研能力提升的
过程中，心怀感恩，勇敢前行。同时，韩处 长还
向青年教 师介绍北京理工大学对于青年教师提
供的各项扶持资助的政策，包括：青年教 师学术
启动计划，青年教 师国际化措施等，希望青年教
师在学校的各项 政策的扶持下，减少其后顾之
忧，在教学和科研的道路上有更 多的投入和贡
献。

并结合众多杰出前辈的鲜活事例，向青年
教师呼吁责任与能力在青年教师事业发展上的
重要性，指出：要 改变世界，先 要改 变自己，万物
改变，从我开始！

讲座结束 后，韩宝玲与青年教 师 进行了交
流互动，就青年教 师提出的住房补助，青年公寓
等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回答。青年教 师
们纷纷反映获益颇丰。来自机械与车辆学院的
老师 更是动情的表 达了自己对于学校培养的感
恩之情，以及对于为学、为师，为人的决心！

（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 张波）

教师发展讲座：人事处处长韩宝玲谈教师责任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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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邸继勇
张尉心）日前，在中俄元首的见证
下，一项两国战略性教 育合作 项目
敲定———北 京理工大学与莫斯科
大学将在深圳合作举办“中俄大
学”。记者昨天获悉，这所高水平的
综合性大学将 落户龙岗大运新城。

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高等
学校，创办于 1755 年。其与北京理工大学合办的“中俄大学”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将致力于培养礼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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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学生文化素养，践行和

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 观，增加学生人 文情

怀，2014 年北京理工大学人 文知识竞赛以“践

行中华美德，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由北京理

工大学教务处、共青团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联
合主办，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承办，于 2014 年
4 月至 5 月间火热开赛。

2014 年人 文知识竞赛面向我校全体本科
生、研究生举办，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 环

节。初赛于 4 月 13 日在中关 村和良 乡两校区
同时举行，共 400 多位同学参加初赛。复赛于

4 月 23 日举行，各学院、基础教 育学院各学部

共 24 支代 表队参加。经过 复赛的评选，排名前
八的队伍进入最终的总决赛，他们是：法学院

代 表队、信 息一部 代 表队、机械学部 代 表队、人

文学院第一代 表队、信 息 二部 代 表队、人 文学
院第二 代 表队、化工与环境学院 代 表队、外国

语学院 代 表队。

决赛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晚 18:30 在良

乡校区综教 演艺厅成功举办。出席的嘉宾及评

委有：教务处 副 处 长 曹 峰梅、学工处 副 处 长许
欣、校团委 副 书记苟曼 丽、化工与环 境学院 党

委 副 书记 副 院 长 周明宇、人 文学院党委 副 书记
副 院 长徐贵宝、中文系姜楠、马研部张雷、外国

语学院团委书记周芳集、人 文学院团委书记孙
硕、辅导员 代 佳雨、于满老师。良 乡校区各学

院、学部共 300 多名同学到现场观看了决赛，

为参赛选手送上掌声与喝彩。

本次决赛分为三个 环节：主题表现、知识

问答与人文演绎。主题表现环节各团队在专业
与文化、文学艺 术 赏析两个主题中任选其一进

行展示，各代 表队带来了冬不拉、古 琴、箫等乐

器演奏，也带来了菩萨蛮、青花 瓷、越剧红楼梦

选段等歌舞表 演，各具特色莞山语
岸珠库莞岸莞岸莞乃莞址乃库珠岸址莞址紧暂珠紧口莞山白莞哑色莞乃莞山语
岸珠库莞岸莞暂莞山语
岸珠库莞岸莞岸莞乃莞珠乃峡莞山语
岸珠库莞岸莞址莞山白莞哑避铃莞山扩
角吉紧央址莞库珠乃殊莞岸莞岸莞乃莞暂紧库珠紧莞址紧暂珠紧口莞山白莞哑紧铃莞山扩
角吉紧央乃扩
角吉紧央址莞库珠乃殊莞岸莞岸莞乃莞暂紧库珠紧莞址紧避铃莞山扩
角吉紧央址莞库珠乃殊莞岸莞岸莞乃莞暂紧库珠紧莞址紧暂珠紧口莞山白莞哑紧址紧避铃莞山口紧莞哑绘踵铃莞山扩
角库莞岸莞岸莞乃莞珠央址莞库珠乃峡莞山邻暂珠紧口莞键址岸莞乃莞暂址央址莞库珠乃殊莞岸莞岸莞乃莞暂紧库珠紧莞址紧避

铃莞山扩
角吉紧紧口莞
角吉乃峡莞山语
岸珠库莞岸莞岸莞乃莞暂暂址珠岸口莞址邻紧珠紧址莞山白莞乃珠岸乃暂暂范角吉紧紧口莞
角吉乃峡莞
角吉紧央口莞库珠乃峡莞山景曼岸珠库莞岸
角吉紧央乃莞库珠乃峡莞山白岸址莞址紧暂珠紧口莞邻暂邻口珠邻峡莞址紧暂珠紧口莞山白莞哑距铃莞乃
角吉紧紧紧口莞
角吉乃峡莞山殊珠乃峡莞山语扩
角岸莞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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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欣赏—良乡北湖 北京理工大学记者团

每年学校教 育基金会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
校友的捐赠，校友们的无私奉 献给在校的优秀学
子 带来了物质上的支持以及精神上的鼓励。在这
些爱心捐赠中，有一份捐赠格外特殊。今年 5 月
21 日，一双颤巍巍的双手 将一封承载着爱心的信
封交到了教育基金会同志们的手中。这已经是这
位老校友第十二次向学校徐特立 奖学金基金会捐
赠，而不久前，她才刚刚从鬼门 关 里逃了回来。

在三里河的家中，我们见到了这位老校友。花
白的头发映衬着她白晰的脸庞，沧桑的皱纹诉说
着岁月的变迁。她身体消瘦，精神矍铄，要不是介
绍，真看不出这位老者已是 95 岁的高龄。虽然衣
着简朴，蓝色的袖口已经起了毛边，但是依然不能
掩盖她那婉约高贵的气质。说起话来，她微微带
笑，眼睛里全是和气，浅浅的、淡淡的，像盛开的葵
花一样温暖———岁月带给她的是恬静安详的内心
和坚定 忠诚的信仰。

她就是徐特立老院 长的学生和同事、我校创
始 人之一———陈康白院 长的夫 人、我校杰出的校
友———黎扬女士。

爱心，让死神望而却步

说起去年夏天黎扬生病的那一幕，黎 女士的
二女儿黎纲至 今还历历在目。

每年暑假黎扬全家 都会去威海避暑，去年八
月也不例外。黎扬女士虽然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
龄，但是身体依然非常 硬朗，每年都会下海游泳，
一些常在海边戏水的当地人 都记得这位老当益壮
的游泳健 将。然而去年 8 月 23 日，在一次游泳 过
后，黎扬女士不幸得了中风。黎扬被送到当地医院
抢救时，医生马上就下了病危通知，断 定 她是脑梗
塞。幸运的是，当地医生对老人 进行了紧急救治，
让老人得到很好的治疗，才没延误病情。经过 几个
月的悉心照料，黎女士逐渐恢复了意识，又能坐起
身来了。当她彻底清醒时，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
为母校继续捐款。

为母校捐 款是黎 扬 晚年一直惦 记的一件大
事。1985 年，学校设立徐特立 奖学金时，她就 将自
己省吃俭用存下来的两千元钱捐给了学校。八十
年代的两千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近乎于两个
普通家 庭的年收入，但是黎女士却毫不犹豫地捐
献 给了母校。她希望用这些钱帮助那些家 庭贫困
但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鼓励和帮助新时 期的大
学生刻苦学习、奋发成才。

1989 年，黎扬 女士又向学校捐 献了两千元。
2005 年开始，她每年都从自己的退休金中取出一
万元捐 献 给徐特立 奖学金基金会。从 2005 年至
2014 年，她已经连续捐款十次，每次一万元，累积
十万元。这十年间，很多学子 受益于黎女士的捐
款，这善款饱含着爱心温暖了这些学子的心房，也
照 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乃至 改变 他们一生的命
运。

勤俭伴一生 爱心暖人间

在女儿的记忆里，黎扬是一个严以律己、宽以
待 人的好 母亲。在教育 子 女时，黎扬秉持着严母出

人杰的教 育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上
都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不能让他们有一点特殊
的思想，不能把孩 子惯娇坏了。

60 年代，二女儿和三女儿都在三里 河的育 才
中学上学，每周六下午才能坐车回家。从育才中学
到西直门要坐有轨 电车，车费是九分钱；从西直门
到位于中央党校的家 要乘坐 32 路公交车，车费是
两角钱，这一路的行程车费共计两角九分。而在给
子女钱时，黎扬就只给两角九分，一分钱都不会多
给。为了得到一些额外的零花钱，每个周六的下
午，二姐就带着三妹徒 步回家。走到西直门时，两
个小姐妹筋疲力尽，但是又难掩喜悦：“终于可以
攒下来一角八分钱了！”有时三妹累得实在走不动
了，二姐就 将三妹送上了 32 路公交，自己又接着
往前 走。每一次，二姐都是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才
找一个最近的公交站 坐车回家。就靠着这一分一
分的积累，姐妹们才有了额外的花销。每一分钱她
们都花得特别谨慎———花一分钱借一本小 人 书，
花两分钱买一兜 子西红柿，花 五分钱买一根 奶油
冰棒，这些都是她们童年难得的快乐。

在教 育方面，黎扬对子 女更是非常严格。每次
子女回家，她都要一一检查练习册，对于孩 子们做
错的习题，她都会一一过问。老一辈的父母总是很
少当面表 扬孩子，生怕孩 子在表 扬中得意自满，黎
扬也是如 此。面对孩 子们所取得的成绩，她很少说
一句肯定的话，也只有对着外 人 时，黎扬才会欣喜
地赞许每一个孩 子。

在日常生活方面，黎
扬 更是十分勤俭。步入她
的洗手间 里，你会被那些
错落放置在墙角的大桶和
小 桶震惊———洗 手的水要
留着用来浇花； 洗衣服的
第一道水要放掉，第二道
水要用来冲厕 所。她的这
一习惯甚 至影响了每 个 子
女，据 女 儿们介绍，她们家
里的洗手 间也都有这些错
落有致的小水桶，以便更
好地节约用水。黎扬很少
穿新衣服，每年过生日子
女们都会给她购 买一件新
装，但是转身她 都会将这

些衣服送给朋友，因为黎扬觉得“她们更需要它”。
每次子 女为她采购的新鲜食品，只要是未开包装，
她转身就会送给那些住 院的朋友们。到最后，为了
让母亲们能够吃点好的，子 女们都会偷偷地打开
食物包装盒，这样，母亲才会勉强吃一些。

可是这位对自己节俭得近乎 苛刻的老校友，
却慷慨地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帮助陌生的学生！
照常理，像她这样的鲐背老人不仅无须 再为别人
做什么，倒是完全应该接受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可
她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是把自己仅有的能为别
人 闪耀的一截残烛全部点燃，并且燃烧得如 此明
亮，如 此 辉煌！

在精神层面上，她 站在了“大爱无 疆”的高山
上的顶峰。

教育成就梦想

1940 年 9 月 1 日，在延安南门外杜 甫川，在
仅有 50 多个窑洞，30 多间平房的山 坡上，100 多
位师生员工迎来了自然科学院的开学典礼，这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从 此 拉
开了序幕。

黎扬 1941 年被组织上安排到自然科学院学
习，是自然科学院大学部的第一届学员。回忆当 时
的学习生活时，黎扬说：“我们上课、住宿都是在窑
洞 里 头，一些小的活动也都在窑洞 里。我们那时还
经常在窑洞外上课，头顶晴天，没有凳 子 就坐在黄

土地上，就这样 听老师讲课，一个上午下来，腰酸
腿痛，特别难受。但是那时的同学们从不叫苦，老
师也照 样 站一上午讲课，口渴了，腿 酸了都不怕，
都这么坚持着学习。”徐特立 当 时是自然科学院
的院 长，黎扬曾亲耳聆听老院 长的教 诲。徐老那
坚贞不渝的信念，理论联 系 实际的作 风，学而不
厌、诲 人不倦的精神，给 黎扬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
印象。在采访中，黎 扬不断 强调：“徐老是我最佩
服的人。”

为缅怀徐特立同志对我国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
的伟大贡 献，激励 青年一代 立 志攀登科学高峰，为
我国培养杰出的科学技术 人 才，1985 年，在我校
北京工业学院 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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