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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方

西风万里遍长安，
法言青天，
大道从此行。

（叶雅玲）

传承

八十五载万千桃李风华正茂
红色基因熠熠闪耀
犹忆年少风光好

（曹梓仪）

光阴流转

年轮转过八十五载春秋
回忆留在政法的校园
回望来时路，三行太长，四年太短

（李雨蔓）

那一年

那一年与你相识，
那一年又与你别离，
那一年以后常常梦中相见！

（郭来生）

天平楼

一边托举着日月轮转
一边停泊着零落又新生的青春
四年，每个人都换走一捧灼灼的光

（戴彧）

承前

以岁月为笔 用过往蘸墨
谱写绝无仅有的青春赞歌
敬历史 邀未来

（李慧敏）

编者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以诗之名、将爱成

文，纸短情长、辞浅情深，我校师生用三行诗的形式，向母校表白！

光影流转，岁月有情。西北政法大学在时间大
河奔涌浩荡的前行中，迎来了成立八十五周年的华
诞盛典。这一路走来，虽历经沧桑，却将一叶扁舟
壮大成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这一路走来，虽迭更变
革，却将初心使命永镌于历史的丰碑，矢志不移！
翻开校史图册，那一帧帧、一幕幕可视的历史，再现
了那些岁月似歌的青春，再现了前辈们饱满的革命
热情、办学理念和治校传统，让我们为之赞叹和感
动。回望过去，展眼未来，时光年轮里的那些人、那
些事必将激励一代代政法人为学校的发展壮大昂
首前行续写鸿篇。

继承光荣革命志 不忘初心追梦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
出，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
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
承好、发扬好。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从中汲取前行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

1937年，在全民族抗日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
产党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这便是西法大人“梦
开始的地方”。我们从陕北公学艰难起步，砥砺前
行，开创了高等干部教育的先河，为党的干部教育
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年延安东门外，无数海内
外进步青年聚集于此，永葆初心，投身于抗战洪流，
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
公。”1941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做出
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
玉章同志为校长。”1949 年 8 月，根据形势发展需
要，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南迁西安更名
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随后，历经西北政法干部
学校、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58 年，西北
大学法律系整体调入，成立西安政法学院，开始了
学校普通教育的历史。此后，经西安政治经济学
院、西北政法学院。到2006年11月，学校更名为西
北政法大学。

建校85年，西北政法大学始终扎根祖国西部，
形成了“政治坚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艰苦奋斗”
的老延大优良传统，铸就了“严谨、求实、文明、公
正”的校训，凝练了“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
野、平民情怀”的育人理念，将红色育人基因融入人
才培养全过程，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德法兼修
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其间大量的优秀人才遍布各个
地域行业，为我们国家做出了贡献，也为学校赢得
了荣光。

奋进担当开新局 立德树人谱新篇

1937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
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
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
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
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
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
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
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
顺利的解决。”这篇题词镌刻于学校长安校区校务
楼的前方，润物无声地影响和提醒着每一位从这里
走过的西法大师生。

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给予

厚望，提出应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作为
西法大人，我们更应以学校的核心功能作为立校之
本，既要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四好教师，肩负着塑造灵魂、塑
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更要努力钻研业务，
提升工作能力，使自身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
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使广大青年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
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
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展望未来，全校上下正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不断深化综合改革，昂首阔步朝着建设高水平
大学目标而努力奋斗。西法大能有今天的成绩，是
一代代先辈们在梦开始的地方，播下种子，挥洒汗
水，用智慧、努力乃至生命才换来的。今天，我们回
顾学校发展的光辉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
增强继续前行开拓的勇气和力量。站在新的起点，
我们也应当以学校发展85年以来一路坚守的自强
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时刻要求自己，展现新时代
教育工作者的新担当、新作为、新风采。

85年，风华正茂。愿那个梦开始的地方，流光
溢彩，再创辉煌。

明律志四海，为善守八荒
躬耕学术里，勤勉法书堂
春秋铭千载，法治助国昌
匠心琢璞玉，妙手续华章

法学之道，崇善明德。习律之路，求索唯
勤。八十五载春与秋，岁月涤荡风尘，立足于
天平楼前的谦谦少年风华依旧。这四年，在
追求公平与正义的道路之上，要如何将传统
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旗帜飘扬？要如何坚定文
化自信和教育理念？这是时代予以我们的考
题，也是新时代对于法治人才的一次沙场练
兵。我在政法，寻得答案。

文心化骨育桃李，粉笔无言写春秋。在
政法有一群如此“可爱”的人：读书治学是
他们的职责，笔耕不辍是他们的追求。政
法教室一隅，我窥见双鬓斑白的教授依旧
站立讲台，举手投足间风华不减。我看见
青年教师们秉持初心与赤诚，耐心为同学
答疑解惑。皓首穷经，孜孜以求，是他们呵
护我们的梦想，是他们培育法坛的新生。他
们为了法治信仰来到政法，他们为了西北情
怀在此扎根。西北秋风劲，难改师生情。“教
学相长，寓教于乐”，在严肃活泼的氛围里，
我们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薪火相传，弦歌
不辍”，在法治精神的传承中，我们弘扬传
统，不忘初心。

口含珠玉言坦荡，笔悬日月写峥嵘。模
拟法庭之上，是理性之光不断闪耀。我看见
哲学与法学的碰撞，理性与感性的交融，实体
法与程序法的火花，看见我校学子在辩场之
上顾盼生辉，挥斥方遒，有着准法律人的青春
与风华。在逻辑和经验里寻觅法学知识的真
谛，是对大学四年最好的回应。当理律杯蝉
联冠军的消息传来，我们无不开心喜悦。这
是学校教育的优秀成果，更是我们学生的骄
傲与楷模。这种榜样力量，催促着我们成长，
让我们在经历风雨之后，窥见天边彩虹；在历
尽困苦之后，依旧砥砺前行。

历史回眸展光芒，岁月泼墨写华章。“这
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民族的命运全担在
我们双肩”，校歌悠扬，岁月铺宣。承前望，一
代代西法大学子不屈不挠，敢为人先，绘就出
一幕幕浓墨重彩的鸿篇巨制。历史变迁，物
换星移，不变的是西法大人的理想信念。公
平正义是我们的标尺，实事求是我们的总

纲。我们用法律的利剑指引前进的方向，我
们始终仰望头顶道德的星空。不敢忘，不能
忘。唯有在历史中汲取力量，才能拨开迷雾，
看见柳暗花明。

文化自信谱蓝图，法治信仰写未来。在
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觅，我发现在中国法律
史的学习中，能看见很多藏在历史里熠熠发
光的人。君可见勤政之人为国效力，廉洁自
律，他们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中
国法治的建设创造出不可磨灭的影响。从

“明德慎罚”到“罪刑法定”，从“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众多
律学家前仆后继，为法律思想的转变和进步
贡献自己的毕生心血。法文化的传播依托教
育的实践，教育的实践需要学校制度的保障，
学校的管理需要靠优良的学习氛围进行烘
托，而学习氛围的培养则依托师生之间的友
好互动。

幸运的是，在老师的教导中，我们夯实基
础，扎实理论；在榜样的引领下，我们奋勇争
先，努力拼搏；在校史的沉淀中，我们汲取力
量，慷慨激昂。在历史的浩瀚里，我们传承优
良，摒弃糟粕。学校的功能不仅是传道授业
解惑，更体现在育人桃李，对学生进行思想的
凝练和升华。探析历史源流，方能寻找文化
之根。扎根西北厚土，才能发掘传统文化的
内涵和实质。学校给予我们的是明确的方向
和磅礴的力量，让我们臻于完善，抵达远方。

培养文化自信型法学人才，是牢记“德法
兼修、理实并重”的育人目标、践行全面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保障。作为政法学子，
我们要做到的是以先进的法治文化引领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树立和增强高素
质法治人才文化自信的底气，形成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我们要保持爱国
主义的传统底色，在创新中求发展，在不断的
实践中探寻法治人才培养的最佳路径。我始
终相信：出生于千禧之年的我们，与时代同
生，与时代同进步。恰逢八十五载盛世芳华，
我们更应怀揣着独有的“西北印记”，铭记“严
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践行“法治信
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的育人理
念，总有一天，我们将踏遍山河，一路长歌，将
法治信仰播种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寸土地。八
十五载春与秋，少年亭亭应如旧！

这个炙热的盛夏，我有幸得到采
访赴藏工作老校友陈莎莎的机会，也
正是此次采访，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
未来的方向。毕业那年的秋天，陈莎
莎踏上了前往西藏的遥远路途，赴西
藏自治区昌都市洛隆县人民法院工
作。扎根基层，青春无悔，这六年对
陈莎莎来说是挑战和未知，也是机遇
与使命。

离天空最近 离家乡最远

与被西藏吸引的陈莎莎一样，我
也非常向往青藏高原的绚丽风光。
人们常说，一辈子总要去一趟西藏，

但旅行和坚守终归是不同的。真正
前往西藏工作时，陈莎莎才体会到这
里不仅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
家最远的地方。从小到大的求学之
路上，我从未离开过陕西，更加难以
想象这是怎样的决心和毅力。陈莎
莎告诉笔者，初到西藏时，不仅需要
适应工作环境，还需要默默消化独自
前往异乡工作的孤独。所幸身边有
同样来自西法大的同学，他们相互帮
助、相互疏导，就这样在遥远的西藏
扎下了根。他们志同道合，将珍贵的
青春时光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法治事
业，我想，这就是真正的应当学习的

“有志青年”。

平凡也是一种伟大

谈起赴藏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事，
陈莎莎对我说：“有时自己只是默默
地工作，没想到却得到了当事人的夸
赞和领导的表扬。虽然这只是件小
事，但我会感到自己的努力是有成
效、被关注的，也正是这时才意识到，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帮助一个
人甚至一个家庭。”每天陈莎莎都会
接触到很多当事人，帮助他们解决的
也都是一些平常的琐事。虽然并没
有大家想象中惊天动地的大案，甚至
有时和当事人交谈时，还会互相听不
懂对方的语言，但是就算案件琐碎、
语言不通，从藏族同胞的眼神和动作
当中，她也能看出他们托付给自己的
信任和由衷的感谢。和无数扎根基
层、默默奉献的法律从业者一样，他

们每天做的事或许平凡，但正是这样
的平凡，才是最崇高的伟大。

深刻的印记 温暖的羁绊

建校85周年来，西北政法大学走
出了无数如陈莎莎一般的老校友，他
们身在遥远的边疆，用行动和学识帮
助一方人民。采访的最后，笔者询问
了一个问题：“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
会，还会选择赴藏工作吗？”陈莎莎的
答案是肯定的。正所谓“中流击水，奋
楫者进”，充实的生活蓬勃向上，奋斗的
日子难以忘却，母校的校训——法治
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带
给她前进的力量。西北政法大学不仅
仅是无数人才的母校，更是他们心中最
深刻的印记，也是让校友们紧紧相连
的羁绊。而这句话是他们所践行的，
是笔者未来奋斗的方向——“我愿将
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

梦开始的地方
（公安学院 张瑾）

八十五载春与秋 少年亭亭应如旧

（民商法学院2022届毕业生 沈年淦）

我愿将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

——采访西藏工作老校友陈莎莎有感

（新闻传播学院 禹杨碧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