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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5日至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
运动会在陕西省举行。第十四届全运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
要节点举办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我国提出到2035年建成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后举办的一次重要综合性运动会。西安
作为十四运的主会场城市，为体育健儿搭建起奋勇争先的拼
搏舞台，为全国人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

在赛会现场，朝气蓬勃的青年志愿者构成了一道美丽而
独特的风景，他们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秦宝”。“小秦宝”以陕
西高校学生为主体，服务全省13个赛区及配套场所。他们传
承并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当代青年的奋斗姿态。

青春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拼搏和奉献的气息。西法大
的107名“小秦宝”热情洋溢、全力以赴，圆满完成组委会安排
的各项工作，以“暖心、贴心、耐心、细心”的青年志愿者形象勾
勒出全运盛会的绝美画面。

累，但很值得！
赛会期间，西法大“小秦宝”服务赛事近百场，累计志愿时

长高达9300小时，平均每人每日服务时长超过10小时，涵盖卫
生防疫、反兴奋剂、媒体与电视转播、交通运输、看台坐席服
务、票务咨询等多类型岗位。他们坚守“愿做盛会一块砖，哪
里需要哪里搬”的初心使命，默默坚守岗位，以认真的态度、专
业的素养、高昂的热情，为赛事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

“累，但很值得。学到了很多东西，也锻炼了自己。”国际法
学院 2020 级学生李昊轩和同学们每天在学校和场馆之间往
返。对于志愿者工作，李昊轩说：“作为反兴奋剂工作处的一
员，我与其他十余位同学一起接受了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委
员会专业老师的培训，了解了反兴奋剂的必备知识以及具体流
程。我的主要工作是通知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测并登记相关
信息，随后陪同运动员前往候检室进行检测。难忘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志愿服务爱心大使康辉老师对我们的鼓励——‘在服
务中感悟初心，在奉献中收获成长。’我庆幸自己能够参与到这
场盛会中！”

“‘小秦宝’，我们准备好了！”刑事法学院2020级学生张昕
琛说道：“当穿上志愿者服装时，我就多了一个光荣的身份——
十四运会志愿者。服务全运，服务陕西，将成为我人生中光辉
灿烂的一笔，成为值得一生回味的经历。”

“如果说运动员和裁判员是精心打磨的珠宝，那么志愿者

就是把珠宝穿成项链的那条线。”在暑假期间已经顺利完成体
操青年组服务工作的经济学院2020级王彦博同学，面对十四
运成年组的服务工作时显得格外冷静自信。“这是一场西安人
家门口的盛大赛事，我为自己可以参与其中，为这场盛会贡献
力量而骄傲。”

无论台前还是幕后，他们面带微笑、自信从容，热情洋溢、
全力以赴。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好每一项
职责，是西法大“小秦宝”的承诺。

向前走，学校在你身后！
“意义重大，使命光荣。”这是校团委许鸣老师最常对志愿

者说的一句话。作为全体志愿者的“大家长”，许鸣老师全程陪

伴同学们，为大家解决各种困难，创造良好的志愿服务环境。
他回顾了赛事期间志愿者们早出晚归、任劳任怨的情景，赞扬
了志愿者们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十四运期间，志愿者们充
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年赓续‘老延大’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
精神风貌，他们用汗水浇灌收获，用坚守书写青春无悔。”

据悉，为了更好的完成志愿服务工作，校团委牵头建立
责任明确、推进有力的保障团队，为志愿者培训工作保驾护
航。针对十四运志愿服务内容，系统谋划了不同的培训阶
段。在基础培训阶段侧重通用知识培训，邀请校内外专家对
残疾人服务、赛会礼仪常识、志愿者角色认知与志愿服务概
述、志愿者心理调适、赛会应急事件处理与急救技能培训等

多个方面进行培训。
在志愿者服务期间，学校多次组织看望慰问志愿者，并

通过策划志愿者集体生日会、举办返校欢迎仪式、发放慰问
大礼包等，全力以赴做好志愿者的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在
上课时间与志愿服务冲突的情况下，学校妥善安排，积极协
调，以组织专业教师补课、调整考试时间等方式，确保志愿者
学习服务两不误。

一份高质量的答卷
长安花开，有朋自远方来。长安区多所大学体育馆成为了

十四运部分项目的比赛场地。为了切实做好安保工作，西安市
公安局长安分局充分结合辖区高校资源与警力资源，主动对接
我校公安学院，协商抽调公安专业学生强化十四运会安保力
量，进一步深化警校合作，探索警校携手护全运的新路径。

为全运会护航既是深化警校合作的一次积极探索，也是公
安学院丰富学生社会实践科目、提升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一次
有益尝试。公安学院抽调200多名学生协助长安分局完成赛
事安保工作，主要负责场外安检、宣讲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以及
赛场内部比赛区、运动员准备区、办公区、媒体及电视转播区等
各个区域的秩序维护等任务。同学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
守岗位，圆满完成各项安保任务，受到各界一致好评。

“这次以集体形式参与重大赛事的安保工作，对所有同学
都是不小的挑战。”公安学院2019级学生杨雨鑫和孙昕凯回想
起当时的场景，仍旧是抑制不住的激动。“蹦床和花样体操比赛
在西北大学体育馆举行。我们将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投入
到紧张忙碌的安保工作中，确保各项赛事顺利举行。”

“做好十四运会安保工作是一场大考，学院抽调身体素质
优良、作风过硬的学生参与其中，我们有信心交出一份高质量
的答卷。”公安学院党委书记李永宁信心满满。据悉，为确保会
场安保任务的顺利完成，公安学院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
作安排，抓好工作落实，精心制定安保方案和应急预案，扎实开
展安保演练，及时进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到位。

西法大青年志愿者作为十四运会的重要参与者，用实际行
动向世界展示出陕西奋发向上的文明形象，表现出三秦人民热
情好客的精神面貌，彰显出西法大学子勇于担当的青春风采。

志愿者用精心细致、热情周到的服务奉献爱心、温暖人心，
赢得无数赞许，成为全运会上西法大最靓丽的名片。

“小秦宝”，为你们点赞！
（新闻中心：张佼 胡月琪 马元浩 阮敏 冯芝颖 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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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法大“小秦宝”点赞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教师是太
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9月10日下午，西北政法大学庆祝全
国第37个教师节座谈会正在进行，当教育
世家代表刘文沛副教授讲到她家“五代23
人先后从事教师工作，扎根三尺讲台教书
育人”时，全场师生报以热烈掌声。这样一
个教育世家有着怎样的光辉故事呢?

坚守百年初心 孕育教育世家
刘文沛的曾祖父刘毓贤，清末时做过私

塾先生，在乡里享有盛誉，革命战争时期参加
八路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八路军某部
营教导员、文化教员，后在解放山西省宁武县
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刘毓贤强烈的文化意
识、教师情怀和为党为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
高尚精神对其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家族
里深深埋下了教书育人的种子，孕育了一个
在教师岗位上默默耕耘，跨越百年，连续五代
23人的教育世家。“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刘文沛这样评价她的曾祖父。

刘文沛的祖父刘国兴参加过抗日战
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政府部门工
作。1955年，34岁的刘国兴响应党和国家
的号召，深入乡村一线开展识字扫盲教育，
一干就是7年。他把教学与劳作相结合，
在务农之余教全村老小识字读书。他自创
的“每天会念会写5个字”的扫盲教学法，
不但非常有效，也深受村民喜欢。现在村
上的老人基本都能看读书看报，皆是受益
于当时的识字扫盲教育，多年来村里的年
轻人读书求学蔚然成风，人才辈出。

“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祖父把9个子
女全部培养成了‘读书人’，而且多人走上
了教师岗位。”刘文沛回忆起自己的祖父满
怀崇敬。她说“祖父是家族的领路人。”

刘文沛的父亲刘水清，1969 年参军，
曾任部队宣传干事，经常给官兵讲解党的
光辉历史和红色故事。后来到河南省开封
市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毕业后在
黄河水利委员会中游水文水资源局担任职
工业务培训教师20年。其母刘桂林1973
年于山西省离石县贺昌中学毕业，回到离
石县结绳墕公社从事乡村民办教学工作。
在偏僻的小山村，她是全科老师，一人教五
个年级 20 余名学生的全部课程，秋夏两
季，还要带学生参加支农劳动。“母亲那时
住窑洞，睡草席，不怕苦，不怕累，晚上在煤
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经常到深夜，她把满
腔热血都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受家

庭氛围熏陶，刘文沛从小就把成为教师作为人生的目标。“我高
考时填报的志愿全是师范类院校，从没考虑过其它学校”。

2003 年，刘文沛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的学习
后，成为西北政法大学的一名老师，任教期间在复旦大学攻读了
博士学位。她长期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以立德树人为己任，
兢兢业业教书育人。

刘文沛的丈夫和侄女都是解放军某大学副教授。她的十几
位叔婶、姑表、兄妹、侄女、侄媳中，有中国科学院教授，有地方大
学老师，也有中小学教师，个个表现不凡。他们获得的“优秀教
师”“教学能手”“先进工作者”“文明家庭”等各种荣誉证书、奖状

奖牌难计其数。刘文沛说“我们家族以教育为荣，以学生为本，
都把学生的事当作大事。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已经融入了家族
血脉。现在已经五代传承，将来一定还会延续”。

理想信念高于天 越是艰苦越向前
“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铸民魂。”刘文沛家族23名教

师中有14人是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深厚的教育情怀
将家族的命运与国家发展紧紧相连。他们与时代同呼吸、与祖
国共命运。“哪里需要哪里去，越是艰苦越向前。”

刘文沛的1个姑姑、3个姑父曾支教援藏。其中在西藏从教
时间最长的25 年，最短的7年。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丝毫没
有影响他们对西藏教育事业的执着。无论是作为普通任课教师
还是作为班主任，他们都一心一意扑在教书育人上，对自己严格
要求、对学生任劳任怨，为教育援藏作出应有贡献。

其叔叔刘兰廷和婶婶李玉梅是志同道合的教师伉俪。夫妻
二人在山西省离石二中分别教授数学和英语40年。刘文沛的
二姑父李恩明在乡村最基层任教38年，他们都把自己毕生精力
献给了党的基础教育事业。

弓宇鹏，刘文沛的七姑父，1993年从山西省吕梁学院政史
专业毕业，分配到山西省石楼县二中。九十年代初期，石楼县二
中还是一个普通的乡镇中学，全校没有一个体育老师，体育教学
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年轻潇洒、酷爱运动的他本着对体育事业
的热爱和对乡村孩子的关心，主动担任学校的体育老师。没有
体育器材就自己制作，没有活动场地，就在课余时间带着学生把
教室后面3米高的土坡开凿出一条百米长3米宽的跑道，挖出的
土二次利用将学校旁边的烂沟滩填起来，建成了一块平坦的小
操场，课间操有地方了，篮球场也有了。简陋的跑道、操场见证
了一位年轻教师对教育火热的初心和使命担当。

“我在大学时就报名支教，希望反哺生养我的乡村”。刘文
沛提起支持边疆教育和坚守乡村教育的长辈便像打开了话匣子
一般，如数家珍。“如果现在国家需要我到乡村去、到边疆去，我
愿意，马上收拾行李就能出发。”

“每次家庭聚会，父亲都要讲他的军旅故事和红色党史，勉
励小辈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我们家的‘保
留节目’”。刘文沛动情地说，“从曾祖父开始，我们家族爱党爱
国爱教育的理想信念，从未动摇。”

传承家风家训 谱写时代新篇章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刘文沛常说教师首先要“学为人师，

严于律己，为学生树典范做榜样”。她在学校先后主讲《政治学
原理》《西方政治制度史》《中国政府与政治》等本硕课程，发表学
术论文22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4项，主持省级课题2项，先后6
次获得学校和学院“优秀教师”称号，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
秀党支部书记”。她所负责的党支部被评为“样板支部”。

“刘老师讲课深入浅出，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大量的
现实关切。”西北政法大学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的熊睿卿说道，

“她在课堂上常常讲到百年大党和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故事，令人
振奋鼓舞。”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戎海梅同学讲述了刘文沛给她
修改论文的故事，“我的论文稿上有刘老师密密麻麻的修改痕
迹，她还面对面指导我写论文的细节。在她的帮助下，我的一篇
课程论文得以公开发表。”

“满怀对学生的热爱，永葆教师情怀”。刘文沛所在学院的
党委书记马光明对她给予高度评价。

刘文沛家族现有9位中青年教师，他们有的从事纳米研究，
有的在向医学高峰攀登，有的在高校任教，有的在乡村教育一线
作铺路石，他们都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作为奋斗目标，砥砺追求。

百年赓续传承，刘文沛及其家人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坎坷与变
迁，唱响了一代又一代教师之歌，谱写出一曲动人的家族教育史篇。

“我也要当老师！”刘文沛的孩子正在上中学，她用坚定的目
光描摹着未来的道路…… （党委宣传部 胡月琪 郝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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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百年辉煌，歌祖国盛世。9月29日，我校庆祝新中国成立
72周年书画作品展在长安校区开展。校党委书记孙国华，校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平安，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察专
员肖道远出席开幕式并同师生一道参观了展览。

展出的六十多幅书画作品，涵盖篆、隶、行、楷、草和水墨写意
等多种书画形式。作品内容异彩纷呈，既有对党政国策的赞颂，
又有对革命历史的缅怀；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着力描绘，又有
对新征程的满腔热血。书文交辉，诗画相映，充分抒发了我校教
职工对党、对祖国的丰富情感，展现了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书画家以书言志，以画诉情，笔墨饱蘸深情，讴歌党的辉煌
历程，向祖国献礼。展览也将激励广大教职工永远跟党走，奋
进新时代，厚积薄发，追赶超越，向着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不
断前进。 （校工会）

“颂百年辉煌 歌祖国盛世”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二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

人间朝暮 叶落惊秋
转眼间
夏天成了故事
秋天成了风景

微微泛黄的叶子
悠悠的桂花香
弥漫在西法大校园里
诉说着秋天的柔情

一抹橘红
映衬秋日的余晖
渲染出迷离的色彩
雨水自枝头跳下
搭乘虚空的列车
去赴一场久违的约

我看到精灵的眼里
盛满了秋色
小径旁
树影斑驳撒下点点金砂
偶尔间
风吹来一抹幽香
去见你这件事
我只偷偷讲给雨听

人们说
秋天是倒放的春天
所有的遗憾会化为指尖的风
在浅浅的故事里继续
这个秋天
会很温柔吧

（大学生记者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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