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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听妈妈讲故事，对一句话记忆尤深：
“教育的“教”字，左‘孝’，右‘文’，教者孝之文
也。”教育要从孝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
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它永恒的基础。时代会
变迁，知识会更新，但“孝”的内涵不会随着时代
而转变。

枝叶繁茂的树木，扎根于厚实的土地；流水
汤汤的江河，溯源于雪岭山脉的蕴藏；乌鸦孝亲
反哺，羔羊感恩跪乳，自然界存在着回报与亲恩，
而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将“慈乌反哺”发挥到极
致。正如许渭生老师，他是我校一名普通教师，
其父2012年逝世，母亲则患有脑梗、综合性老年
痴呆等多种疾病，自2010年至今瘫痪卧床、失智
失能、生活不能自理。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许
渭生从此担负起照顾母亲的重担，他在干好教学
本职工作之余，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母亲
的照顾和精心护理上，定时为母亲喂饭、喂水、服
药、洗脸、翻身、叩背、按摩、擦洗身体等，面对这
些繁琐、细致、辛苦的事情，许渭生老师七年如一
日，未曾间断。2017 年 10 月 28 日，许渭生老师
被评为西安市“十大孝子”，陕西省委常委、西安
市委书记王永康、市长上官吉庆等领导为他颁发
荣誉证书和奖杯，这是对他坚持孝道之行、彰显
孝道之美的表彰与肯定。“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教师”“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则是对许渭

生老师点滴付出的铭记。
七年坚守 反哺亲恩

初见许渭生老师是在秋日午后的医院里。走
进病房，呼吸机的滴滴声、屏幕上的波动声，还有
那张靠近病房门口的小床，都在静静诉说着坚守
的不易。自母亲入院以来，许渭生老师日夜陪伴
在侧，为方便照顾母亲，他便住在医院守候左右。
许渭生老师说：“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半年来，许渭生老师一直在守候，在期盼，他眼眶
含泪的说：“我是希望母亲有一天能够睁开双眼，
看一看这多彩的世界，还有身边守候的人。”

在病房操作间的桌面上，整齐摆放着许渭生
老师照顾母亲的各种用品。其中，他为母亲每日
调理饮食的餐碗尤其引人注目。长期的卧床严
重影响了老人的消化系统及其他脏器功能，老人
只能依靠一根从鼻腔通入肠胃的吸管来进食。
吃饭时，许渭生老师会将母亲每日的食物细细碾
磨后，用温水化开，再缓缓注入吸管里。因担心
吸管堵塞或未及时消毒而导致母亲感染，许渭生
老师每次都会及时清理吸管及其他用品。看似

简单的喂饭却要经过如此细致繁琐的过程，许渭
生老师的不易与艰辛可见一斑。但即便如此，面
对92岁高龄的母亲，许渭生老师依然不离不弃、
细致体贴。

心系桃李 为人师范
让人钦佩的不仅仅是他可贵的孝心，还有那

份执着的敬业精神。许渭生老师是我校公安学
院教师中的一员，他并没有因为职业的普通而在
工作中懈怠，而是像万千教师一样，勤勉地奋斗
在教育工作第一线，始终将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
第一宗旨，备课、授课、答疑，看似机械的程序背
后是一名优秀教师对学生、对工作、对社会不变
的承诺。他教授的心理学课程一直是深受全校
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作为公安学院必修课的
犯罪心理学课程多年来也深得同学们的喜爱。

在同学们的眼中，许渭生老师是良师亦是挚
友。许渭生老师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同学，与他们
交流谈心，开导鼓励他们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工
作学习。同学们说许渭生老师的课堂并不单是
传授知识，更是以游戏的方式教会了他们用乐观

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他 时 常 分 享 自 身 经
历，告诉大家生活的
真正含义和饱含的人
生哲理。许渭生老师
谈到自己会针对学生
的不同情况适时改变
教学素材，希望通过
自己课堂中的引导能
让更多的学生把心理
学及其知识真正运用
于生活，帮助他们健
康快乐地成长。老师
的和蔼可亲与言传身
教更是教会大家做生
活的“智者”。

教师被称作“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作
为一名教师，许渭生
老师无论是在课堂中

的一言一行，还是在生活中的点滴，无论是对学
生的敦敦教诲，还是对母亲七年如一日的照顾，
都体现出他对事业的热爱、对家庭的热爱，他在
以实际行动践行“四有”好老师，对标学校对教师
的各项要求。正如公安学院曹艳萍老师所说“在
工作上，许渭生老师兢兢业业，所教授的心理学
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平日的工作中，他为人谦
和，待人热情，经常帮助同事。生活中的许老师
为人厚道，坚守7年照顾母亲的孝心值得身边的
每一个人学习。”许渭生老师用人格魅力感化身
边的人，彰显出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值
得全校学习的榜样，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在他的影
响下，怀揣梦想与爱不断前行。

高情远致 赤子之心
作为学校一名普通教师，作为公安学院的一

员，校工会与公安学院领导曾多次专程前往许渭
生老师家中慰问，并为许渭生老师提供各种帮
助。公安学院党委书记宋江生对许渭生老师钦
佩不已，他感叹道：“七年来，即便是要照顾卧病
在床的母亲，许渭生老师对学校的日常工作绝不
落下。不论是学院举办的乒乓球比赛，还是学校
工会的活动，或是各种课堂交流会议，都可以看
到许渭生老师积极参与的身影。他关爱学生，一
直深受学生爱戴。身为人民教师，许渭生老师不

辱使命、以身作则，不仅仅传输给学生科学文化
知识，更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化着身边的人，
是整个学院乃至全校的学习榜样。”

不善言辞的许渭生老师表示：“孝悌乃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己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且
尤为平凡的事，仅此而已。‘单丝不成线、独木不
成林’，学校和同事给予了自己莫大的帮助，言语
不能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只能在未来的岁月
里，更好的投入本职工作，才能回馈学校与学院
的关怀。”

即便生活百般艰辛，许渭生老师依然乐观豁
达，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他用 2500 多个已经过
去但还将继续的日夜，奉献着对母亲的爱。在未
来，他将继续践行教育工作者的信仰与情怀，用
他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去感染周边每一
个人。

做一件事最难的莫过于坚持。简单的事情
坚持做，平凡的事情用心做，生活就会充满意义，
生命亦会价值永存。七年相守，有多少日子就有
多少道沟坎。生活百般曲折，却总能咬紧牙关，
迎难而上。为人子，寸草春晖，守孝悌，尽孝心；
为人师，以身作则，传美德，树新风。仁孝行于
家，爱心始于情。

（党委宣传部 张佼 学生通讯社 宋希青）

西安市“十大孝子”许渭生：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且尤为平凡的事且尤为平凡的事””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
的华章，总是在新的奋斗里书写。2017 年 10 月
18日上午9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中指出的“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
仅是党对人民的深情告白，也是国家对未来的庄
严承诺。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
斗。

一、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伟大跨越谋复兴
“不忘初心”出自《华严经》，指一个人做事

情，如果始终保持最初的信念，最后就一定能获
得成功。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初衷就
是为了改变近代人民饱受压迫的现状，实现民族
独立。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两个
先锋队”，引领全国人民改变山河破碎的局面，成
为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并在改革的浪潮
中，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可见，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跨越。谱写如此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背
后，是党对初心和使命的执着坚守。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目标及第一个百年的目
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7 年是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中间时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冲刺时
期，所以说，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此次大会承担着谋划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
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攻坚克难，牢记使命，多措并举谋发展
“十九大报告”全文 3 万多字，总共 13 个部

分，从“报告”总体思路来看，按照“具体——抽象
——再具体”进行谋篇布局。报告的第一部分具
体讲了五年来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这五年，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做了很多的工作，这
是很实在、具体的。然后，习近平在“报告”中，从
具体中抽象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他再运用这
个指导思想从十四个方面谋划今后工作的基本
方略，指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
交、国防、党建等各个领域的工作。这就是从具
体、抽象再到具体。

从“十九大报告”的板块逻辑结构
来看，共分为五大板块。第一板块，习
总书记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五个方面阐述了这五年来我
党取得的重大成就：脱贫攻坚战取得
的决定性进展；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
定，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
和爱国精神；反腐倡廉等工作取得的
重大成就；更加自觉的防范各种风
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
和挑战，这就是五年所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是很不
平凡的五年。之所以不平凡，就是习
近平所讲的，“它解决了过去长期想解
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这些
难题，办成这些大事，它带来的一个重大结果，就
是我们的历史发生了全方位变革、深刻的变革、

开创性的变革。
在第二、三、四、五大板块报告中，分别谈到

今后要干什么，即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我们担负和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需要基
本方略、基本理论作为指导；要运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战略谋划“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祖
国统一、外交、党建九大领域进行理论分析和政

策指导，对各个领域的工作的目标、方法、步骤作
出阐释。

三、高瞻远瞩，立德树人，教育事业谱新篇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并提出“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强调建
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工程。报告
中对教育事业的方向指引，让我们对培养一代又
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有了坚定的信心。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
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
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
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
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
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
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

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
等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
会尊师重教。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
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作为高校党员教师，我们肩上既担负着教师
的光荣使命，还要牢记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在工作中，我们要掌握政策，时
刻提醒自己，要如何培养学生，要培养什么样的
学生，必须把加强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摆在首要
位置，强化理想信念，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
坚定。要常态化的系统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十九
大报告中谈到的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实把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

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
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
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我们要有清晰的目标，才能有足够的动力前
进，我们迈出的每一步才能更加坚定，更加铿
锵有力。作为教师，我们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时刻以一名优秀
共产党员和一名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十九大报告高瞻远瞩、立意深远，主题鲜明、
布局清晰，提振人心、激扬斗志，充分展现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新成就、提出了定位新时
代、发展创新新思想、准确把握新矛盾、规划未来
新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历史
观、时代观和发展观，是一篇具有全局性、战略
性、前瞻性的纲领性文献。报告提出了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前进方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政治宣言与开篇之作，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和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与最新成
果之作。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理论成果引领教育事业新发展最新理论成果引领教育事业新发展最新理论成果引领教育事业新发展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慕婧）

“剥离的愿望中，困惑与启发萦绕心头。五光
十色的曼谷街边、眼花缭乱的超市大楼，却始终抵
挡不住思想剥离的勇气与决心。思维的浪潮激荡
不已，想着文学，想着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只身
一人，让灞河边的沉静不再沉寂。是的，陈忠实先
生终究还是从‘典型性格’中剥离出来，亦寻找到
了什么是人所共知的，由此，《白鹿原》也成为了我

们的文学经典。”这句话让人想到2016年全国高
考语文试卷（I）的阅读材料《寻找属于自己的句
子》，而这篇文章正选自我校李清霞教授的《陈忠
实的人与文》一著的附录部分。

《陈忠实的人与文》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考察陈
忠实及其创作的“评传性”学术专著，时间跨度从

“文化大革命”前直到 21 世纪，写作门类涉及小

说、散文和创作谈等。
全书以翔实的资料，系
统地梳理了陈忠实文学
活动与创作经历的总脉
络与全过程。通过对其
成长经历与创作经验的
总结，探寻创作的艺术
规律和文学价值，对陕
西当代文学创作的流变
进行了宏观把握，特别
指出了其创作经历对未
来作家成长所具有的启
示与借鉴意义。

作者以评带传，通过对《白鹿原》等作品的分
析阐释，探寻着陈忠实先生的生命体验史和精神
裂变史，以反映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变化，及
其对陈忠实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作品——作
家——社会”的逆向思维和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
的探索与尝试。专家认为该著对于发展我国的文
学批评，加强我国文学评论界、研究界与世界的对

话，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作家传记《陈忠实的文学道路》却以类似编

年史的方式再现了陈忠实的文学生涯。丰富详尽
的资料、极具现场感的叙述以及审慎客观的立场
不仅具有当代文学史的学术价值，更通过对一个
思想者的形象塑造使其透出民族精神史的光泽。

李清霞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
作家作品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文学、电影学、
传播学等。《沉溺与超越》也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中
国新时期欲望话语叙事的学术专著。

该著运用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和现代欲望理论
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欲望话语进行了梳理和阐
释，以时间流程和文学现象间的横向联系为基本
线索，对欲望话语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理论渊
源、话语模式、价值追求、审美取向等进行了多角
度的阐述，力图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
来的欲望话语叙述及其价值意义有一个宏观的、
立体的把握，勾画出一幅欲望话语的全景式图景。

此外，李清霞教授还发表了贾平凹及其作品
研究的系列论文，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贾平

凹及其作品研究”。她还持续关注“新时期甘肃小
说创作”，并做出大量的跟踪研究，发表的系列研
究论文受到甘肃作家的普遍赞誉。

（学生通讯社 宋希青）

当代文艺思潮之下的全景图
李清霞，女，1967 年生，陕西西安人，文学博

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沉溺

与超越》《陈忠实的人与文》，作家传记《陈忠实的文

学道路》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并

完成省部级项目7项。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

《甘肃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曾

获“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陕西

省第九次、第十一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09、2015年度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最佳审美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