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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全校研究生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励
志勤学，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涌现出
大批的先进个人。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立德树人的育
人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
优良学风、校风的形成，依据《西北政
法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表彰办
法》，经过各学院评审小组初评、学院
党政联席会议审批，党委研究生工作
部审核、公示，党委会研究通过，决定
授予李恒等 33 人“优秀研究生”荣誉
称号，姜玲等 52 人“优秀研究生干
部”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学，珍惜荣誉，
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继续做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的模范，在今后的学习中

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也希望全校研
究生以获奖同学为榜样，珍惜时光，求
真学问，练真本事，努力把个人理想融
入国家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自身力量。

博士研究生
优秀研究生（2人）

李 恒 苟 震
硕士研究生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优秀研究生干部（1人）

姜 玲
经济学院

优秀研究生（2人）
曹亚雅 刘 浩

优秀研究生干部（1人）

张梦茹
马克思主义学院

优秀研究生干部（1人）
庞明明

刑事法学院
优秀研究生（2人）

任昱坤 张雪莹
优秀研究生干部（9人）

周亚玲 李 娜 罗明燚
游昱华 任德顺 洪鹤峰
赵 颖 董若霄 李婷婷

民商法学院
优秀研究生（4人）

王敏莉 舒雅明
李瑞洁 张雪利

优秀研究生干部（5人）
周智雅 范志强 陈琪昇
赵 倩 杨 夕

经济法学院
优秀研究生（4人）

张 帆 孙 勇
鲁小敏 文 丽

优秀研究生干部（3人）
谢宇伟 杨 若 刘人雁

行政法学院
优秀研究生（5人）

刘学涛 卢亚男 史凯强
潘昆仑 王 鹏

优秀研究生干部（2人）
冯若曦 李梦琪

国际法学院
优秀研究生（1人）

邵 辉
优秀研究生干部（2人）

武向军 李奇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优秀研究生干部（1人）
刘伊东儿

公安学院
优秀研究生干部（1人）

鱼光娜
新闻传播学院

优秀研究生（7人）
安 东 王 苹 达旭瑶
薛金丽 马 潇 王 恩
宋思邈

优秀研究生干部（3人）
闫 洁 李 娜 魏修治

外国语学院
优秀研究生（1人）

董 欢
优秀研究生干部（1人）

王佳利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优秀研究生（1人）
唐 诗 宋润润 张 茜

优秀研究生干部（20人）
刘贤铮 马海宁 成 宸
徐婧琳 冯润博 王 萌
王中堃 段张莉 张 永
邸文丽 赵 春 强 佩
李明真 尹姞雯 陈淑贤
金 燕 郑桢滢 王华丹
李佳骏 许格宁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优秀研究生（1人）

郑志泽 徐强勇
优秀研究生干部（1人）

黄晓涵
商学院

优秀研究生干部（1人）
董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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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挖掘和传承我校红色基因和革命
传统，更好地发挥红色文化育人功能，同时为
纪念我校开办本科教育六十周年，由党委宣传
部校史馆组织开展的首届“传承红色基因 重
走校史路——寻根之旅”活动于5月18日下午
正式启动。校党委副书记李平安，党政办、党
委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校团委、教师发展
中心等部门负责人，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部分人
员，新进教师代表，辅导员代表，《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读书会指导老师、学生代表以及
校友代表等30余人参加了活动。

1937 年，党中央为培养抗日干部，在延安
创办了陕北公学，开创了我党开办高等干部学
校之先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
献。1938年，党中央决定在旬邑看花宫设立陕
北公学分校，后来成为陕北公学总部。1941
年，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以及泽东青年干
部学院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延安大学是中国
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新中国
法学教育的开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
中央西北局为西北解放培养大批干部，将延安
大学从延安迁往西安，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
学。1953年6月，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根据中共
中央西北局决定，改名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
并迁址西安南郊。1954年底，学校更名为中央
政法干校西北分校。1958 年 9 月西北大学法
律系整建制并入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组建
为西安政法学院。2006年11月经教育部批准
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寻根之旅”一行历经延
安、旬邑、高陵等地，追寻老一辈足印重走西北
政法大学红色校史之路，收获颇丰。

重返陕北公学 追寻西法大源头
追根溯源，延安孕育了西北政法大学的根

与魂。5月19日，团队到达位于延安市清凉山
的陕北公学旧址。延安新闻纪念馆刘金林馆
长与李平安共同为我校红色校史教育基地揭
牌，双方就深化合作，拓展红色教育实践进行
了交流探讨。李平安表示，陕北公学是西北政
法大学的前身，是源头所在，陕北公学是我校
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我校必将传承和弘扬
陕公的红色基因与老延大优良传统，为建设法
学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教学研
究型大学而不懈奋斗。

校史馆馆长赵庆菊谈到：“我们要以陕北
公学的光辉历史为基础，始终牢记我校为党和
国家培养人才的办学初衷，不忘我党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不忘代代政法人不

畏艰辛、无私奉献的拼搏精神。”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了解学校的历史”，读

书会的王洁琼同学这样说到，“随着寻根之旅地
一步步深入，我清晰感受到了红色校史的厚重，
眼前也似乎浮现出学校昔日种种情景。学校的
红色传承让我震撼不已，而打动我的还有代代
政法人历久不变的初心。‘寻根’——带给我一
种使命感，更给了我一种归属感，一种信仰。”

看花宫聆听往昔 峥嵘岁月稠
离开延安，追随陕北公学历史发展的脉

络，团队成员脚步不歇赶赴旬邑县。5月20日
上午，团队于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旧址进
行参观学习并为我校红色校史教育基地挂
牌。李平安同旬邑县看花宫陕北公学旧址管
理所所长程景峰等，就进一步厘清学校发展变
迁脉络、挖掘和充实校史资料以及合作共建校

史教育基地进行了交流。
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旧址保存着较为丰

富的历史资料，校舍的白墙、灰白黑三色的老
照片、破损的木窗、锈铁斑斑的辘轳、学员读过
的书籍、住过的窑洞、用过的马灯，无一不在诉
说着上个世纪陕北公学分校艰苦奋斗的办学
故事。“寻根之旅”团队成员沿着雨后黄土地上
湿润泥泞的小路行走，眺望山涧旁排列整齐的
窑洞，聆听着陕公分校的历史和人物趣事，仿
佛时光回溯，跨越岁月的鸿沟与学校的往昔相
遇。

刑事法学院新进教师王鹏飞望着一张张
老照片，深切感怀道：“这次寻根之旅活动，让
我领略到了西北政法大学辉煌的革命传统，感
受到了老一辈西法大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
不懈拼搏之精神，体悟到了作为西法大新进教

师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斑驳校舍前驻足 情近心也近

离开看花宫，团队行至高陵区，在区人民
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人员陪同下参观了西北
人民革命大学旧址。李平安与高陵区党组成
员、副区长共同为红色校史教育基地揭牌。双
方就合作共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展览馆
等事宜进行了座谈。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位于高陵区通远
镇。历经风雨变迁，当年的建筑群依然坚固如
初。李平安在参观旧址的过程中颇有感触地
说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前
身，希望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红色校史传统能
够在学校立德树人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期
待与高陵区人民政府达成合作，共同保护红色
文化遗址，共同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实现共同
发展。

随行学生记者曹倩倩同学在即将离开西
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时频频回首，感触颇深，

“这所以团结培养西北地区党政财经干部为要
务的红色大学，上承陕北公学，下启西北政法
大学，是党和国家培养建设西北的后备力量的
摇篮，也是我的‘母校’。”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会指导老
师赵玎玎表示，这次寻根之旅收获颇丰。希望
读书会的同学能够把读书与传承我校红色基
因、坚定理想信念、立志成才结合起来，带动更
多的大学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立鸿鹄志，做弄潮儿，勇担时代
使命，将我们的红色基因发扬光大。

团队一行途中还在延安市枣园、梁家河、
新华社旧址等地进行了现场教学，使得红色教
育更加生动，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到：“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
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
什么出发。”通过“寻根之旅”，师生们深切感受
到了学校厚重的红色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自豪之余，更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
命。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秉承老延大

“政治坚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将西法大的红色基因和革命传统一
代一代传下去。

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校歌那熟悉的旋律：这
儿是我们的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
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党委宣传部 张佼)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继承和发扬红色文
化传统，培养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月19日
至20日，民商法学院党委组织师生党
员五十余人赴延安开展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主题的党日教
育活动。

5 月 19 日，学院师生党员先后参
观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
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
同志都曾在此工作、生活和战斗过，一
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再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革命岁
月。学院师生党员亲身体悟了以“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
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傍
晚时分，学院师生党员代表前往延安
圣地大剧院观看了红色历史舞台剧
——《延安保育院》。舞台剧再现了为
革命事业献身的一批保育园丁的伟大
形象，大气磅礴的战斗场面与生动活
泼的教学场景，感人至深的师生感情
与革命年代的悲壮历史，引起了师生
党员强烈的情感共鸣。

5 月 20 日，一行人来到此次学习
的中心地点——梁家河，这里是习近
平总书记度过七年知青岁月的地方。
学院党委组织了现场教学，聆听总书
记在知青岁月中披荆斩棘、攻坚克难
的感人事迹。学院组织师生党员开展
了“在梁家河读《梁家河》”的读书活
动，师生党员分选段朗读了关于习近
平总书记知青岁月的传记文学《梁家
河》，16名师生党员现场朗读，实地拍
摄，后期制作的视频短片《黄土地的儿
子》作为学习成果与活动总结与大家
分享。通过这种鲜活的学习方式，提
升了学习教育效果，师生党员更加深
刻地理解了习总书记当年如何坚守初
心，坚定信仰。

通过两天的参观学习，学院党员
师生深刻地感受到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砥砺前行”的精神价值和实践要
求，今后将按照学校党委的各项要求
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行。

（民商法学院）

谁能想象到：一位古代重要的法律人物在
时隔两千年后，竟然与一座现代化的政法大学

“牵手”，续写了前世今缘……
2002 年，西北政法大学在建设长安校区

时，西汉御史大夫张汤的墓葬被发现，为纪念
此事，西北政法大学在墓葬遗址上建造了“遗
址陈列馆”等建筑。当我深入了解“西汉御史
大夫张汤墓陈列馆”后，引发了无限遐思……

张汤，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他不
仅是西汉武帝时期的重臣，更是汉代立法司法
进程中的重要一员。西汉武帝后期，社会各阶
层矛盾激化，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是地方豪强
势力坐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使
用“酷吏政治”，成为当时集权体制下解决各种
社会矛盾的手段——时势造英雄，张汤被历史
大潮推到峰尖，成为青史留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忠君唯上、配合默契、处事果敢、用法
严苛，深得武帝刘彻的赏识。他直接秉承最高
旨意，严刑峻法，不惜运用任何严厉手段打击
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处处维护皇家集
权制度；他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对弱势百姓富
有同情心。协助武帝实施币制改革、盐铁官营
等经济改革，增加国库资金，为汉武帝巩固中
央集权，平定匈奴之患，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汤对中国法治的另一贡献，就是修订政
律、行经断狱，并且引证儒家经典附会汉律，开
创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公元前 116 年 12 月，张汤遭同僚陷害获
罪，被迫自杀。他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均是
皇上所赐；并且薄葬于荒郊贫民墓区，这被后
来张汤墓考古发掘的报告所证实，其廉吏风范
足为后世仪表。

2000 年，“大学城”开始兴建，西安城内的
高校先后涌入当时的长安县的樊川古道建新
校区，那时这里还是阡陌纵横、炊烟袅袅的田

园和村落。最初西北政法大学选址并不在此
处，这里本是西安邮电大学的选址，后因西安
邮电大学需要南北长的校区，故将此东西长的
地界调换给西北政法大学。

就在 2002 年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基建
过程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进行了考古发
掘，张汤墓遂见天日，张汤亦再次进入了当代
人的视野，发掘结果也印证了《史记》《汉书》中

关于张汤的多项记载。不知冥冥之间是否有
历史的安排？这位蒙冤而死的西汉时期重要
而有争议的政治法律人物，竟是由于一座法学
特色鲜明的政法大学的建设而再现“人间”！

2008 年 1 月，西北政法大学校园内建造
了具有汉代风格的“张汤墓考古发掘纪念碑”、

“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遗址陈列馆”和纪念亭
——“廉亭”，这是对历史的纪念、对古人的尊
重、对文脉的传承。学校的莘莘学子也以此为
豪，自发组织了志愿者队伍，为每周定期开放
的陈列馆服务，为那些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提供
讲解服务。在一所现代化的政法大学校园里
发现古代廉吏墓葬并建“廉亭”，弘扬廉洁文
化，意义极为深远。

政事兴亡，惟廉弥珍！
张汤也未曾想到，自己的长眠之地竟在两

千年后一座具有“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

野、平民情怀”育人理念的现代化政法大学校
址内。这是历史的“安排”，这是穿越千年时空
的“衔接”，这是中国法律在不同时期的状态，
这是逐渐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注脚。

置身于张汤墓遗址建筑前，面对的是古
人、是历史、是镜子。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无不
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看待历史人物，不能脱
离时代背景。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人治时代
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官吏，不能简单的、不
理性的以褒贬而论，也不能苛求历史和古人，
而应理性的、客观的、辩证地看待它。

历史的价值不仅仅是后人如何评价逝去
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后人从中读懂了什么，
感悟了什么，启示了什么，又该继承什么、扬弃
什么、汲取什么？也惟愿一代代的后人有如此
思维，这样才会优化我们民族的历史基因、文
化基因、精神基因……

1818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在德国西部特里尔
城出生。时值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中国
赠送的一座马克思铜雕像已安放在他的故乡。
虽然马克思逝世距今已有 135 年了，但作为全世
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领袖与导师，作为
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基础思
想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散发着耀眼的真理光
芒。

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
它是一个极其丰富、庞大的理
论思想宝库。马克思的《资本
论》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核
心的著作，该书对资本主义进
行了最全面、最深刻、最彻底的
研究和批判。当时的国家代表
大会，曾通过决议，将《资本论》

称作工人阶级的“圣经”和教科书，推荐给各国社
会主义者。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
问世，《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
生。《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
产主义必然胜利”“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
的只是锁链，他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
宣言》发表 170年来，它一直像一束巨大的火炬，

照亮了人类前行的方向；像一个响亮的号角，鼓
舞激励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实现人类最美好
的社会而英勇奋斗。

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来都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做教条和永恒真理，而
是一再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
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
不是僵化、故步自封、停止不前的，它并没有终结
历史，也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开辟通向真理新的途径，使马克思主义在
不断书写新篇章、焕发新光彩。

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十月革命到苏
联、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马克思
主义的一次又一次伟大实践。从马克思列宁主
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系列的

伟大飞跃。相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沉重教
训，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巨大成
就，更显得意义重大、弥足珍贵。

大国崛起，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大国的崛起，必须要有一个伟大的党和杰出领袖
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就是这样当之无愧
的党和领袖。领袖的产生和形成不是那么容易
的，而领袖一旦形成和确立，就要尽可能保持其
权威性的核心地位，并且保持相对长期的稳定
性，这样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团结率领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奋
勇前进的作用。新宪法修改取消对国家主席任
期的限制性规定，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完全
符合时代要求。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定能实现中国真正崛起，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中国，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传承红色基因 重走校史之路
西北政法大学首届“寻根之旅”活动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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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有感
（杜道夫）

走近张汤“隐身”处
（西安市长安区政协主席 徐树安）

杜超英杜超英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