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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营

造全社会尊崇军人职业浓厚氛围的重要举措。光荣牌虽小，但分量却很重，它不仅是荣誉牌，更是一块

暖心牌，代表了国家和人民对军人的尊崇。

现将我校“光荣之家”名单公布如下（名单以社区自愿登记为准）：

杜利民 男

张 斌 男

赵 康 女

韩金勇 男

吕祥民 男

王前军 男

罗梅兰 女

高黎光 男

贺娜业 女

卢积友 男

丁 克 男

宫烨文 男

王从汉 男

宋荣敏 男

史马力 女

刘彦平 男

葛马法 男

吕民有 男

田雨润 男

费京润 男

付金珠 男

唐向明 男

姜淮超 男

史德省 男

唐明杰 男

周长安 男

王新民 男

原利华 女

李敬业 男

张万禄 男

王胜利 男

梁允绩 男

邹志俊 男

王超民 男

薛 辉 男

孔繁梧 男

郭丽云 女

杜新功 男

李擎宇 男

贾 茹 女

张吉昌 男

范 珉 男

张处社 男

王建设 男

李 鹏 男

徐庆丰 男

杜镇宁 男

高 岩 男

贺 东 男

王勇义 男

刘志玉 男

宋 涌 男

冯 光 男

张 莉 女

陈 沛 男

昝 镇 男

仇 勇 男

杜超英 男

律 璞 女

郭昌庆 男

岳 峰 男

李 巍 男

邱新胜 男

白晓磊 男

张晓爱 女

张亚丽 女

肖 彬 男

王 聃 女

黄尚军 男

王小洁 女

王春静 女

平 佳 女

于文祥 男

刘文沛 女

刘兴国 男

梁 红 女

张汉良 男

陈玉明 男

杨 刚 男

王 清 男

雒礼润 男

陈彦梅 女

郭红忠 男

赵 勇 男

赵 伟 男

杨殿波 男

元文卿 男

宋启明 男

程晓军 男

刘红梅 女

王海兵 男

陈更加 男

李 强 男

张 玮 男

宋武装 男

史晓晨 男

雷锋社 男

高 鹏 男

张晓文 女

孙继权 男

赵 明 男

孔令运 男

魏小新 女

吴 庄 男

吴锡凯 男

张尚军 男

张美龙 男

许和平 男

王 颖 女

李 博 男

孝国营 男

秦连生 男

胡文俊 女

唐艺明 男

吴 凯 男

林 峰 男

赵沁沁 女

石国庆 男

谭 风 男

秦 楠 女

王晓明 男

宋治玺 男

韩玉珠 男

孙 雷 男

杜新功，男，1940 年 8 月生，陕
西米脂人。先后于陕西省民政厅、
长庆油田等单位工作，1981 年起，
先后任职于西北政法学院党委组织
部、纪委及学校工会，2001年退休。

与杜新功老师的访谈约在一个
夏雨连绵的夜晚，急匆匆赶至家中，
已是戌时。精神矍铄的他笑脸盈盈
地开门迎接，令人顿时心生暖意。

杜新功老师的父亲杜聿盛是中
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为国家革命事业
做出积极贡献的革命烈士。他于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大学
任职期间积极投身我党地下工作。
1944 年由于长期工作过度劳累，于
家中病逝。1983 年 5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局授予杜聿盛同志“革
命烈士”称号，以资褒扬。

谈到自己的父亲，杜新功老师

回忆到，父亲去世那年，年幼的他并
不知道父亲生前都在为革命事业奔
波，只记得他时常外出，日夜无影无
踪，行色匆匆，不苟言笑。在那段艰
苦的岁月里，失去家里的“顶梁柱”
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沉重的打
击。可回忆起那段本应艰苦的时
光，他脸上却舒展出欣喜的微笑。

“父亲走后不久，共产党人就来到家
中，拉着我母亲的双手，恳切又坚定
地让她放宽心，说国家不会放弃每
一位同胞，国家会帮她一起把孩子
抚养成人。”那时杜新功老师还不明
白中国共产党将会在自己的人生旅
途中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只了解
是父亲生前为国家革命事业的付出
与牺牲换来了国家对其后代的恩泽
与养育。但从那时起，他心中就埋
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长大后，一定

要用自身力量去回报党。
作为烈士家属，杜新功老师自

参加工作以后便申请不再接受国家
资助，自食其力在社会立足并组建
自己的家庭。回忆起往昔峥嵘岁
月，他感叹道：“正是党的领导与帮
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当前，国家正在不断高速发展，时代
在发生日新月异的改变，但党和人
民始终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的发展和变
化世人有目共睹，而这一切离不开
历代革命先辈的努力奋斗。

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杜新
功老师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
泰民安。

（大学生记者团 徐千彤）

韩玉珠，男，1949 年生，内蒙古赤峰
人，教授。1968 年入伍，在部队连续三年
被评为“五好战士”，受嘉奖一次。在陕西
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
社会发展学院任教期间，出版专著三部，
发表论文 60 多篇，获奖 20 多篇。2009 年
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区外 100 位优秀人
物；2009年被全国评师网评为陕西省最受
欢迎十大教授；2010 年被评为全国高校
100位最受欢迎教授，并被推选为央视《百
家讲坛》主讲人。

初见韩玉珠老师，是在一个大雨倾盆
的午后。那个整洁并充满美学格调的工作
室里挂满了照片，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
是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他骑马挎枪守
边防的照片及部队生活的戎装照，这些照
片无不诉说着韩玉珠老师的过往。

韩玉珠老师自幼生活在内蒙古。作为
草原之子，他拥有的不仅是草原民族淳朴

厚道、热情爽朗的性格，更是充满了对部队
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即使在部队中度过的
时间只有短短三年，但这三年也是一种历
练。韩玉珠老师当年所在的部队位于包头
以北的满都拉边防站，那里的环境和条件
十分艰苦，整个边防站只有一辆卡车，一辆
三轮摩托车，还有几十匹战马，部队所需生
活用水也要靠拉水车从山下拉上来……可
在韩玉珠老师的眼里，这些军旅生活带给
自己的更多的是一种历练和馈赠！一路的
艰辛与奋斗，更是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坚韧
不拔的意志。哀怨起骚人，苦难出诗人。
作为部队的放映员，韩玉珠老师在为大家
提供精神文化养料的同时，在文化宣传、起
草首长讲话稿、撰写总结材料、为战友代写
家书的过程中，也同时提升了自己的语言
表达、文字撰写能力，也为后来在韩城矿务
局担任宣传干事、在高校任教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作为共和

国的同龄人，韩玉珠老师在红旗下生，在红
旗下长，一路走来，他见证了祖国七十年栉
风沐雨。那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国家一步步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改革开
放的四十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举世震
惊。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广泛使
用，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中国制造”遍
及全球，这些成就举世瞩目！回忆起五十
年前，戍边的战友们凛冽的寒风中骑马巡
逻，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下站岗放哨，而
如今部队的机械化、现代化实现了跨跃式
的发展。新时代的祖国不仅在经济、军事
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外交领域有了
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个老兵他无不为
之自豪！当谈到自己艰难的求学之路时，
韩玉珠老师感叹不已，昔日上大学的人凤
毛麟角，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
教育的机会。教育领域的发展，不仅提升
了莘莘学子们的人生起点，更是改变了一
个家庭的命运，也提高了民族的整体素养。

中华民族由弱到强，人民军队的高度
现代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也赢得了世界的普遍尊敬。韩玉珠老师在
回忆过往时，在为祖国的高速发展倍感欣
慰和自豪时，也向祖国和军队送上了最诚
挚的祝福！ （大学生记者团 刘锡东）

岳 峰 ，
男 ，1965 年
生，陕西兴平
人 。 1984 年
入伍，曾就读
于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
第六飞行学
院，先后在空
军航空兵部
队、香港驻港
部队等部队

服役，2004年退伍，现就职于西北政法
大学保卫处副处长。

初访岳峰老师，原以为他必是一位
面容坚毅、体态不凡的退役军人，却未
料到，岳峰老师言语温和、平易近人。

岳峰老师曾在部队服役近 20 年，
他于 1984 年入伍，曾在空军第六飞行

学院就读学习，后来在空军航空兵部队
服役，因在原部队中表现突出，于 1997
年 7 月转至香港第一批驻港部队服役，
5 年后转至内地服役，最终因身体原因
于 2004 年退役，并被安置到西北政法
大学工作。谈起自己的军旅生涯，岳峰
老师颇为自豪，长达二十年的服役经历
是一名老军人最好的勋章，他不仅曾在
空军部队中从事飞行员的工作，还在香
港驻港部队中从事组织安保工作，在保
家卫国的同时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
历史。

岳峰老师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初
到西北政法大学，面临着新的环境工
作，岳峰老师很快适应了下来。他说，
部队既培育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更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扎根在他
的心中，这使他有极大的耐心面对任何
工作。尽管离开了部队，但岳峰老师还

一直保留着部队优良的工作作风，始终
坚守着奉献自我的宗旨，以极大的热情
为全校师生、教职工群体服务。

改革开放初期，岳峰老师进入部队
服役，跟随部队调动辗转多地，他见证
了祖国的发展与变迁。回忆起这段历
史，岳峰老师深有感触，在内地服役期
间，他驻扎的小县城中没有太多高层建
筑物，街道上还有载满牲畜的车辆，回
家探亲需要搭乘三天的火车。而如今
伴随着祖国交通运输事业的不断发展，
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能前往祖国
各地，还有上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如雨后
春笋般建起。他说，这一切都离不开党
与国家，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我们
的祖国才能越来越好，正是因为全国人
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
富足。

军人即使离开了部队仍然是军人，
岳峰老师不忘初心，始终以军人的标准
要求着自己。他关心祖国的发展状况，
告诫青年学子美好生活来之不易，要努
力学习，初心不忘，在未来永远保持奉
献精神，听从党和国家的指挥，坚守工
作岗位，为人民事业尽忠尽职。

（大学生记者团 李发鑫）

肖彬，
男，1963年
生，1980年
入伍，1983
年 考 入 陆
军 学 院 军

事指挥专业学习，毕业后于解放军西安
政治学军事教研室任教，1985年转入我
校保卫处工作，现任我校图书馆党总支
书记。

顺着指引找到肖彬老师的办公室
时已近下午五点，肖彬老师坐在桌前处
理案头工作，认真便是他给我留下的第
一印象。

谈及从军经历，追求卓越是他给我
的第二印象。他 17 岁从军，跟随军队
驻扎兰州军区，期间获得营、连嘉奖共
七次。在军队中肖彬老师曾担任第一
示范班班长，在连队中担任团支部组织
委员，40 火箭筒教员兼文化教员，同时

担任九冈第三小学少先队辅导员。两
年后转至嘉峪关进行工程建设。

回忆起从军的经历，肖彬老师感慨
条件艰苦。入伍时，部队于巴丹吉林沙
漠最深处进行军事演练，常受沙尘暴侵
扰，沙漠起风常常隐天蔽日，大家躲在坑
院里躲避风沙。在甘肃修大坝的时候，
虽正值五月，天上却飘起了雪，在这样的
环境下，肖彬老师一行人淌水运输石料
继续修建工作。恶劣环境下的坚持不
懈，锻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在过去的经
历中，艰苦奋斗是他给我的第三印象。

军校毕业后，肖彬老师转入我校保
卫处工作，他语调平和的讲述着从保卫
处到机关党委再到图书馆的工作经历，
拥有一颗平常心是他给我的第四印象。

时过境迁，谈及自己的连长和战
友，肖彬老师便回忆起自己在军营的日
子，在他分享的年轻时照片中，我们看
到了一位棱角分明的军人形象。即使

现在的他工作繁重，但仍会抽出时间去
拜访当年的连长和战友。回顾当年少
时，心中仍有惦念，念旧是他给我的第
五印象。

现如今应征入伍成为一种荣耀，肖
彬老师谈到参军入伍对自己的改变时，
感叹军队十分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
心性。在当年艰苦的的条件下，军队的
粮食供给有限，拮据之时只能靠备用的
压缩蔬菜维持，最让他难忘的是军队常
吃的粗粮馒头。他曾坦言，虽然蔬菜的
供给略有波动，但“馒头绝对管饱”。肖
彬老师乐在其中，也对于现阶段大学生
从军表示认可。他认为从军前后最大
的区别在于那种百般历练后的正气和
纪律，就像内务床铺上永远方方正正的
被子一样，规矩是他们的代名词，也是
他给我的第六印象。

从见面时的微笑，到采访时的热情
分享，六种印象使得我感受到肖彬老师
的沉稳与和善。真正有经历的人，他们
不会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地位，不会夸耀
自己的知识，因为他们享受自己内心的
富足。在我看来，肖彬老师就是这样一
个内心富足的人。

（大学生记者团 郭麒麟）

赤诚向党心
——访烈士遗属杜新功

君子端方
——访退役军人肖彬

军旅之魂引领自己前进
——访退役军人岳峰

拳拳赤子心
——访退役军人韩玉珠

光光 荣荣 之之 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