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

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季，杭州溽
热的天气与大约 3000 公里外的西北
敦煌迥异，但这两座遥隔山水、看似
毫不相及的城市却因为一个人被联
系在了一起。

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
诗。1938年，祖籍杭州的樊锦诗出生
在北京，自 1963 年大学毕业后，她便
开始了与莫高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相守。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莫高窟
在 1987 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并逐步成为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典范。

经历过承受了战乱和病痛的年
少时期，1958年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大学时期，老师
宿白的一番话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中：
一二十年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
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
人潜心做学问。

樊锦诗与敦煌，初次结缘于1962
年的毕业实习。尽管当时因为强烈
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但她总是
说“敦煌是我的宿命”。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因
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
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研究人
员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进
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等
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没
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
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
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樊锦
诗说，“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

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世纪初，藏有 5万余件中古时

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
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学术
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甚至有人说，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

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筚路蓝缕，砥砺前
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我国学者在
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
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
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
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
国”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扭转。

樊锦诗曾说过：“守护莫高窟是
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
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
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
业。”她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
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学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党
支部书记、研究馆员王东依然清晰记
得 8 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

“樊院长讲述老一辈敦煌人的研究历
程让我热泪盈眶，正是他们坚守初心
的指引，让我深深理解了‘坚守大漠、
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
高精神的内核。”

“在樊锦诗身上，我看到的是信
仰的光芒，作为敦煌学专业的学生，
我将秉承莫高精神，潜心学术，推动
学科不断发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积
极贡献青年一代的力量。”浙江大学
古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段锦云
说。 （新华社）

樊锦诗：

扎根大漠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
新华社记者 魏一骏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2015 年 9 月 29 日摄）。新华社发（孙志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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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党史天天读党史天天读

在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档案馆
特藏室里，收藏着一件珍贵档案。一
个比手掌心略大的针线包，因年代久
远，看上去有些发黄，系带卷曲，但正
中用红线绣出的“娘的心”三个字仍
清晰可见。

这是1975年，在梁家河工作生活
了 7年的习近平去北京上大学前，留
给村里的伙伴张卫庞的一件珍贵礼
物。

“他临走时，送给我两条棉被、两
件大衣，还有一个针线包，里面有一
根针、两根线。”今年 73 岁的张卫庞
回忆，针线包是习近平来插队时，他
妈妈给他做的。

1969年 1月，当时还不满16岁的
习近平来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川县
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

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
程中，习近平能吃苦、不娇气，很快与
乡亲们打成一片。

村民王宪平说，在一次打坝时，
习近平没有手套，直接用手抓住夯石
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
一天的工夫，他的手掌磨得全是水
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都磨破流血
了。“但是不管多累多苦，他能一直拼

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偷懒）。”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

气干热，他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
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城里的娃娃
能吃下的。”村民刘金莲说。

同甘共苦的岁月，让习近平与梁
家河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因
为公道正派、踏实肯干，有威望、有能
力，他入了党，被群众推选为梁家河
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5 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
乡亲们难舍难分，家家户户请习近平
到家里吃饭。张家送一碗南瓜籽，李
家送一包大红枣，好几个婶娘、大嫂
给他送了精心绣制的花鞋垫。离村
时，全村男女老少把他送到沟口，还
选了梁玉明、石春阳等 13 名代表一
直将他送到县城。

乡亲们舍不得习近平，习近平也
舍不得乡亲们。2015年 2月，回梁家
河看望父老乡亲时，习近平深情地
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
了这里。”

作为他留下的“念想”之一，针线
包被张卫庞装进布包，放在木箱中，
精心保存了整整38年。

“他给我的棉被、大衣、针和线，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了。
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觉
得他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针线
包，留个念想。”张卫庞说。

2013年，张卫庞将针线包捐给延
川县档案馆。

小小针线包，见证了一份深情厚
谊 ，承 载 着 人 民 领 袖 的 初 心 与 情
怀。 （新华社）

小小针线包 深深百姓情
新华社记者 孙正好 陈晨

·百年巨变·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林
海玲 王卫）6月 15日上午，吉阳区党
史学习教育党史专题宣讲在亚龙湾
国际玫瑰谷举行，这也是吉阳区今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场的第 12 场，
计划各类党史宣讲专场全年将达到

45场。
在亚龙湾专场宣讲中，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宁波以《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题，讲
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宁波引用史
实案例，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让
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激发党
员学习热情，更好地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当前，吉阳区各相关单位结合实

际，通过网络平台学习和现场讲学等
各种方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目前，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博后村被作为中
共海南省委党校和三亚市委党校的
现场教学点，组织群众开展夜校培
训、研学推广、乡村振兴工作等方面
的内容。据悉，吉阳区将以区领导带
头讲，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讲，将党
史专题宣讲带进各村（社区），进行大
范围广覆盖，把党史学习教育推深走
实。

吉阳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全年宣讲将达45场

6 月 2 日晚，由三亚理工职业学院和三亚学院协同主办的献礼建党 100 周年
沉浸式实景声音剧场《红》在三亚学院室外景观之一的“凰家云水”首演。图为演
出现场。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党史学习教育中，三亚市各高
校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师生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推进思政特色项目，

把“四史”教育融入教育
体系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充分发挥专
业学科优势，邀请13名专家学者组
成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深入开展

“学党史、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
主题宣讲活动。同时，校领导通过
讲党课等方式带头宣讲，教职工通
过“党史小课堂”等形式创新宣讲，
截至目前，已为全校师生宣讲 100
多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师生走
出校园，前往省内革命遗址、纪念
场馆瞻仰参观，在实地研学中感悟
初心使命。

校党委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实
施深化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提
升专项行动，推进“三全育人”综合
试点项目等 10 个思政特色项目；
持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
思想引领作用，把以党史为重点的

“四史”教育融入教育体系，贯穿教
材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学校教

育教学全过程。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制定
重点民生和发展项目清单，努力让
师生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提升
教职工的归属感、幸福感、获得
感。

三亚学院：
创 新 学 习 载 体, 在 百

年党史中感悟思想伟力

三亚学院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党史知识竞赛活动，涵盖党史知
识、海南自贸港知识、教育教学等
内容，截至目前，活动共吸引 2 万
名在校生积极参与，APP 活动页
面访问量超过 20 万人次、答题 8
万人次。今年清明节期间，学校
各级党组织开展“缅革命先烈 忆
峥嵘岁月——清明祭英烈”活动，
让青年大学生切身感受先辈们以
鲜血浇灌理想的革命精神，做到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传承红色基
因。

三亚学院创设形式多样的载
体，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学
校组织党员观看党史影像资料
——《党的儿女》，举办红歌红舞专
场晚会和建党一百周年音乐会；学
校图书馆设立党史学习教育电子
资源平台，开展主题讲座、读书分
享会、图书荐读等活动；外国语学
院推出网上专题专栏，用双语发布
党史、革命事迹等内容；学校新媒

体中心还设计制作“爱党报国”主
题毕业明信片。

学校结合实际，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师生关注的重点问
题。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强化理论武装，打造

一批精品党课

为充分发挥海南红色资源优
势，三亚理工职业学院鼓励基层党
组织开展红色寻访活动，组织前往
革命遗址、纪念园和烈士陵园等，
在实地参观学习中感受革命传统
和精神；三亚理工职业学院、三亚
学院协同主办献礼建党100周年沉
浸式实景声音剧场《红》，直播当晚
吸引2万余人次线上观看。

学校利用高校思政课师资优
势，挑选思想政治过硬、学术方向
正确、授课水平较高的教师和党务
干部组建党史宣讲团，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讲活动；学校组织党务
干部开展“写党课、讲党课、听党
课、评党课”活动，打造一批高质量
精品党课；依托各种学习平台，组
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上网学
习党史；通过举办知识竞赛、图片
展览、诗词会等多种形式，切实提
升学习教育实效。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品牌项目培
育，支持鼓励基层党组织创建一批
党史学习教育创新项目、基层党建

创新案例。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
职业学院：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氛 围
浓，以浸润感染激发奋斗
动力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
组织党员干部、师生代表前往西沙
海战烈士陵园、仲田岭革命烈士纪
念碑开展“清明祭英烈”党史学习
教育主题党日活动，赴五指山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开展“重走革命圣
地 传承红色精神”实践活动，引导
师生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
命。

在学院官方公众号开设《“四
史”学习教育微课堂》栏目，在学院
团委公众号开设《榜样，你好！》和
《青年大学习》栏目，教育引导师生
从中充分汲取红色养分，更好传承
红色基因；组织全校思政教师、辅
导员和学生同上党史思政大课，引
导青年大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

学院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学院党委梳理归纳
出群众关注的问题清单，明确责任
部门与办结时间，切实解决教职工
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组织召开
统战人士代表座谈会和举行“书
记、院长开放日”活动，向党外知识
分子、归国留学人员和广大师生征
集意见与建议。

三亚高校多措并举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激发师生奋斗动力
本报记者 黄珍

小小的明信片上，印有三亚学
院书德楼前的白色走廊，柏油路
上，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正走向图
书馆拍摄毕业照，依依惜别；还有
的毕业生拉着行李走向校门，昂首
阔步奔赴前程……

“这张明信片由学校动画专业
学生手绘设计，画面里精巧地安排
了与建党 100 周年相关的细节，展
示毕业生带着使命感走上社会的

特殊意义。”三亚学院新媒体中心
主任陈莎莎说，每年毕业季，三亚
学院都要为毕业生准备毕业明信
片。今年正值建党 100 周年，透
过一张明信片，看到即将走出校
园的大学生多了一份责任和使
命。

今年“七一”，三亚学院新媒体
中心还将在校园采访师生对党、对
祖国的告白和祝福，并录制成短视

频，献礼建党100周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三亚

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化青年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以昂扬的精
神状态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三亚学院新媒体中心团队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活动形式，引

领广大师生铭记党的光辉历史，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丰厚
的精神力量。此外充分挖掘红色
资源，弘扬当代英雄、老一辈科学
家精神，凝聚报国的强大精神力
量。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
希望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爱国爱党
教育，激励学生们奋发图强，坚定
理想信念，报效祖国。”陈莎莎说。

三亚学院新媒体中心主任陈莎莎：

以“红”育人 润物无声
本报记者 黄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