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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不忘南开“最初的起点”
南开青年报社、新青年新闻社

特约评论员  国 威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 记
忆中你青涩的脸 / 我们终于
/ 来到了这一天”。诚如去
年今日在此做出的承诺，
我们终于来赴这 2017 的最
后 一 约。 这 一 年 的 光 景，
如飞梭引线，如流星赶月。
今天的旧岁行将就末，明
天的新岁也来到了起点。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
南开大学也将迎来她建校
的第 99 个春秋。不论是 40
年、120 年 还 是 99 年， 在
人类历史长河中，曾不过
一瞬。但时间一维向前而
不可逆转，常常让人忘记
来 时 的 路。 故 而， 值 此 新
岁的起点，我们不妨回首
过 往， 回 到 起 点， 看 看 我
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而来，
又将向何处去。
        2017 年对南开人而言，
最具现象级的流量事件，
非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
开》 莫 属 了。 南 开 大 学 团
委微信公众平台在 12 月 2
日率先推出的宣传文案虽
寥寥数语，却获得了浏览
量 60000+、 点 赞 数 1000+
的关注度。那种压在南开
人心中积郁已久的情绪藉
有这部纪录片在央视的热
播而喷薄偾涌。这部纪录
片没有在现代南开的发展
上过多着墨，而是时时回
望南开最初的起点——她
缘何而起，又向哪而去——

简单、纯粹、质朴而深刻。
南开的历史、南开的传统、
乃至南开的精神和精气神，
都借由该片传递给当下的

南开和南开人。它所引发
的现象级关注并未让人们
沉浸在过去——过去的苦
难抑或过去的辉煌——而
是不禁让人反思，一百年
的南开留给后人了什么，
新百年的南开又能留给后
人什么。
        南开的起点，就是为国
为民作育人材。不论世事
如 何 变 换，“ 育 人” 这 一
根本都不会改变。可“育人”
说起来抽象，做起来却得
实 实 在 在： 专 任 教 师“ 悉
心 关 怀” 是 育 人， 行 政 人
员“ 和 颜 悦 色” 是 育 人，
甚至宿管大爷“夜半开门”
是 育 人， 食 堂 师 傅“ 拿 稳

勺 子” 也 是 育 人。 因 为 人
思想情感的形成是连续的，
青年尤甚。一个人的生活
中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

“ 大 事”， 多 的 是 稀 松 平
常 的“ 小 事”， 没 有 谁 会
因为一件小事“耿耿于怀”，
也不会因为一件小事而“感
恩 戴 德”， 但 往 往 就 是 在
小事之中才见真情，一连
串小事勾连起的正是这所
学校的“大事”。“育人”
不是儿戏，不能“佛系”，
它绝不只是辅导员、思政
课 教 师 的“ 专 业”， 在 育
人 的 全 过 程 中，“ 一 个 也
不 能 掉 队”， 任 何 人 都 责
无 旁 贷。2017 年， 学 校 召
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聚焦
立德树人，着力人才培养；
学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
也正在确立试点，研拟落

地。 痛 点 已 然 找 到， 下 一
步只待发力。我们期待着
在 2018 年，每一位南开人
都能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

的变化，也希望能有更多
南开人、特别是南开青年
能够参与到学校的改革发
展 中 来， 因 为“ 改 革 没 有
完 成 时”， 改 革 本 身 就 是
一个新的起点。
        这几天，朋友圈和微博
里 疯 转 的“18 岁 梗”， 本
来是九零后的感慨之言，
但却也吸引了很多八零后、
七零后甚至六零后、五零
后热烈参与。从“小确幸”
到“ 小 确 丧”， 改 变 的 是
年轻人的自嘲语境，不变
的是对青春韶华的留恋心
境。18 岁对于很多人而言，
是刚入大学的年纪。站在
当下回望大学的起点，有

怀旧有感伤，有甜蜜更有
成 长。 不 过， 就 像 九 零 后
也 要 被 零 零 后“ 鄙 视” 一
样，“小学弟”总会变成“大
学 长”， 小 孩 子 终 将 步 入
大社会。人最可宝贵的体
验，就是能够感知到自己
的蜕变和成长。每一个时
代的南开青年都带有那个
时代的烙印，但每一个时
代的南开青年又都有需要
担负的使命和责任。新时
代的南开青年更应该自问：
“ 我” 做 了 什 么，“ 我”
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然后不等不靠，去放飞自
我， 去 追 逐 梦 想， 纵 然 遍
体 鳞 伤、 铩 羽 而 归、 芳 华
尽 染、 烦 忧 难 解， 也 不 枉
青年之名，不负青春韶光。
因为这青春的激情与血性，
本就是青年最初的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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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在 新 时
代 的 起 点 上， 南 开、 南 开
人、 南 开 青 年， 更 不 能 忘
记 我 们“ 最 初 的 起 点”，
造一流大学，作一流人才，
复兴华夏民族，建设世界
强国，用我们的点滴努力
和 接 续 奋 斗， 回 报 先 贤，
回报时代！
        2018，我们来了！

全国高校学生理论社团研讨会召开
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青年责任”

       11 月 25 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与青年责任”主题论坛
暨第十一届全国高校学生
课外理论社团研讨会在南
开大学举行，中共中央党
校报刊社总编辑戴小明，
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杨克欣教授，中共中
央党校报刊社专刊室副主
任戴菁，中央党校报刊社
专刊室编辑龚克出席，校
团委书记李康主持本次会
议。
         开幕式上，杨克欣教授
在致辞中对与会嘉宾表达
了欢迎与感谢，南开大学
2015 级医学院本科生焦启
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硕士研究生张玉杰分
别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发
言，戴小明教授致辞并做
了《 拥 抱 新 时 代， 担 当 新
使 命》 主 题 报 告， 现 场 气

氛热烈。
　     在第一分论坛 , 来自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职团
干 部 张 轶、 研 究 生 黄 山，
山东大学的郭胜豪，天津
中医药大学程琳，天津农
学院王佩印，河北工业大
学的时尚，河北工业大学
黄卓识，中国人民大学邓
啸林，遵义师范大学的方
丽、 钟 昭 懿， 天 津 财 经 大
学凌峰以及南开大学青年
理论研修中心成员关曦宇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
与实践意义” 分别进行发
言。
         在第二分论坛，来自天
津大学的蒲博文、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的雷瑒、北京
大学的李钰、天津理工大
学的黄泳糠、南开大学法
学院团委书记艾伟俊以及
来自南开大学红色记忆宣

讲团、南开大学新觉悟社
的部分成员分别从不同角
度分享了自己在学习《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过
程中对于青年使命教育与
立志成才的思考。
         在第三分论坛，来自河
北工业大学的刘奎，山东
大学的李好男，南开大学
的郑伟俊，天津财经大学
的任慧慧和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的闫鹏飞，分别从习
近平青年观的形成过程和
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总结出
了现代高校对于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培养的方法。
        在第四分论坛，话剧《杨
石先》中杨石先的扮演者、
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团
委书记贾盛，北京交通大
学《 茅 以 升》 话 剧 负 责 人
刘景扬，南开大学话剧《杨
石 先》 编 剧、 周 恩 来 扮 演
者专职团干部郭威，话剧
《茅以升》中茅以升的扮
演者、北京交通大学研究
生董耀聪，话剧《杨石先》
中陈茹玉的扮演者南开大
学本科生冯英爽，分别就
两部话剧《茅以升》、《杨
石 先》 的 创 作、 编 排、 演
出过程以及个人的参演感
受进行发言。
         在各分论坛上，各位代
表围绕大会主题和分论坛
议题，讨论热烈，精彩连连。
　    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专职团干部张轶在发言
中表示：“恩格斯指出‘每
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
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
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
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
不 同 的 内 容。’ 习 近 平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
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实现
从大国迈向强国的理论，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
导意义。”
        曾在甘肃省庄浪县挂职
高房村第一书记的南开大
学法学院团委书记艾伟俊
结合自身挂职基层的经历，
将自己在庄浪县高房村的
所见所闻与点滴感受分享
给在座的同学，他说：“我
们的价值取向一定是：群
众得不得实惠？服务对象
满不满意？党员在基层工
作既要甘当学生，又要善
当学生；要坚持人民至上
的 观 点， 为 群 众 做 实 事；
坚持需求导向，全力解决
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问题。”
        来自北京大学的张玉杰
在 讨 论 中 说：“ 时 代 新 人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育人目标；时代新人
的最高任务是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时代新人要具备当代中国

精神。”
        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
研究生董耀聪在交流中谈
到，在高校文艺活动茁壮
成长的今天，参与主旋律
戏剧演出对树立学生的三
观有重要的作用。怀着一
颗执着与热爱的心参与演
出三十余场，从本科生到
研究生，对戏剧的纯粹使
他一直坚守在舞台上，对
能够参演这样一部讲述科
学大师为祖国贡献一生事
业的话剧感到无比骄傲。
        本次会议下设四个分会
场，来自不同高校的指导
教师及学生理论社团骨干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
与 实 践 意 义”、“《 习 近
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对青
年使命教育与立志成才的
启 示”、“ 习 近 平 青 年 观
内涵探析及对高校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启示”
及“新时代高校校园主旋
律文艺作品的育人功能探
析——以‘共和国的脊梁’
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项
目为例”四个问题进行深
入 交 流， 就“ 习 近 平 新 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与青年责任”的理论探究
与实践思路达成了共识，
为高校进一步运用新思想、
新 理 念 做 好“ 立 德 树 人”
工作提供可循参考。

2017 年我校学生
媒体获奖喜报

     （通讯员 / 段景文 郑
欣怡  郭威 ）近日，“南
开大学团委”微信公众
号在“清博大数据”高
校团委、学生会排行榜
中 荣 获“ 单 图 文 阅 读 -
点赞量”和“综合微信
传播力指数”两项榜首。
         此外，“南开大学
团委”微信公众号在“官
方政务 - 团委榜”中排
名 第 9； 在“ 政 务 分 类
总榜”中，排名第 30，
位列“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第 29 名）之后。
    “南开大学团委”微
信公众平台开通于 2013
年，由校团委宣传部运
营维护。自开通以来，
平台秉持着贴近青年、
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
宗旨和原则，致力于为
全校师生提供第一手团
学资料、为青年学生搭
建 成 长 成 才 和 思 想 交
流的平台；紧追国家与
学校重大事件及新闻热
点，深入团员青年日常
挖掘同学们关注的话题
并开展丰富线上线下活
动；平台文风多样，或
幽默诙谐，或深刻严密，
或以情动人，在众多校
园微信公众平台中独树
一帜、别具一格；稳定
保持“日更”频率和超
过 99% 的主动原创率，
凭借其较高的质量与数
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同时，在第四届红
枫大学生记者节闭幕仪
式暨颁奖典礼在湖南大
学逸夫楼举行，来自全
国 30 多所高校的校园媒
体代表参加了活动。本
届记者节上，我校学生
记者表现出色。《南开
青年》报社被评为“十
佳校园媒体”以及来自
《南开大学报》学生记
者团、文学院 2015 级编
辑出版学专业本科生陆
雅婧获得“十佳校园记
者”称号。
       第四届红枫大学生
记 者 节， 包 括 大 学 生
记 者 新 闻 作 品 大 赛、
媒体人大讲堂、长沙采
风、媒体峰会、参观湖
南广播电视台等系列活
动，受到了来自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浙江大
学等全国各高校校园媒
体平台、学生记者的踊
跃参与。十佳校园媒体
和十佳校园记者评选经
历了校园媒体提交申请
材料、专家评委初步筛
选和微信投票等多项环
节，最后由组委会综合
专家评审意见和微信投
票结果选出。
       最终，《南开青年》
报社凭借深入专业的报
道水准和新颖活泼的内
容形式从 78 家校园媒体
申请中脱颖而出。
       闭幕式上，湖南大学
党委副书记于祥成代表
主办单位致辞。
       他说，红枫大学生记
者节是一个全国高校大

学生记者自我激励与相
互激励的盛会，互联网
时代下，具有新闻理想
和专业素养的新闻学子
们更应该对新闻事业满
怀热情，对职业精神始
终充满敬畏。他勉励红
枫记者节继续努力，致
力于推动青年学子们坚
持新闻理想，恪守职业
道德，为党和人民服务，
为时代进步鼓呼。
       颁奖仪式上，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内
工作部主任殷陆君在讲
话中指出，大学生记者
是新闻界的朝阳，自己
是为未来而来。他高度
赞扬了红枫大学生记者
节，希望大学生记者好
学向上、崇德向善，坚
定信念、追求理想，勇
做新时代的弄潮儿，讲
好大学故事，传播青年
声音，在实现中国梦的
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
想，在学习进步创新发
展中书写人生华章。
       据悉，本届红枫大学
生记者节由中华新闻工
作者协会指导，湖南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湖南
大学、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湖南广播电视台、
长 沙 晚 报 报 业 集 团 主
办。
        记者节以“爱之使
责，梦之担当”为新闻
作品的主题，旨在期望
青年学生记者用文字担
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重任，期待新时
代 准 新 闻 人 讲 述 有 温
度、有厚度、有人文关
怀的大爱故事。
   《南开青年》报社前
身是南团宣记者团，成
立于 1983 年。
       该报是南开大学团委
机关报，由校团委宣传
部具体指导，是我校发
行量最大、受众度最高
的学生自主采写编辑出
版的平面媒体。
       三十多年来，《南
开青年》报社采编人员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深入校园生活的各个方
面，以新闻报道的权威
及时、内容形式的新颖
活泼而受到广大师生的
好评，并得到了兄弟院
校和社会同行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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