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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

英勇无畏，血洒沂蒙

辛锐：

投身抗日，巾帼不让须眉
辛锐，1918年生于山东省章丘县

（现济南市章丘区），出身名门，能诗
善画，是远近闻名的才女。长城抗战打
响之后，各界人士掀起了救亡捐献活
动。辛氏一家在民族危难时刻加入了八
路军。

1938年，辛锐随父亲几经辗转，来
到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在这里，她很快
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名字辛树荷改成
了辛锐，寓意要像一把锐利的尖刀，刺
向鬼子的心脏。

当时的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活跃着
多个文艺团体，多才多艺的辛锐格外引人注目。她能歌善舞，对工作
热情积极，在担任“姊妹剧团”团长期间，她集编、导、演于一身，
为宣传抗日编写了大量节目，领导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雷雨》《血
路》等，深受军民欢迎。

1941年春天，辛锐和时任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明结
为革命伴侣。但就在两人结婚几个月后，惨烈的大青山突围战打响
了。血战突围持续了两天两夜，大部分人突出重围，但伤亡惨重。战
斗中，陈明壮烈牺牲。

23岁的辛锐为掩护同志们撤退身中数弹。当晚，她被抬到费县火
红峪村，隐蔽在大青山一个阴暗的山洞里养伤。山洞里缺医少食，也
没有御寒的衣物，伴随着揪心的疼痛，已怀有三个月身孕的辛锐仅靠
着干饼子和冷水，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在山洞中养伤的辛锐，并不知道丈夫牺牲的消息。她多次向送饭
的战友说：“等散尽了硝烟，没有了战火，我们要生两个孩子，一个
像陈明，一个像我。”“今后我要依靠拐杖战斗和生活了，不要紧，
我还能拿起笔，会继续同敌人战斗。”十几天后，辛锐的伤势渐好，
但双腿已残疾。

1941年12月17日，一股日军突然向火红峪一带搜山，两个八路军
战士急忙抬着辛锐往外突围。山路崎岖，行走艰难，他们刚跑出没多
远，敌人就追上来了。生死关头，辛锐从担架上滚下来，扔出手榴弹
吸引日军，掩护战友撤离。敌人靠近，她用力拉响最后一个手榴弹，
与敌人同归于尽。

年轻的生命和美丽的爱情，永久地留在了大青
山下。

卫生所的同志含泪将辛锐的遗体埋在距她殉难
处10米远的山峦东坡。1986年，辛锐和陈明迁葬于
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长眠在他们为之战斗的沂
蒙山区。一对革命伴侣，一对抗日英雄，为中华民
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谱写了一曲不朽的壮烈悲
歌。

（□王凤霄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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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190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县，
1925年秋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不久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6年，随北伐军进入福
州后，主编《福建评论》《国民日
报》，他以鲜明的观点抨击揭露军阀、
列强，讴歌俄国十月革命，表现出无所
畏惧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宣传才能。

此后，陈明先后担任中共龙溪中心
县委书记、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等职务。
1928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4
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高干科教员。

1939年，陈明奉命进入山东，先后
任运南支队政委、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常委
等职。

陈明能诗能文，有雄辩的口才，被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称为
“山东的一位有权威的理论家”。1940年秋，陈明在题为“山东抗日
民主政权目前的中心工作”的报告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精辟而
通俗地阐述了抗日民主政权要树立抗日、民主、廉洁、奉公的新作
风，使与会者耳目一新。不久，这篇报告在《大众日报》刊登。

1941年4月，陈明任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主持整个战
时工作委员会工作。他撰写、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还参与起草
了《县区乡各级政府组织条例》《民众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等一系
列法规。这些文章和法规，倾注着陈明的智慧和心血，为山东抗日民
主政权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春天，在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陈明与“姊妹剧团”团长辛锐结为革命伴侣。

当时战工会成立不久，工作千头万绪。机关干部少，又缺乏经
验，很多工作都需要陈明亲自动手或过问，他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1941年11月，日军纠集五万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
“扫荡”。30日清晨，陈明率战工会等机关在大青山陷入日军的包
围。突围途中，陈明两腿负伤，不能行走，敌人
逼到眼前，他连发3枪，打倒3个敌人，把最后一颗
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十几天后，陈明的妻
子辛锐，也在战斗中牺牲。

陈明是一位优秀理论工作者，为山东的政权
建设和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2014年，被列入
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
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崔方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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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高 峰 孟一
本报通讯员 蔡佳辰

7月3日，教育部首届科学教育、人文
教育、华文教育专业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工作研讨会在曲阜师范大学（以下简
称“曲师大”）教育学院召开。如此重要
的全国性会议为什么会放在县级市的曲
阜？对于人们心中的疑问，会议代表云南
师范大学云南华文学院院长王秀成一语点
破迷津：“教化之都谈育人天经地义，教
师摇篮说教育无可厚非。曲师大的教育学
科建设不仅传承了孔子的育人之道，更通
过‘一课一本’教学计划、基于学生成长
的实践育人策略等创新举措，把师范生的
教育能力培养做到了深处、细处，做进了
心里。”

2020年，省教育厅公布了省属高校首
批高水平学科建设清单，在全省13个“高
峰学科”中仅有两个是文科类学科，曲师
大教育学便是其中之一。

曾经有人调侃说，“在曲师大做教育
难免有‘偶像包袱’，包袱抖好了，别人
会说你沾了教化之都的灵气，学科做不
好，则会被指折损了圣人之名。”可当记
者真正走进曲师大教育学院、去一点点探
究其学科建设的初心时发现：不论是理论
研究的“登峰”还是教书育人的“落
地”，学校和学院并没有身陷外界给予的
“光环负累”，而是坚定沿着自己认准的
路子踏实前行。

小县城不等于出不了一流学科，却也
在客观上遇到了一些现实难题。首先面对
的就是优秀青年教师的引、留问题。

“很多青年教师是在按城市选择供职
高校，等轮到曲阜这种县级市时，优质的
师资已经所剩无几了。再加上相对薄弱的
基础设施配套和看上去不如一线城市高校
的发展平台，要组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教学
研究队伍，可谓困难重重。”谈到学科建
设的“骨架”——— 人，曲阜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院长唐爱民直言，不走寻常路，似乎
成了他们拴心留人的“唯一”出路。

在曲师大教育学院，有一些不成文的
规定：职称晋升，不看资历看实绩，只要
拿得出过硬的研究成果，教师年纪再轻也
同样能够晋升；评先树优的机会院领导不
碰不沾，尤其是在关系教师晋升的重要奖
项评选上，均以年轻教师为先；教师遇到
调户口、孩子上学等日常生活难题时，学
院一揽子全兜……在一切以青年教师成长
为“先决条件”的理念引领下，学院不仅
创造了教师4年零流失的“奇迹”，更磨
砺出了谭维智、柳士彬、胡凡刚、何爱
霞、广少奎等一批全国教育学科建设领域
的“尖刀团队”。

2020年，在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
中，曲阜师范大学在教育学领域获得一等
奖1项、二等奖2项，奖项总数名列全国第
11位、位居山东省属高校首位。其中，戚
万学教授所著的《论教师的哲学》荣获一

等奖，这是山东省属高校获得的唯一一项
一等奖，也打破了山东省连续两届一等奖
空缺的局面。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基，教师教育
是我们的底色。”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胡钦晓表示，教研相
长之下，是高层次的师资队伍和高水平的
科研成果，推动着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在
已经举办了8届的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
从业技能大赛中，曲师大学子6次获得一
等奖的总数和获奖总数的“双料冠军”就
是鲜活的证明。

做教育，只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建设和
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是远远不够的，更重
要的是如何将成果转化为日常教学的强劲
支撑，使学院培养出的未来教师具备更强
的专业能力。

对此，学院因校制宜，创造性制订了
一整套看上去更接近于“基础教育”的培
养方案，要求在校师范生4年内必须读25
本由学院精选出的学术专著，还要坚持做
笔记、撰写课程论文、进行学习心得的公
开分享；开学第一学期，每名学子都会收
到学院统一发送的礼物——— 一块小黑板，
练就一手好的粉笔字，成了绕不过的必修
课；学院在教育学、学前教育等专业深入
推行实践育人策略，通过开展校地、校校
合作，在济宁、潍坊、临沂、泰安、青
岛、枣庄等市中小学建立了近20个教育实
践基地，走出校门站熟“业前讲台”，成
了教育学院学子们的“独门绝技”。

曲师大教育学院之所以能跻身一流学
科之列，除了与学校“向师范要品牌”的
办校宗旨有关外，更与学院德才并育的教
育理念密切相关。

学院除在日常教学中活用“有教无
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先哲教
诲、用行动践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外，还广泛开展了经典诵读、国学剧场、
“非遗”课堂等活动，师德师风和传统文
化教育有机融入学科建设，形成了鲜明的
学科特征。在曲阜市今年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中，学院学子主动成立起大学生宣讲
团，深入厂矿、社区一线，用充满青春活
力和生活气息的宣讲征服了听众，得到了
地方政府的高度评价。

“一流学科建设要‘攀天梯’，也要
‘接地气’，我们的教育学科建设一来直
指未来优秀教师的培养，二来注重吸收、
应用和发展地方文化。体现地方文化特色
最明显、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最直接、结合
地方文化发展最紧密，已经成了曲师大教
育学科建设的显著优势。”曲阜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戚万学表示，加快一流学科建
设，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
学校将以教育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为基
础，以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勇于创新奖”
“干事创业好团队”等荣誉称号为动力，
立足学院与学科实际，精密谋划，靶向设
计，艰苦奋斗，继续通过脚踏实地的教
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推动教
育学科的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小城办学，志在大成
———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攀峰”解密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实 习 生 马肖琦

寿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让文明实践照亮“绿色菜乡”

“每月饺子宴的消息不用挨个通知，
只要在群里发条信息，大伙儿就争先恐后
地加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老苗是寿光
市台头镇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一大早，他身穿红马甲和村里人一起和
面、擀皮、包水饺。

这是一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敬老饺子
宴”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全国首批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市，寿光市把文明
实践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改善民生福祉
的有效载体，成为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
尚的“红色殿堂”。

寿光市委书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主任赵绪春介绍，一方面从解决群众关
心、关注的日常“小事”入手。寿光创新
推出“以宴敬老”“以宴扬孝”，为村里
80岁以上老人举办“敬老饺子宴”“生日
宴”。全市有60个村建成“幸福食堂”，
长年为老人提供一元餐、免费餐。针对离
婚问题，寿光成立婚姻家庭志愿辅导中
心，300多名志愿者对协议离婚夫妻进行
“一对一”调解。另一方面，向群众生产
中常去、常聚的地方延伸，拓展文明实践
深度。寿光把宣讲课堂搬到大槐树下、胡
同口，开展“银杏树下话文明”等宣讲

700多次；利用喇叭村村响，开设“好好
学‘习’空中课堂”。在省内率先出台
《新时代文明实践典型选树办法》，24人
入选“中国好人”。结合“中国蔬菜之
乡”特色优势，在975个村搭建蔬菜视频
云校等智慧服务平台，为菜农解决技术难
题5万多个。此外，寿光还把文明实践纳
入政府民生实事，实行星级评定，发放奖
补资金。实施“城乡牵手·文明联动”工
程，107个部门单位与村“结对帮联”，
实现城乡文明深度互动。开发“文明实践
寿光云平台”，供需有效对接，时长精准
记录。倡导“德者有得”，31家单位从看
病、就医等方面给志愿者拿出“真金白
银”。

赵绪春表示，下一步，寿光市将坚持
“群众参与、群众受益、群众满意”的思
路举措，深入实施典型培育、公益惠邻、
幸福套餐、站社联建、文明婚俗等“五大
行动”，推动文明实践深入基层，服务群
众。

寿光市洛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探寻“幸福洛城”的文明

实践密码

每月15日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
村“村民议事”的日子。这一天，村里
要讨论美丽乡村墙面粉涂风格，小小的
村会议室一下子挤进了30多位村民。能
吸引这么多村民前来议事，秘诀何在？
自2018年以来，寿光市洛城街道重点聚
焦“体制机制健全、阵地平台拓展、服
务模式创新”，积极探寻“幸福洛城”
的文明实践密码。

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所长步宪群表示，一方面，系

统建体系，让实践保障强起来。健全街道
组织领导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募集机关
干部、农村党员志愿者，成立理论宣讲、
巾帼文明等9支志愿服务队，村和社区因
地制宜，成立663支群众身边“不走”的
志愿服务队伍。另一方面，着力拓展阵
地，让实践场所动起来。打造一批文明实
践标杆村；与院校、艺术团体合作，建设
仓颉书院等25个村史馆。依托现有资源，
打造“室内+户外”“固定+流动”相结
合的文明实践阵地，实现“一个场所，多
个主题、多种使用”。推行“圆桌议事”
制度，将文明实践全面融入“共建、共
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中。注重用
“小感动”见证“大文明”。常态化开展
“好媳妇、好婆婆”及“最美庭院”创建
活动，依托各类典型群体积极开展“敬老
饺子宴”“生日宴”等活动，形成了崇尚
文明、健康向上的村风民风。此外，注重
用“小舞台”演绎“大精彩”，积极开展
“文化乐民”活动3000多场次，培育洛西
村“京剧票友会”等28支远近闻名、活跃
乡间的文艺团队，让基层文明实践真正实
起来、热起来、强起来。

步宪群表示，下步，洛城街道将依托
“智慧洛城”平台，采取“智慧媒介+政
务+服务”的中央厨房模式，不断培优树
强志愿服务品牌，汇聚起街道向上向善、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

“三心”绘就文明实践

“同心圆”

如何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是
广饶县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一直
思考的问题。广饶街道国安社区辖水岸华

庭、金岭壹品、翡翠城3个居民小区，服
务群众4246户11000人。近年来，国安社区
坚持党建引领，以聚民心、践初心、暖人
心的“三心”举措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活动和项
目。

国安社区党委书记、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站长巩红燕介绍，在建设文明实践活动
需求平台方面，社区充分整合图书阅览、
公益培训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对资源进
行优化配置。组织居民楼长、网格员、人
民调解员等力量，积极开展“民情大走
访”，了解群众需求，建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你点单我派送，我发布你挑选”的志
愿服务机制。同时，组建志愿服务队伍，
成立以“红色五助温暖之光”为主要内容
的志愿服务队伍，1279名驻区党员参与其
中，每年评树“国安先锋”，激发党员的
示范带动作用；挖掘红色资源，组建26名
“五老”志愿者参与红色宣讲志愿服务
队，开展家风诵读等；以落实“家庭教育
进社区”惠民实事为抓手，依托“至善讲
堂”，每周六固定为家庭教育授课日，邀
请最美家庭代表等，现场讲授幸福家庭、
家风传承等课程。此外，创办志愿服务项
目，创新假日爱心学校、银丝关爱等16个
“小微”项目，打造“齐心”品牌，组织
开展元宵节猜灯谜等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
活动，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居民生活。每
年举办“最美国安人”评选表彰活动，评
树“最美国安人”186人，为居民树立身
边的典型榜样。

巩红燕表示，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加
入到社区建设和管理中来，参与到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中来，“党建引领、多元参
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
式逐渐形成。

让文明实践温暖群众照亮生活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北京电 7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医药财富大会新

闻发布会透露，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主办的首届中
国医药财富大会将于7月22日-23日在青岛举行。

据悉，本次大会将以“聚焦金融前沿，融汇产业资本”为主题，
邀集金融资本大咖、医药行业精英汇聚海滨城市青岛，碰撞新思维、
探索新路径、形成新共识，打造有影响力的特色主题行业盛会，并通
过开创城企合作新模式，推动青岛医养健康产业构筑发展新高地。大
会还将启动健康乡村振兴工程，创设医药物资产业基金，打造青岛
“全国医养健康产业”新IP。

首届中国医药财富大会

将于青岛举办

“冬病夏治”

正当时
□新华社记者 王继林 报道
进入伏天，许多市民来到中医院

或中医诊疗机构接受“冬病夏治”，
通过艾灸、贴敷疗法等防病治病。图
为青州市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的医生
给患者贴“三伏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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